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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发布，提出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业内企业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太阳能、风能、核能、生

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经济效益显著。与此同

时，新能源产业在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拉动就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ldquo;十

二五&rdquo;期间，中央政府继续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在项目审批、财政补贴、招商

引资等方面予以扶持。

    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新能源产业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有望带动原材料、设备制造

、商业应用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资源、技术、企业、配套设施等方面具备优势的地区

应抢抓机遇，积极培育市场，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区内新型能源，使

新能源产业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又一重要力量。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新能源行业分析与发展战略咨询报告》，依

托庞大的调研体系，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产业链、细分市

场、优势企业、产业园区、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帮助客户全面

把握新能源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工信部、财政部、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

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

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此报告是您跟踪新能源汽车产业最新发展动态、编写产业

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招商策略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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