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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能源互联网可理解是综合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和智能管理技术, 将大量由分

布式能量采集装置, 分布式能量储存装置和各种类型负载构成 的新型电力网络、石油网络、

天然气网络等能源节点互联起来, 以实现能量双向流动的能量对等交换与共享网络。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能源互联网行业前景研究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能源互联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能源互联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能源互联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能源互联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能源互联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能源互联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能源互联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能源互联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emsp;能源互联网相关概述

1.1&emsp;能源互联网基本介绍

1.1.1&emsp;能源互联网的概念

1.1.2&emsp;能源互联研究背景

1.1.3&emsp;能源互联网的价值

1.1.4&emsp;能源互联网的意义

1.1.5&emsp;能源互联网演化路径

1.1.6&emsp;能源互联网体系架构

1.2&emsp;能源互联网的特征

1.2.1&emsp;可再生

1.2.2&emsp;分布式

1.2.3&emsp;互联性

1.2.4&emsp;开放性

1.2.5&emsp;智能化

1.3&emsp;能源互联网与传统电力系统的对比



1.3.1&emsp;可再生能源高渗透率

1.3.2&emsp;非线性随机特性

1.3.3&emsp;多源大数据特性

1.3.4&emsp;多尺度动态特性

 

第二章&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全面分析

2.1&emsp;全球能源电力发展状况分析

2.1.1&emsp;一次能源生产状况

2.1.2&emsp;终端能源消费状况

2.1.3&emsp;发电装机容量分析

2.1.4&emsp;电力生产及消费状况

2.2&emsp;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2.1&emsp;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必要性

2.2.2&emsp;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现实可行性

2.3&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综述

2.3.1&emsp;战略背景

2.3.2&emsp;战略架构

2.3.3&emsp;战略重点

2.4&emsp;全球各细分领域能源互联网发展基本状况

2.4.1&emsp;清洁能源

2.4.2&emsp;特高压

2.4.3&emsp;智能电网

2.4.4&emsp;电力互联互通

2.5&emsp;跨国跨洲电网互联状况分析

2.5.1&emsp;电网互联现状

2.5.2&emsp;电网互联案例分析

2.5.3&emsp;电网互联市场监管

2.6&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运行机制构建分析

2.6.1&emsp;构建新型投融资机制

2.6.2&emsp;推动市场机制建设

2.6.3&emsp;推动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2.6.4&emsp;推动组织保障机制建设



2.7&emsp;国外部分国家能源互联网发展概况

2.7.1&emsp;美国能源互联网概况

2.7.2&emsp;欧洲能源互联网概况

2.7.3&emsp;日本能源互联网分析

2.8&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策略分析

2.8.1&emsp;调动观望型地区

2.8.2&emsp;扶助积蓄型地区

2.8.3&emsp;优化领跑型地区

2.8.4&emsp;发展坚持型地区

2.9&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展望

2.9.1&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评估

2.9.2&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

2.9.3&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趋势

2.9.4&emsp;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重点

2.9.5&emsp;全球区域能源互联网展望

 

第三章&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环境分析

3.1&emsp;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3.1.1&emsp;全球宏观经济环境

3.1.2&emsp;国内经济运行状况

3.1.3&emsp;我国工业运行综况

3.1.4&emsp;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3.1.5&emsp;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3.2&emsp;我国能源互联网相关政策分析

3.2.1&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政策状况

3.2.2&emsp;我国能源互联网政策汇总

3.2.3&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指导意见

3.2.4&emsp;首批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

3.3&emsp;中国能源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3.3.1&emsp;中国能源产销状况分析

3.3.2&emsp;我国能源消费利用特点

3.3.3&emsp;能源技术研发取得进展



3.3.4&emsp;能源行业发展规划分析

 

第四章&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状况综合分析

4.1&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综述

4.1.1&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历程

4.1.2&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进程

4.1.3&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阶段

4.2&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4.2.1&emsp;能源互联网现状总析

4.2.2&emsp;能源互联网市场规模

4.2.3&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亮点

4.2.4&emsp;能源互联网市场格局

4.3&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市场竞争分析

4.3.1&emsp;能源互联网市场竞争对手分析

4.3.2&emsp;能源互联网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4.4&emsp;&ldquo;一带一路&rdquo;下中国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4.4.1&emsp;&ldquo;一带一路&rdquo;能源互联网需求状况

