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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以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來自由我們就 [編纂]委託弗若斯特沙
利文獨立編製的行業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此外，若干資料基於、源自或摘錄自
其他資料來源，（其中包括）政府機關及內部機構刊物、市場數據提供者及與中國各政府
機構的通信或其他獨立第三方來源（除非另有說明）。我們認為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的來
源適當，且於摘錄及複製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謹慎的措施。我們並無理由認為有關資
料及統計數據在任何重大方面有錯誤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任何部分致使該等資料及統計數
據不實或具誤導性。董事合理審慎調查後確認，彼等並不知悉有關市場資料自弗若斯特
沙利文報告日期起有任何不利變動，以致本節所載資料附有保留意見、遭否定或受到不
利影響。本公司、售股股東、獨家保薦人、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或參與 [編纂]的
任何其他方（不包括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其各自董事、顧問及聯屬人士並無獨立核實有關
資料及統計數據，亦沒有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不可過度倚賴該等資料。

資料來源

我們已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就我們於中國及內蒙古營運的部分行業現狀報告、分析並
作出預測。我們同意就編製及使用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人民幣72萬
元的費用。除非另有說明，本節所載市場估計或預測指弗若斯特沙利文就中國及全球部分
行業的未來發展發表的意見。始創於1961年，弗若斯特沙利文在多個行業開展行業研究、
提供市場及企業策略諮詢以及企業培訓，包括汽車、交通運輸、化工、能源及電力系統、
環保技術、電子、信息及通信技術以及醫療保健行業。

編製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倚賴在進行初級和次級研究時所得的統計數據及資料。
初級研究涉及訪問業內人士和權威的第三方行業協會，而次級研究涉及審閱公司年報、官
方部門的數據庫、獨立研究報告及刊物，以及弗若斯特沙利文在過往十年建立的專用數據
庫。弗若斯特沙利文乃根據下列假設作出預測：

‧ 現時探討的內蒙古、中國及全球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將於預測期內維持穩定；

‧ 中國電力需求在預測期內持續增長；及

‧ 內蒙古及中國電力建設行業的政府政策在預測期內維持不變。

我們的董事在審閱上述假設和因素及就此與弗若斯特沙利文討論時已採取合理謹慎的
措施，而且我們的董事概無注意到任何事宜，顯示出本章節所載的日後預測及行業數據的
披露有誤導。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節的市場估計或預測是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中國及內蒙
古相關行業未來發展的意見。

中國電力行業概覽

中國電力市場包含了從發電、輸電、變電、配電、用電和電力調度等六大環節。從產
業鏈上看，電力行業包括了從上游的裝備製造，到中游的設計、建設和調試，再到下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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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維護和檢測維修多個環節。電力勘測設計主要包括初步可行性研究、初步設計及施工
圖設計等。電力施工建設主要包括電力設施的建築施工和安裝工程。

隨著中國電力行業的發展，中國總發電量從2010年的42,278億千瓦時增加到2016年的
59,897億千瓦時，實現了年化複合增長率6.0%。中國總用電由2010年41,999億千瓦時增至2016

年59,198億千瓦時。由於中國電力需求巨大，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未來中國電力供給增長的
規模相當可觀。

受中國電力需求持續增長的帶動，中國電力裝機容量快速增長，2016年中國電力總裝
機容量達到1,645.8吉瓦，2010年至2016年年化複合增長率達到9.3%。

下圖顯示了中國2010年至2021年（估計）的總裝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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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弗若斯特沙利文（估計）

2016年中國風電裝機容量達到148.6吉瓦，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77.4吉瓦。同期風電
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保持了快速的增長，為所有電源種類中增長最快的類型。預期風電
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的比例會由2016年的13.7%增至2021年的19.8%。

中國對電網的投資也在日益增加。中國110千伏及以上輸電線長度由2010年的0.9百萬公
里增長至2016年的1.3百萬公里，年化複合增長率達6.1%。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2017年至
2021年中國輸電線總長度的年化複合增長率將達到7.2%。同時110千伏及以上變電設備容量
也將保持快速增長，預計2017年至2021年將保持9.2%的年化複合增長率。

