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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使得人们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以石油，

煤为代表的化石燃料仍然是能源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化石燃料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大量的CO2，SO2，NOx气体以及其他污染物，导致了温室效应的产生和酸雨的形成。另

一方面，由于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性和有限的储量，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带来了严重的能源

危机。据估计，按照目前的消耗量，石油仅仅能维持不到50年，而煤也只能维持200年。而作

为能源需求大国的中国，目前已经有超过50%的石油需要进口，而到201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

增长到55%!因此发展清洁的，可再生的新能源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从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情况来看，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

是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减少。从现在起到2030年，针对可持续能源领域的投资有望

在2012年达到每年4500亿美元的水平；从2020年开始，投资有可能增加到每年6000亿美元。同

样在我国，随着我国能源需求日益增加，使我国的能源需求形势越来越紧张，如何解决能源

危机成了国家亟需解决的重点。根据我国中长期能源规划研究，2020年之前，我国将投入2万

亿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与研究。到2050年前后，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定位是主导能源

之一，可以满足8.8亿到17.1亿吨标煤的能源需求，占全国能源需求的17%到34%；含水能则可

以提供13.2亿到21.5亿吨标煤，占全国能源需求的26%到43%。

       自上世纪80年代，风电、太阳能、现代生物质能等技术应用和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发

展，小水电、太阳能热水器、小风电等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另

外，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太阳能较丰富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年辐射量

超过60万焦耳/平方厘米，每年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1.7万亿吨标准煤的能量；我国风

能资源总量约为7~12亿千瓦，陆地技术可开发风能资源储量大于海上，年发电量可达1.4~2.4

万亿千瓦时；当前可利用生物质资源约2.9亿吨，主要是农业有机废弃物；可开发的水能资源

总量非常丰富，约为6亿千瓦左右，全国水能技术可开发量，至少也在5亿千瓦以上，年可提

供电量2.5万亿千瓦时。因此，我国具有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力，可以

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能源保障，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深度调查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环境保护部、国际能源署、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风能协会、国内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

信息以及专业研究单位等公布、提供的大量的内容翔实、统计精确的资料和数据，立足于世

界可再生能源市场，从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情况，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细

分行业以及可再生能源行业未来发展战略等多方面深度剖析。



       本可再生能源行业报告，全面展示可再生能源行业现状，揭示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潜在需求

与潜在机会，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

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发展概述

第一节 能源概述 

一、能源概述 

二、能源的分类 

三、节能和能量转化 

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五、能源危机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概述 

一、可再生能源的定义 

二、可再生能源的分类 

三、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讨 

第三节 可再生能源应用分析 

一、可再生能源在家禽肉类加工工业中的应用 

二、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规模化的应用 

三、可再生能源在解决电力网储能问题中的应用 

第二章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分析 

一、200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总结 

二、世界能源消费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全球四成新增发电装机容量来自可再生能源 

四、世界各国相继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五、国外称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大国 

六、2009年三电、两能可再生能源比较 

七、金融危机震荡世界能源产业格局 

八、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力分析 

九、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速分析 

第二节 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探讨 

一、欧盟 

二、美国 



三、韩国 

四、德国 

五、英国 

六、丹麦 

七、法国 

八、日本 

九、以色列 

十、其他国家 

第三章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分析 

一、助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良性发展 

二、建设部关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管理的通知 

三、《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 

四、2008年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 

五、2008年《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六、2008年中国政府已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效果作为考核指标 

七、200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获20亿补贴 

第二节 2009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分析 

一、2009年国家能源局编制的新能源规划框架初定 

二、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决定 

三、应加快制定可再生能源分类上网电价

四、尽快出台可再生能源税收优惠细则 

五、中国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技基地 

六、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实施方案 

第三节 20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分析 

一、2010年可再生能源法配套细则将出台 

二、2010年下半年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方案公布 

三、&ldquo;十二五&rdquo;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或将于年底前完成 

四、新能源配额制将写入&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第四节 我国再生能源发展状况探讨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历程 



三、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四、我国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关于发展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几点建议 

六、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具体目标 

第五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利用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二、新型可再生能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三、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情况 

四、中国谋求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主动权 

五、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获补贴 

第六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分析 

一、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活跃 

二、风电国企的圈地运动 

三、光伏发电等待遥遥无期 

四、可再生能源如何在中国提速 

第四章 我国可再生能源区域发展分析 

第一节 华东地区 

一、山东省可再生能源推广的瓶颈 

二、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三、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四、江苏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情况 