4.4.2&emsp;&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能源互联网投资规模

4.4.3&emsp;&ldquo;一带一路&rdquo;下中国能源互联网的机遇及挑战

4.4.4&emsp;中国与周边国家能源互联状况

4.5&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面临的挑战

4.5.1&emsp;技术创新层面

4.5.2&emsp;市场竞争环境方面

4.5.3&emsp;产业政策方面

4.5.4&emsp;政府支持方式

4.6&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建议分析

4.6.1&emsp;开展能源互联网顶层设计

4.6.2&emsp;开展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关

4.6.3&emsp;开展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

4.6.4&emsp;研究制定能源互联网标准体系

 

第五章&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模式分析



5.1&emsp;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的实现及市场机制

5.1.1&emsp;商业模式的实现

5.1.2&emsp;模式的支撑机制

5.1.3&emsp;模式发展的对策

5.2&emsp;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平台

5.2.1&emsp;能源产品交易平台

5.2.2&emsp;能源资产服务平台

5.2.3&emsp;能源增值服务平台

5.2.4&emsp;设备与解决方案的电子商务平台

5.3&emsp;能源互联网的入口分析

5.3.1&emsp;工业与建筑需求侧管理

5.3.2&emsp;家庭能源管理中心

5.3.3&emsp;智慧风场/光伏电站和运行管理平台

5.3.4&emsp;电动汽车充电桩和运营

5.4&emsp;能源互联网&ldquo;源-网-荷-储&rdquo;运营模式

5.4.1&emsp;运营模式的基本内涵

5.4.2&emsp;运营模式的基本架构

5.4.3&emsp;运营模式的关键技术

5.5&emsp;城市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分析

5.5.1&emsp;城市能源互联网相关介绍

5.5.2&emsp;城市能源系统中的商业模式分析

5.5.3&emsp;&ldquo;互联网+&rdquo;的商业模式分析

5.5.4&emsp;城市能源互联网中潜在的商业模式

5.5.5&emsp;灵活性资源对城市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影响

5.6&emsp;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案例分析：以电力企业为例

5.6.1&emsp;电力企业传统商业模式面临挑战

5.6.2&emsp;能源互联网下电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5.6.3&emsp;传统商业模式与能源互联网下商业模式比较

 

第六章&emsp;能源互联网的基石&mdash;&mdash;分布式能源发展潜力分析

6.1&emsp;分布式能源的相关介绍

6.1.1&emsp;分布式能源的概念



6.1.2&emsp;分布式能源的主要特征

6.1.3&emsp;分布式能源的优势

6.1.4&emsp;分布式能源的起源和发展

6.1.5&emsp;分布式能源的技术与设备

6.2&emsp;全球分布式能源发展综述

6.2.1&emsp;国外分布式能源受政府重视

6.2.2&emsp;发达国家分布式能源应用广泛

6.2.3&emsp;国际分布式能源发展经验借鉴

6.2.4&emsp;全球分布式能源投资潜力

6.3&emsp;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综述

6.3.1&emsp;国家重视分布式能源发展

6.3.2&emsp;分布式能源商业化应用进展

6.3.3&emsp;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立项管理

6.3.4&emsp;分布式能源发展机遇与挑战

6.4&emsp;2017-2022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6.4.1&emsp;分布式能源迅速发展