2016年，中國電力投資總額為人民幣8,855億元，其中電網投資人民幣5,426億元，發電
投資人民幣3,429億元。電網投資比例由2010年的46.5%增至2016年的61.3%，估計2021年將達
到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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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了中國2010年至2021年（估計）的電力總投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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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建設的市場競爭

由於資質的高要求，中國僅有少數綜合電力建設企業參與多種發電及電網項目的勘測
設計和施工，多數公司專注於核電、新能源發電或電網項目。

下表載列2015年中國前五大綜合電力建設企業及彼等各自建設業務的收益。

公司

2015年建設

業務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1 公司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448.7
2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627.5
3 公司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57.0
4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73.3
5 公司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00.0

新能源項目的市場規模和競爭格局

新能源發電項目主要包括風電、光伏發電、光熱發電等項目。但是，受到風電和光伏
行業強力的優惠政策支持，中國新能源項目建設投資總額自2012年起快速增長，2015年總
投資規模達到人民幣1,453億元。

由於光伏發電和風電項目的建設難度較低，故中國新能源項目建設市場的參與者眾
多。收益規模較大的領先參與者包括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
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利騰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協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
集團、江蘇振發太陽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及上海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等。按新能源項目的
建設業務收益計算，本集團排第九位，市場份額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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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程和施工市場驅動因素

持續的中國經濟發展和電力需求增長。中國經濟已進入習近平主席界定的「新常態」，
特徵包括經濟由高速增長換檔至中高速增長、經濟架構升級和優化以及經濟增長由投資驅
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經濟增速放緩，但仍將保持快於世界大部分區
域的溫和增長。為滿足經濟增長帶來的電力需求增長，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發電量將不斷
增長，繼而帶動設計和施工市場增長。

電力供給的結構調整。隨著中國政府和民眾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重視，中國各地正積極
推進電源結構的調整，提高清潔能源在發電總量中的佔比，促進風電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項目的發展。

跨區域輸電工程的建設。為實現區域間電力供給和需求的平衡，中國政府大力支持特
高壓等跨區域輸電工程的建設。內蒙古作為重要的電力供應來源，將受益於跨地區輸電工
程建設帶來的電力需求增長。

落後發電機組的淘汰和升級。隨著中國對發電項目環保和效率要求的提高，以及發電
機組的年齡增長，未能達到排放和效率標準以及服役年齡過長的發電項目將經歷淘汰或改
建升級，為電力設計和施工市場創造新的需求。

技術水平提升。電力勘測設計技術的不斷創新改良，克服了許多電力工程建設施工的
技術難題，尤其是解決了複雜的地質條件下，發電項目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關
係等問題，有利於開拓複雜地理及地質環境下的能源建設的新需求。

「一帶一路」戰略機遇。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的規劃
及其配套政策將會對能源行業電力基礎設施建設、特高壓電網等領域帶來產業機遇。

電力工程和施工市場發展趨勢

設計技術創新。電力勘測設計行業是技術創新型行業。中國勘測設計技術不斷發展，
電力工程和電力裝備複雜程度的上升將對施工企業提出更高的技術實力要求。

業務升級轉型。隨著中國電力建設工程的成熟，許多電力勘察設計和施工企業正逐步
升級業務模式，向EPC總承包的模式轉變，提升整體的競爭實力。擁有設計優勢的電力建設
企業將以勘察設計為龍頭，向提供全產業鏈服務的方向發展。同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
未來電力勘測設計業務將由常規設計向高端和特色設計轉型，所服務的行業將由單一電力
行業向電力和非電力多行業轉型。

電力結構調整釋放市場需求。隨著我國能源戰略的實行和新能源發電建設的展開，中
國正積極提高風電、光電等清潔能源發電項目在我國電力建設中的比例。隨著電力結構的
調整，相關新能源發電項目的展開將會帶來電力設計和施工建設市場的需求。

電力工程和施工市場進入壁壘

資質壁壘。電力勘測設計和施工建設行業參與者需要具備由國家相關部門（例如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審批頒發的工程勘測資質、工程設計資質和工程諮詢資質。通常上述資質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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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過程耗時較長，審批條件及註冊資本、淨資產、項目經驗及合資格人員的要求嚴格，對
行業新進入者具有資質壁壘。

