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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多能互补是按照不同资源条件和用能对象，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以缓解能源供需矛盾，

合理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获得较好的环境效益的用能方式。多能互补也是一种能源政

策，目的是按照不同资源条件和用能对象，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以缓解能源供需矛盾，

合理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取得长足发展，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容量及生物质能利

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资源禀赋与负荷中心的逆向分布，部分地区消纳市场容量

有限，弃风弃光弃水问题较比突出。此外，可再生能源具有间歇性、随机性和波动性，对电

网形态及运行特征产生不利影响，使得电网系统调频、调压能力下降，抗扰动能力不足，对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压力。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多能互补市场研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中的

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

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

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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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1）企业发展历程 

（2）企业基本信息 

（3）企业股权结构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业务架构 

（2）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多能互补产品类型/型号/品牌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最新布局动向追踪 

5、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6.2.10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1）企业发展历程 

（2）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业务架构 

（2）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多能互补产品类型/型号/品牌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最新布局动向追踪 

5、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mdash;&mdash;展望篇&mdash;&mdash; 

第7章：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环境洞察及SWOT 

7.1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经济（Economy）环境分析 

7.1.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1、中国GDP及增长情况 

2、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情况 

3、中国三次产业结构 

4、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7.1.2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1、国际机构对中国GDP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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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分析 

7.2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社会（Society）环境分析 

7.2.1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中国人口规模及增速 

2、中国城镇化水平变化 

（1）中国城镇化现状 

（2）中国城镇化趋势展望 

3、中国能源消费结构 

4、可再生能源需求 

7.2.2 社会环境对多能互补行业发展的影响总结 

7.3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政策（Policy）环境分析 

7.3.1 国家层面多能互补行业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国家层面多能互补行业政策汇总 

2、国家层面多能互补行业政策解读 

7.3.2 &ldquo;碳达峰、碳中和&rdquo;愿景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7.3.3 政策环境对多能互补行业发展的影响总结 

7.4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SWOT分析 

第8章：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市场前景及发展趋势分析 

8.1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8.2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未来关键增长点分析 

8.3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4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第9章：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资战略规划策略及建议 

9.1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进入与退出壁垒 

9.1.1 多能互补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9.1.2 多能互补行业退出壁垒分析 

9.2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9.3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9.3.1 多能互补行业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1、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提升保障能力和利用效率 

2、推进多能互补，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 

3、基于多种储能实现能源互联网互补、多源互动 

4、电力装备领域绿色低碳发展重点方向 

9.3.2 多能互补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 

1、光伏产业区域投资机会 

2、储能产业区域投资机会 

9.4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9.5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资策略与建议 

9.6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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