五、福建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情况 

第二节 华南地区 

一、广西可再生能源动态 

二、广东省应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三、海南省生物质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第三节 华中地区 

一、湖北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二、河南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新情况 

三、江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第四节 华北地区 

一、北京市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 



二、2010年河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全部安排上网 

三、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第五节 西北地区 

一、西北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制定情况 

二、西北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热潮探讨 

三、可再生能源将促西北地区发展 

四、陕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五、甘肃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六、新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对策分析 

第六节 西南地区 

一、云南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二、西藏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三、四川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第七节 东北地区 

一、辽宁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二、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三、黑龙江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 

第五章 太阳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太阳能市场发展分析 

一、国外太阳能光电技术发展里程碑 

二、太阳能光电转换电池分类及产业链 

三、全球光伏发电产业扩张情况 

四、2009年全球太阳能光电市场发展情况 

五、2013年全球太阳能装机市场规模预测 

六、未来5年世界太阳能产品市场增长预测 

七、到2050年全球太阳能发展利用预测 

第二节 我国太阳能市场发展分析 

一、我国太阳能产业发展及策略分析 

二、我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政策分析 

三、全球太阳能热利用激励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四、我国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瓶颈 

五、我国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六、太阳能光电和光热技术发展现状和前景 

七、我国太阳能发电市场前景分析

八、我国太阳能行业发展趋势 

九、太阳能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十、2009年中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运行

十一、太阳能热利用市场潜力待挖 

第三节 太阳能光伏产业市场发展分析 

一、全球新兴太阳能光伏市场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 

二、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格局探讨 

三、2009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量 

四、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趋势 

五、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市场发展分析

六、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预测 

七、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 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现状与市场前景分析 

一、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现状 

二、2009年政府鼓励新建住宅推广太阳能可再生能源 

三、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问题隐患 

四、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对策和出路 

五、中国光伏发电产业与企业责任分析 

六、光伏产业机遇与问题探究 

七、我国太阳能光伏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五节 我国光伏太阳能产业发展分析 

一、2009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二、2009年成为中国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元年 

三、2010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蓬勃扩张 

第六章 风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风力的应用分析 

一、风力在提水中的应用 

二、风力在发电中的应用 

三、风力在航行中的应用 

四、风力在加热中的应用 



第二节 世界风能市场发展分析

一、世界风电发展概况 

二、世界风电装机容量发展情况 

（一）2008-2009年世界风电装机容量发展情况 

（二）2008-2009年美国风电装机容量分析及未来展望 

（三）2008-2009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分析及未来展望 

（四）2008-2009年欧洲风电装机容量分析及未来展望 

（五）2008-2009年其余各国各年风电总装机容量 

三、全球风力发电市场现状及前景展望 

四、未来全球风电产业发展趋势 

第三节 我国风能市场发展分析 

一、我国的风能资源情况 

二、我国风电的发展历程 2

三、全国风电装机总体情况 

四、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 

五、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六、可再生能源风电并网之后将出台国家标准 

七、我国风电市场发展瓶颈分析 

八、我国风能发展趋势 

第四节 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前景和趋势探讨 

一、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前景广阔 

二、风电技术的发展趋势 

三、我国风电设备发展前景和趋势探讨 

第七章 水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国外部分国家水电发展分析

一、乌干达 

二、巴基斯坦 

三、奥地利 

四、格鲁吉亚 

五、伊朗 

第二节 我国水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2008-2010年我国水电产量情况 



二、水能开发历程 3

三、我国水电厂自动化的发展回顾 

四、我国水电市场潜力分析 

五、2010-2020年中国水电发展预测 

第三节 小水电产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小水电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小水电投资模式的探讨 

三、小水电设备产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八章 生物质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生物质能发展分析 

一、国外生物质能研发情况 

二、全球生物燃料开发情况 

三、未来生物燃料市场预测 

四、2008世界生物质能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五、2008年世界部分国家生物质能发展动态 

