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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海洋能指海洋中所蕴藏的可再生自然能源，主要为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潮流能）、

海水温差能和海水盐差能。更广义的海洋能源还包括海洋上空的风能、海洋表面的太阳能以

及海洋生物质能等。海洋能具有蕴藏量大、可再生性、不稳定性及造价高污染小等特点。 

    世界海洋能的蕴藏量约为750多亿千瓦，如此巨大的能源资源是当前世界能源总消耗量的数

千倍，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利用海洋能发电已经成为国际新能源市场的一大热点。在中国大

陆沿岸和海岛附近蕴藏着较为丰富的海洋能资源，总蕴藏量约为8亿多千瓦，目前尚未得到充

分开发。 

    近年来，中国海洋能开发步伐进一步加快。山东长岛海上风电场、江苏如东海上示范风电

场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顺利建成，浙江三门2万千瓦潮汐电站工程、

福建八尺门潮汐能发电项目正式启动，海洋微藻生物能源项目落户深圳龙岗&hellip;&hellip;。

温岭江厦潮汐试验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总装机容量3900千瓦，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海洋能开发及相关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开发成本不

断降低，海洋能产业进入战略机遇期。中国海洋能资源蕴藏量丰富，清洁无污染，再生能力

强，海洋能发电产业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扶持，投资前景良好。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计划在山东、海南、广东各建1座1000千瓦级岸式波浪能电站；

在浙江舟山建设10千瓦级、100千瓦级和1000千瓦级的潮流电站；在西沙群岛和南海各建1座温

差能电站。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海洋能行业分析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旨在

为投资者或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关于海洋能市场的投资及其市场前景的深度分析，为投资者

和企业管理人传递正确的投资经营理念和选择，提供一个中立、全面的投资指南手册，为海

洋能市场投资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标准。从而可以科学的帮助企业取得较高的收益。报告在

全面系统分析海洋能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专业的投资评估方法，站在第三方角度客观公正地

对海洋能市场的投资进行评价。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报告详述了海洋能市场的行业概况、市场发展现状及海洋能市场发展预测（未来五年市

场供需及市场发展趋势），并且在研究海洋能市场竞争、原材料、客户分析的基础上，对海

洋能市场行业投资前景及投资价值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我们对海洋能市场投资的建议。 

    本报告以定量研究为主，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蕴含的内在规律和

潜在信息，采用统计图表等多种形式将研究结果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多方位、多角度保

证了报告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企业的发展和对海洋能市场的投资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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