6.4.2&emsp;城镇化降低建设成本

6.4.3&emsp;区域发展特点分析

6.4.4&emsp;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

6.4.5&emsp;促进农村分布式能源

6.5&emsp;主要分布式能源类能源互联网落地项目

6.5.1&emsp;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

6.5.2&emsp;海岛微电网

6.5.3&emsp;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区域供能系统

6.5.4&emsp;区域能源互联网

6.6&emsp;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6.6.1&emsp;面临并网困境

6.6.2&emsp;行业壁垒森严

6.6.3&emsp;投资收益周期长

6.6.4&emsp;配套技术限制

6.6.5&emsp;其他问题分析

6.7&emsp;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对策



6.7.1&emsp;区别对待合理布局

6.7.2&emsp;按照市场机制运作

6.7.3&emsp;战略规划建议

6.7.4&emsp;具体政策建议

6.7.5&emsp;发展路径

6.8&emsp;分布式能源产业前景展望

6.8.1&emsp;新业态发展机遇

6.8.2&emsp;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6.8.3&emsp;产业未来发展结构

6.8.4&emsp;分布式系统前景良好

 

第七章&emsp;能源互联网的主要形式&mdash;&mdash;微电网发展潜力分析

7.1&emsp;微电网相关概述

7.1.1&emsp;微电网概念界定

7.1.2&emsp;微电网基本特征

7.1.3&emsp;微电网典型构造

7.2&emsp;全球微电网市场发展分析

7.2.1&emsp;微电网重要作用分析

7.2.2&emsp;微电网市场规模状况

7.2.3&emsp;微电网建设项目状况

7.2.4&emsp;微电网区域格局分析

7.2.5&emsp;微电网应用领域分布

7.2.6&emsp;微电网发展趋势分析

7.3&emsp;中国微电网市场发展状况

7.3.1&emsp;行业支持政策

7.3.2&emsp;行业发展现状

7.3.3&emsp;市场需求状况

7.3.4&emsp;行业制约瓶颈

7.4&emsp;中国微电网行业投资及前景分析

7.4.1&emsp;项目投资动态

7.4.2&emsp;潜在价值分析

7.4.3&emsp;商业模式分析



7.4.4&emsp;典型案例分析

7.4.5&emsp;发展前景预测

 

第八章&emsp;能源互联网落地核心环节&mdash;&mdash;储能发展潜力分析

8.1&emsp;能源互联网中储能的需求及功能分析

8.1.1&emsp;能源互联网中的储能需求

8.1.2&emsp;能源互联网中储能的功能

8.1.3&emsp;能源互联网中储能的作用方式

8.1.4&emsp;能源互联网将显著拉动储能投资

8.2&emsp;国际储能市场发展分析

8.2.1&emsp;全球储能市场规模

8.2.2&emsp;全球储能市场分布

8.2.3&emsp;市场驱动因素分析

8.2.4&emsp;政策支持力度上升

8.2.5&emsp;国外商业模式借鉴

8.2.6&emsp;全球储能市场前景

8.3&emsp;中国储能产业发展概况

8.3.1&emsp;发展阶段

8.3.2&emsp;市场规模

8.3.3&emsp;市场分布

8.3.4&emsp;行业形势

8.3.5&emsp;效益分析

8.3.6&emsp;储能补贴

8.4&emsp;2017-2022年中国储能市场格局分析

8.4.1&emsp;市场需求

8.4.2&emsp;应用格局

8.4.3&emsp;竞争格局

8.4.4&emsp;市场主体

8.5&emsp;2017-2022年国内重点储能项目投资动态

8.5.1&emsp;2018年项目建设进展

8.5.2&emsp;2022年项目建设进展

8.5.3&emsp;2020年项目建设进展



8.6&emsp;中国储能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8.6.1&emsp;行业面临挑战

8.6.2&emsp;主要制约因素

8.6.3&emsp;发展对策建议

8.6.4&emsp;产业发展策略

8.7&emsp;中国储能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8.7.1&emsp;投资机会

8.7.2&emsp;投资规模

8.7.3&emsp;投资回报

8.7.4&emsp;投资风险

8.7.5&emsp;投资建议

8.8&emsp;中国储能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8.1&emsp;储能行业前景广阔

8.8.2&emsp;储能市场规模预测

8.8.3&emsp;储能商业化前景向好

 