六、全球生物能源发展背后的利益格局 

七、生物质能利用成为全球能源发展趋势 

第二节 我国生物质能发展分析 

一、我国生物质能资源情况 

二、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现状 

三、我国生物质能&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 

四、我国开发利用生物质能的意义 

五、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前景 

六、广西发展木薯生物质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研究 

七、2010年我国生物质能发展预测 

八、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方向与对策 

九、生物质能成我国十二五期间发展农村能源重点 

十、生物质能产业开发瓶颈分析 

第三节 生物质化工产业现状、发展态势与我国生物质资源分析 

一、生物能源发展分析 

二、生物材料分析 

三、生物质化工原料资源分析 



四、国内农作物生产条件分析 

五、我国生物质化工原料的选择 

第九章 海洋能和地热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海洋能 

一、全球海洋能资源简述 

二、我国海洋能总蕴藏量情况 

三、我国海洋能发展历程 

四、2008年我国海洋能研究与开发利用分析 

五、我国2020年海洋新能源开发迎来新契机 

六、我国海洋能的资源分布 

第二节 地热能 

一、全球地热能开发利用概述 4

二、全球地热能利用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2008年国外部分国家地热能开发利用新动态 

四、我国地热能发展现状

五、我国大陆地热能资源分布情况及利用情况 

六、2010年我国地热能发展预测 

七、中国地热可开采资源量 

第十章 核能和氢能发展分析 

第一节 核能 

一、全球核能利用的机遇和挑战 

二、全球核能发电进展情况 

三、2030年全球核能发电预测 

四、中国核能行业发展状况 

五、2008-2010年我国核电产量情况 

六、我国核能与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 

七、我国核能发展前景分析 

八、核电发展要把握好成熟性和先进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氢能 

一、氢能源简介 

二、全球氢能发展利用现状和前景 

三、我国氢能源发展概况 



四、我国氢能&ldquo;进入家庭&rdquo;的意义 

五、制氢设备（氢能一体机）技术探讨 

六、PEMFC氢能发电系统现状与展望 

七、中国氢能的发展预测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全球及中国能源发展形势探讨 

第一节 世界能源消费趋势和预测 

一、未来世界能源消费发展趋势 

二、世界能源消费预测 

三、2030年全球能源消费预测

第二节 中国能源市场发展探讨 

一、中国的能源分布和应用概况 

二、中国能源生产情况 

三、中国能源消费情况 

四、金融危机使中国能源需求减少 

第三节 2008-2010年我国能源产量数据 

一、2008-2010年我国石油能源产量数据 

二、2008-2010年我国煤炭能源产量数据 

三、2008-2010年我国电能产量数据 

四、2008-2010年我国火电产量数据 

五、2008-201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数据 

第四节 我国能源进口分析 

一、我国能源进口数据情况分析 

二、2010年我国成品油进口情况 

三、中国能源进口依存度分析 4

四、我国从俄罗斯年进口石油能源情况 

第五节 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因素分析 

一、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原因分析 

二、发展可再生能源解决我国能源增长困境 

第六节 中国后续能源战略发展分析 

一、发展后续能源的战略意义 

二、我国能源又面临着三大突出问题。 

三、后续能源发展战略地位正在逐步得到确立 



四、当前我国发展后续能源应采取的重要措施 

第十二章 2010-2015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和战略分析 

第一节 世界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 

二、世界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力趋势 

三、可再生能源工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形势分析 

一、风力发电规模化发展风头正劲 

二、生物质发电实现盈利或将引发又一波投资潮 

三、太阳能光伏产业 &ldquo;十二五&rdquo;实际增速将远超过规划目标 

四、太阳能热水器企业毛利下滑寻求新利润增长点 

五、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趋势 

二、2010-205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趋势 

三、我国可再生能源装备发展趋势 

四、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趋势 

第四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和潜力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分析 

二、各类新能源前景分析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有利因素 

四、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第五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遇分析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挑战分析 

第六节 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和意义探讨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规划实施保障战略 

三、推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四、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战略 

五、可再生能源战略发展的建议 

第十三章 2012-2016年可再生能源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和投资前景分析 

一、风力 

二、太阳能 

三、生物能源 

四、地热 

五、生物燃料 

第二节 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分析 

一、200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情况 

二、世界可再生能源和高效技术投资走势分析 

三、亚洲国家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重要性 

四、全球太阳能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五、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情况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情况 

二、2011-201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分析 

三、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吸引力情况 

四、警惕新能源产业&ldquo;高开低走&rdquo; 

第四节 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估算及其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 

二、环境和社会影响 

三、效益分析 

附录 

附录一 实施风力发电、生物质直燃发电、光伏发电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可行性探讨 

一、实施发电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手段 

二、风力发电、生物质直燃发电、光伏发电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情况 

三、可再生能源发电综合溢出成本全网分摊的可能性 

四、效益分析 

附录二 国内外农村可再生能源质检机构发展状况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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