技術壁壘。電力建設要求很高的專業性，設計勘察能力對項目投產後的實用性和經濟性
有很大影響。專用的電力設備結構複雜，要求設計單位和施工承包商有較強的技術實力。
尤其是火電和特高壓輸變電工程，涉及的工作內容複雜且工程量浩大，技術要求較高。

經驗業績壁壘。電力項目保持盈利必須有很高的安全性。因此業主十分重視設計施工
企業的業績經驗以保障工程順利的完成和後續運營。尤其在內蒙古區內，由於內蒙古電網
的獨立性，輸變電設計企業需通過長期的業績積累才能熟悉本地的電網參數和地域及地質
環境。新進入者由於缺乏過往的業績經驗，較難在競爭中獲勝。

資金壁壘。建築資質對資本、淨資產要求較高，承包項目需要大量流動資金。另一方
面，大型電力建設項目的施工通常需要施工企業擁有特定的工程裝備才能夠完成，而購買
及維護這些工程裝備及機器的成本很高。

內蒙古電力行業概覽

電力供求

受益於豐富的煤炭、風能和太陽能資源，內蒙古是中國的電力生產大省之一。自2010
年以來，內蒙古電力總生產量持續增長，2016年達到3,948億千瓦時，實現了從2010年到2016
年年化複合增長率7.4%，相對於同期全國電力總生產量年化複合增長率大幅高出6.0%。

內蒙古是中國重要的電力輸出省之一，每年向國內其他省份以及蒙古輸出區內約35%
的電力生產量。2016年，內蒙古輸出電量為1,357億千瓦時，實現了從2010年到2016年年化複
合增長率4.1%。同時，內蒙古區內的電力消費量保持著較快的增速。2016年，內蒙古電力
消費總量達到2,605億千瓦時，實現了從2010年到2016年年化複合增長率9.2%，相對於同期
全國電力消費總量年化複合增長率大幅高出5.9%。

下圖顯示了內蒙古2010年至2016年的電力消費量、生產量和跨區外送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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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裝機容量

內蒙古是我國電力裝機容量最多的省份，2016年總電力裝機容量達到110.3吉瓦，佔中
國總裝機容量的6.7%。2016年，風力和太陽能的裝機容量達31.9吉瓦，2010年至2016年的年
化複合增長率為21.9%，佔內蒙古總裝機容量28.9%。未來五年，隨著跨區域電力外送通道
和外送電力裝機基地的竣工，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2017年至2021年內蒙古的電力裝機容量
將繼續保持7.1%的年化複合增長率，高於中國平均水平的6.0%。

下圖顯示了內蒙古2010年至2021年（估計）的總裝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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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

2010年至2016年期間，為建設跨內蒙古各主要城市的網架，內蒙古110千伏及以上輸電
線長度由2010年的46,800公里增長至2016年的74,414公里，年化複合增長率達8.0%，同時110
千伏及以上變電設備容量由2010年的75.3百萬千伏安增長到2016年的212.7百萬千伏安，年化
複合增長率達到18.9%。隨著區內電網結構的進一步完善及強化，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2017
年至2021年期間，110千伏及以上輸電線累計長度和變電設備容量將會持續增長，年化複合
增長率分別達到6.4%和11.0%。

光伏工程及建設市場

受到國家對於光伏行業的大力推動以及技術進步導致光伏組件價格持續下降，中國光
伏裝機容量快速增長。受益於豐富的太陽能資源和土地資源，內蒙古區內光伏新增裝機容
量快速增長，2015年達到1.7吉瓦。預計隨著有利政策的推動，內蒙古區內的太陽能資源將
進一步得到開發。因此，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2021年新增光伏裝機容量將增長到2.1吉瓦。

內蒙古光伏項目勘察設計市場的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下屬的內蒙古勘測設計院、中國能
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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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屬的國有電力設計院，以及民營的光伏行業公司，市場集中度較低。其中，以2015年的
裝機容量計，本集團是內蒙古最大的光伏發電項目勘察設計企業，佔有13.8%的市場份額。

下圖顯示了2015年內蒙古光伏電力勘察設計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投產
裝機容量(兆瓦)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0 13.8
2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8.6
3 公司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 7.5
4 公司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2.9
5 公司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1.7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2 65.5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2 10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內蒙古光伏發電項目施工市場較為分散，主要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
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等下屬的其他電力建設公司以及各類民營施工企業。
以2015年光伏項目的裝機容量計算，本集團是內蒙古最大的光伏項目施工企業，佔有23.5%
的市場份額。

