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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态势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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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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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招投标规模来看，过去几年多能互补行业

的招投标规模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2022年多能互补中标规模突破300亿元。预计到2028年我

多能互补行业的中标规模有望突破千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约为25%。     报告目录

：  第1章：多能互补行业综述及数据来源说明  1.1 多能互补行业界定  1.1.1 多能互补的概念/定

义  1.1.2 多能互补的基本特征  1.1.3《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多能互补行业归属  1.2 多能

互补行业分类  1.3 多能互补专业术语说明  1.4 多能互补行业监管规范体系  1.4.1 多能互补行业

监管体系介绍（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自律组织）  1、中国多能互补行业主管部门  2、中国多能

互补行业自律组织  1.4.2 多能互补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现状（国家/地方/行业/团体/企业标准） 

1、中国多能互补标准体系建设  2、中国多能互补现行标准汇总  （1）中国多能互补现行标准

汇总  （2）中国多能互补行业现行标准属性分析  3、中国多能互补重点标准解读  1.5 本报告研

究范围界定说明  1.6 本报告数据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  1.6.1 本报告权威数据来源  1.6.2 本报告

研究方法及统计标准说明     第2章：全球多能互补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前景趋势洞察  2.1 全球

能源行业发展及多能互补发展必要性  2.1.1 全球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1、一次能源消费量  2、全

球能源消费结构  3、全球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  2.1.2 全球多能互补发展的必要性  1、全球能源

安全  2、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  3、传统电网已不能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  （1）

大比例间歇性电源接入  （2）减少输电耗损  （3）功能更加多样化  （4）电网运营更加稳定 

2.2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发展历程  2.3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发展环境  2.3.1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经济

环境概况  1、全球经济发展现状  2、全球经济发展展望  2.3.2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政法环境概况 

2.3.3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技术环境概况  1、分布式能源的前沿技术  2、多能混合建模的前沿技



术  3、综合能量管理系统的前沿技术  4、协调优化控制系统的前沿技术  5、储能技术的前沿技

术  2.4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布局建设现状  2.5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区域发展格局及代表性区域市场

研究  2.5.1 美国多能互补行业市场分析  1、美国能源政策环境  2、美国多能互补发展项目  （1

）通用电气公司储能配套风电太阳能多能互补项目  （2）科华&ldquo;+储能&rdquo;助力美国

公用事业级储能  3、美国清洁能源发展计划  4、美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趋势  2.5.2 欧洲多能互

补行业市场分析  1、欧洲能源政策环境  2、欧洲多能互补发展项目  3、欧洲多能互补行业发展

趋势  2.6 全球多能互补行业发展趋势     第3章：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布局现状及发展痛点分析 

3.1 中国多能互补提出的时代背景简析  3.1.1 中国能源供需现状  1、中国能源供给情况  （1）中

国能源生产情况  （2）中国能源供给结构  2、中国能源需求情况  （1）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2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  3.1.2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  1、 中国能源安全环境分析  （1）中国化石燃料

对外依存度  （2）中国能源自给率变化情况  2、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  3、中国保障能源安

全的发展举措  3.1.3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  1、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现状  （1）能耗强度持续下降 

（2）电气化水平加速提升  （3）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推进  2、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挑战和机

遇  3、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要求  4、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举措  3.1.4 能源体系转型目标下多能

互补是必然趋势  3.2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发展历程介绍  3.3 中国多能互补产业链结构及产业生态

梳理  3.3.1 多能互补产业链结构梳理  3.3.2 多能互补产业链生态图谱  3.3.3 多能互补商业模式分

析  1、多能互补投资模式分析  2、多能互补运营模式分析  3、多能互补商业模式运用  3.4 中国

多能互补布局建设现状  3.4.1 中国多能互补工程发展建设现状  1、中国首批多能互补集成优化

示范工程入选项目  2、中国首批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类型结构  3、中国首批多能互补

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地区分布  4、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拟建项目情况  3.4.2 中国多能互补招投标情

况  1、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招投标信息汇总  2、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招投标信息解读  （1）中国多

能互补行业招投标数量及金额  （2）中国多能互补行业中标金额分布情况  （3）中国多能互

补行业中标类型分布  （2）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招标主体分布  3.5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融资、

兼并与重组分析  3.5.1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投融资发展状况  3.5.2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兼并与重组

状况  3.6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市场规模体量  3.7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市场发展痛点     第4章：中国

多能互补行业细分市场发展现状  4.1 中国多能互补行业细分市场发展现状  4.2 中国多能互补细

分市场分析：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  4.2.1 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概述  4.2.2 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

市场发展现状  1、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中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  （1）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  （2

）分布式能源设备发展现状  2、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系统建设方案与模式  （1）规划方案  （2

）系统模式  3、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主要供应商  4、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项目建设情况  5、终

端一体化集成功能案例分析  （1）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项目  （2）张家口

沽源&ldquo;奥运风光城&rdquo;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4.2.3 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发展趋



势前景  4.3 中国多能互补细分市场分析：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  4.3.1 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概述 

4.3.2 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市场发展现状  1、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政策环境  2、风光水火储多

能互补系统方案主要供应商  3、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系统建设方案与模式  （1）规划方案  （2

）系统模式  4、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系统建设项目与案例  （1）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多能互补

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2）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3）青海龙羊峡水光

互补项目  4.3.3 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发展趋势前景     第5章：中国多能互补行业区域布局状况

及重点区域市场解读  5.1 中国区域多能互补区域发展格局  5.2 中国重点省市多能互补发展现状

与规划分析  5.2.1 河北省多能互补发展现状与规划分析  1、河北省能源格局发展现状  （1）能

源总量情况  （2）能源结构情况  2、河北省多能互补发展相关政策  3、河北省多能互补项目建

设分析  4、河北省多能互补发展规划分析  5.2.2 四川省多能互补发展现状与规划分析  1、四川

省能源格局发展现状  （1）能源总量情况  （2）能源结构情况  2、四川省多能互补发展相关政

策  3、四川省多能互补项目建设分析  （1）四川省多能互补项目  （2）四川省多能互补项目建

设难点  4、四川省多能互补发展规划分析  5.2.3 青海省多能互补发展现状与规划分析  1、青海

省能源格局发展现状  （1）能源总量情况  （2）能源结构情况  2、青海省多能互补发展相关政

策  3、青海省多能互补项目建设分析  4、青海省多能互补发展规划分析  5.2.4 内蒙古多能互补

发展现状与规划分析  1、内蒙古能源格局发展现状  （1）能源总量情况  （2）能源结构情况  2

、内蒙古多能互补发展相关政策  3、内蒙古多能互补项目建设分析  4、内蒙古多能互补发展

规划分析     第6章：中国多能互补行业代表性企业布局案例研究  6.1 中国多能互补代表性企业

布局梳理及对比  6.2 中国多能互补代表性企业布局案例分析（可定制）  6.2.1 许继电气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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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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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多能互补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投融资

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5、企业多能互补业务

布局优劣势分析  6.2.2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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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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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多能互补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

成果追踪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其他

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5、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6.2.3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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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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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多能互补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

动态追踪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5、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优劣势

分析  6.2.4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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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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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多能互补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3）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

态追踪  5、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6.2.5 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1、企业

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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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多能互补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多能互补业务最新布局动向追踪  （1）企业多能

互补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2）企业多能互补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5、企

业多能互补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6.2.6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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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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