第九章&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其他主要板块发展状况分析

9.1&emsp;智能发电领域分析

9.1.1&emsp;智能发电基本介绍

9.1.2&emsp;智能发电发展现状

9.1.3&emsp;智能发电问题对策

9.1.4&emsp;智能发电前景趋势

9.2&emsp;智能用电领域分析

9.2.1&emsp;智能用电基本介绍

9.2.2&emsp;智能用电发展现状

9.2.3&emsp;智能用电问题对策

9.2.4&emsp;智能用电前景趋势

9.3&emsp;能源交易领域分析

9.3.1&emsp;能源交易基本介绍

9.3.2&emsp;能源交易发展现状

9.3.3&emsp;能源交易问题对策

9.3.4&emsp;能源交易前景趋势



9.4&emsp;能源管理和服务领域分析

9.4.1&emsp;能源管理和服务基本介绍

9.4.2&emsp;能源管理和服务发展现状

9.4.3&emsp;能源管理和服务问题对策

9.4.4&emsp;能源管理和服务前景趋势

 

第十章&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区域发展案例分析

10.1&emsp;上海市能源互联网发展分析

10.1.1&emsp;上海能源互联网发展基础

10.1.2&emsp;上海能源互联网发展意义

10.1.3&emsp;上海能源互联网发展指南

10.1.4&emsp;上海能源互联网发展重点

10.1.5&emsp;上海能源互联网典型应用

10.1.6&emsp;上海能源互联网发展措施

10.2&emsp;甘肃省庆阳市能源互联网发展分析

10.2.1&emsp;庆阳能源互联网发展环境分析

10.2.2&emsp;庆阳建设区域性能源互联网的优势

10.2.3&emsp;庆阳建设区域性能源互联网的劣势

10.2.4&emsp;庆阳建设区域性能源互联网的机遇

10.2.5&emsp;庆阳建设区域性能源互联网的威胁

10.2.6&emsp;能源互联网对庆阳经济环境系统影响分析

10.2.7&emsp;庆阳建设区域性能源互联网的建议

10.3&emsp;雄安新区能源互联网发展分析

10.3.1&emsp;雄安新区定位及能源发展趋势

10.3.2&emsp;雄安新区能源互联网发展指导方针

10.3.3&emsp;雄安新区能源互联网发展重点方向

10.4&emsp;京津冀区域能源互联网分析

10.4.1&emsp;京津冀区域能源互联网背景

10.4.2&emsp;京津冀区域能源互联网概况

10.4.3&emsp;京津冀区域能源互联网构成

10.5&emsp;其他地区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10.5.1&emsp;湖北省能源互联网分析



10.5.2&emsp;浙江省能源互联网分析

10.5.3&emsp;青海省能源互联网分析

10.5.4&emsp;河南省能源互联网分析

 

第十一章&emsp;能源互联网技术发展分析

11.1&emsp;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介绍

11.1.1&emsp;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11.1.2&emsp;智能输电网技术

11.1.3&emsp;储能技术

11.1.4&emsp;互联网信息技术

11.1.5&emsp;系统规划分析技术

11.2&emsp;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专利发展分析

11.2.1&emsp;能源互联网技术专利发展概况

11.2.2&emsp;能源互联网技术专利问题及挑战

11.2.3&emsp;能源互联网技术专利发展建议

11.3&emsp;能源互联网中大数据技术分析

11.3.1&emsp;大数据技术基本概况

11.3.2&emsp;大数据在能源互联网中的重要性

11.3.3&emsp;大数据在能源互联网中的重点应用

11.3.4&emsp;大数据在能源互联网中面临的挑战

11.3.5&emsp;大数据在能源互联网中的技术路线

11.4&emsp;能源互联网中区块链技术分析

11.4.1&emsp;区块链技术基本介绍

11.4.2&emsp;区块链技术中的能源互联网理念

11.4.3&emsp;区块链在能源互联网中的进展

11.4.4&emsp;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维度

11.4.5&emsp;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典型应用

11.4.6&emsp;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应用的挑战

11.4.7&emsp;区块链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前景

11.5&emsp;能源互联网中物联网技术分析

11.5.1&emsp;物联网技术基本介绍

11.5.2&emsp;面向能源互联网的物联网的架构



11.5.3&emsp;物联网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

11.6&emsp;能源互联网中无线技术分析

11.6.1&emsp;能源互联网无线专网业务带宽需求

11.6.2&emsp;能源互联网中无线通信系统的选择

11.6.3&emsp;能源互联网中无线专网的应用

 