下圖顯示了2015年內蒙古光伏施工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投產
裝機容量(兆瓦)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23.5
2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11.5
3 公司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5 8.9
4 公司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2.3
5 公司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1.7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7 52.1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2 10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風電工程及建設市場

受益於內蒙古區內豐富的風力資源，內蒙古風電項目建設維持著較高的規模，累計裝
機容量超過24吉瓦。受全球經濟放緩及中國風電投資下滑影響，內蒙古風電場建設在2012
年及2013年出現下降，但在政策的積極推動以及風電投資環境改善的影響下，內蒙古風電
建設在2014年及2015年恢復了增長。由於棄風率較高的現象，2016年中國削減了內蒙古風電
裝機容量的指標，預計2016年內蒙古風電新增裝機容量將有所下滑，但隨著跨區電力外送
通道的建設，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電力消納問題將得到緩解，內蒙古風電建設規模也將恢
復增長。

內蒙古風電項目勘察設計市場較為分散，主要參與者包括本集團的子公司內蒙古勘測
設計院和內蒙古規劃設計研究院，地方電力設計院以及擁有設計能力的風電建設企業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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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備供應商。其中，以2015年風電投產項目的裝機容量計算，本集團是內蒙古最大的風
電項目勘察設計企業，佔有37.9%的市場份額。

下表載列了2015年內蒙古風電勘察設計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投產
裝機容量(兆瓦)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6.5 37.9
2 公司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9.5 7.9
3 公司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6.4
4 公司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0 4.8
5 公司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3.2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7.2 39.8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54.2 10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內蒙古風電項目施工市場集中度較低，主要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內蒙古國電電力建設
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各地電力建築施工企業。以2015年風電投產項目的裝機容量計算，
本集團是內蒙古最大的風電施工企業，佔有18.9%的市場份額。

下表載列了2015年內蒙古風電施工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投產
裝機容量(兆瓦)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6.5 18.9
2 公司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1.0 17.5
3 公司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 6.3
4 公司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5 3.2
5 公司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3.2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6.2 50.9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54.2 10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輸變電工程及建設市場

2010年至2015年期間，內蒙古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勘察設計市場逐步增長，2015年達
到人民幣335.7百萬元，內蒙古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施工市場從2010年的人民幣1,357.6百萬
元增長至2015年的人民幣1,923.1百萬元，年化複合增長率為7.2%。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2016
年至2021年期間，內蒙古區內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建設市場仍將保持平穩增長，勘察設計
市場持續增長，年化複合增長率分別為5.1%和4.8%。

同時，內蒙古區內110千伏以下的配電網建設仍然較為薄弱。為配合國家能源局提出的
《配電網建設改造行動計劃（2015–2020年）》，達到國家設定的供電可靠率、電壓合格率等配
電建設指標，2016年至2020年期間，內蒙古區內電網公司將加大110千伏以下的配電網建設
的投資規模。弗若斯特沙利文預計2016年至2020年，僅蒙西電網的配電網總投資就將超過
人民幣4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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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了2010年至2021年內蒙古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勘察設計及建設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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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勘察設計市場中，主要參與者包括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
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本集團、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及中國南方
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在內蒙古區內，本集團的子公司內蒙古勘測設計院承擔了絕大多數輸
變電工程的勘察設計工作，以2015年的合約完成額計，市場份額達到61.4%。

下表顯示了2015年內蒙古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勘察設計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
額：

公司
2015年合約完成額
（人民幣百萬元）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6.2 61.4

2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9 21.7

3 公司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8 6.5

4 公司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 3.9

5 公司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2.6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 3.9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5.7 10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內蒙古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施工市場的集中度很高。主要的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國家
電網公司、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地區性的電力建設公司。以2015年的合約完成
額計，本集團下屬的電力建設企業承擔了62.6%的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工程施工。



– 83 –

行 業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下表顯示了2015年內蒙古220千伏及以上輸變電施工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合約完成額
（人民幣百萬元）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4.3 62.6

2 公司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7.1 9.2

3 公司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8 4.3

4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1 3.5

5 公司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6 1.5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2.2 18.9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3.1 10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火電工程及建設市場

內蒙古火電建設速度略有下降，2015年新增裝機容量為4.9吉瓦。然而，隨著目前在建
的特高壓外送項目在2016年及2017年投產以及擴充火電建設獲批，2016年至2021年期間，內
蒙古區內的火電建設規模將持續增長，火電新增裝機容量將從2016年的5.7吉瓦增長到2021

年的7.1吉瓦，年化複合增長率為4.5%。

中國火電勘察設計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包括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
集團有限公司、本集團下屬的電力設計院，市場競爭格局較為穩定。內蒙古區內的火電勘
察設計市場的參與者主要為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和本集團，以2015年火電投產項目
的裝機容量計算，本集團的市場佔比為34.9%。

下表顯示了2015年內蒙古火電項目勘測設計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投產

裝機容量（吉瓦） 市場份額（%）
   

1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65.1

2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34.9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火電施工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包括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
有限公司及本集團下屬的電力施工子公司。在內蒙古區內的火電施工市場，主要的市場參
與者為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和本集團。以2015年火電
項目的裝機容量計算，本集團的市場佔比為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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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了2015年內蒙古火電項目施工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及市場份額：

公司
2015年

裝機容量（吉瓦） 市場份額（%）
   

1 公司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46.8

2 公司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34.3

3 本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 14.2

4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 4.7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0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電力建設的過往成本分析

勞工成本和水泥及鋼鐵等原材料成本是建設承包商的主要成本。下圖顯示內蒙古建築
業2010年至2016年的僱員平均年薪以及同期中國的水泥和鋼鐵價格指數。

103.5
111.0

100.0
120
2010年=100

45
50
每年人民幣千元

90.694.496.293.4
103.5

109.2
100.0

63.5
87.0

94.9

60

80

100

56.577.7

41.840.439.7
37.0

31.4

29.525
30
35
40

20

40
25.0

5
10
15
20

0
2015年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 2016年2010年

鋼鐵價格指數水泥價格指數

0
2015年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 2016年2010年

平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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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電力市場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電力消費量差距較大。2015年，全球人均電力消費量為2,839.5

千瓦時。美國人均電力消費量為12,271.5千瓦時，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3倍。2015年，中國人
均電力消費量為4,038.0千瓦時，略高於全球平均水平，但仍遠低於許多發達國家水平。塔
吉克斯坦、蒙古和巴基斯坦2015年人均電力消費量分別為1,851.0千瓦時、1,749.5千瓦時以及
471.4千瓦時。2015年，中亞及東南亞人均電力消費量分別為2,455.8千瓦時及1,242.8千瓦時，
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東南亞人均電力消費量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上述數據
表明該等地區電力市場發展潛力巨大。

相較北美及歐洲的發達國家而言，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的電力基礎設
施較弱。過去五年間，由於中國及東南亞與拉丁美洲國家對電力建設進行巨額投資，該等
地區的裝機容量快速增長。預計2016年至2021年，中國及東南亞、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將繼
續建設電力基礎設施，其裝機容量增長率將會超過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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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國家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部分，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因此將能源建設作為
戰略重心，以尋求能源出口契機。電廠及跨境輸電網絡的發展潛力巨大。中亞電力建設市
場方面，中國的電力建設承包商面臨來自日本、歐洲及俄羅斯的其他國際承包商的競爭。
隨著中國不斷增加於中亞的電力項目投資及加強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該地區中國承包
商的競爭力將會提高。

2010年至2016年，東南亞裝機容量的年化複合增長率為7.9%。由於印尼、緬甸及菲律賓
等多個東南亞國家的電力基礎設施落後，當地仍有約20%的人口無法獲得穩定的電力供應，
因而電力需求增長潛力較大。預期2017年至2021年期間，東南亞電力裝機容量的年化複合
增長率將達8.9%。東南亞國家的電力建設十分依賴國際承包商，中國承包商亦面臨來自日
本及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的其他國際承包商的競爭。由於中國深化與東盟各國的經濟及商
業合作，中國電力承包商憑藉先進的設計知識及於該地區（尤其是印尼、老撾及越南）豐富
的施工經驗佔據領先地位。

下圖顯示了2010年至2021年（估計）的全球裝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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