第十二章&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相关受益产业分析

12.1&emsp;高端装备制造

12.1.1&emsp;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态势

12.1.2&emsp;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12.1.3&emsp;高端装备制造业问题对策

12.1.4&emsp;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机遇

12.1.5&emsp;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空间

12.1.6&emsp;能源互联网下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

12.2&emsp;新能源

12.2.1&emsp;新能源产业发展特点

12.2.2&emsp;新能源产业SWOT分析

12.2.3&emsp;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12.2.4&emsp;新能源行业竞争格局

12.2.5&emsp;新能源产业问题对策

12.2.6&emsp;新能源产业投资规模

12.2.7&emsp;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

12.2.8&emsp;能源互联网下新能源的发展

12.3&emsp;新材料

12.3.1&emsp;新材料产业主要特点

12.3.2&emsp;新材料产业发展规模

12.3.3&emsp;新材料产业问题对策

12.3.4&emsp;新材料产业投资分析

12.3.5&emsp;新材料产业前景展望

12.3.6&emsp;能源互联网下新材料的发展

12.4&emsp;电动汽车

12.4.1&emsp;电动汽车发展意义



12.4.2&emsp;电动汽车市场规模

12.4.3&emsp;电动汽车销量状况

12.4.4&emsp;电动汽车市场竞争

12.4.5&emsp;电动汽车问题对策

12.4.6&emsp;电动汽车前景展望

12.4.7&emsp;能源互联网下电动汽车的发展

12.5&emsp;节能环保

12.5.1&emsp;节能环保行业发展阶段

12.5.2&emsp;节能环保行业运行特征

12.5.3&emsp;节能环保产业运营状况

12.5.4&emsp;节能环保行业发展形势

12.5.5&emsp;节能环保行业方向及重点领域

12.5.6&emsp;能源互联网提振节能环保产业

12.6&emsp;人工智能

12.6.1&emsp;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提速

12.6.2&emsp;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析

12.6.3&emsp;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特征

12.6.4&emsp;人工智能企业区域分布

12.6.5&emsp;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发布

12.6.6&emsp;人工智能经济效益巨大

12.6.7&emsp;人工智能整体发展前景

12.6.8&emsp;能源互联网支撑智能工业革命

 

第十三章&emsp;中国能源互联网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3.1&emsp;科陆电子

13.1.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1.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1.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1.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1.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1.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13.2&emsp;阳光电源



13.2.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2.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2.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2.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2.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2.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13.3&emsp;科华恒盛

13.3.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3.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3.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3.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3.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3.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13.4&emsp;金风科技

13.4.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4.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4.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4.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4.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4.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13.5&emsp;上海电气

13.5.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5.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5.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5.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5.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5.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13.6&emsp;海兴电力

13.6.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6.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6.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6.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6.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6.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13.7&emsp;南都电源

13.7.1&emsp;企业发展概况

13.7.2&emsp;能源互联网布局分析

13.7.3&emsp;经营效益分析

13.7.4&emsp;业务经营分析

13.7.5&emsp;财务状况分析

13.7.6&emsp;核心竞争力分析

 

第十四章&emsp;能源互联网投资潜力分析及前景趋势预测（）

14.1&emsp;能源互联网投资潜力分析

14.1.1&emsp;能源互联网投资格局分析

14.1.2&emsp;能源互联网项目落地状况

14.1.3&emsp;能源互联网资本介入状况

14.1.4&emsp;能源互联网投融资模式分析

14.1.5&emsp;能源互联网开发潜力分析

14.1.6&emsp;能源互联网投资机会分析

14.1.7&emsp;能源互联网投资规模预测

14.2&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14.2.1&emsp;未来能源互联网建设重点

14.2.2&emsp;能源互联网发展趋势分析

14.3&emsp;2023-2029年能源互联网发展预测分析

14.3.1&emsp;发展影响因素

14.3.2&emsp;发展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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