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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一次能源可以进一步分为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两大类型。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

风能、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地热能等。它们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不需要人力参与便会自动再生，是相对于会穷尽的非再生能

源的一种能源。      2018年11月1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征求《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征求意见稿中称，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协同承担配额义

务。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第一类为各类直接向电力用户供电的电网企业、独立售电公司

、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简称配售电公司）；第二类为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的电

力用户和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第一类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配额，第二类承担与其用

电量相对应的配额。各配额义务主体的售电量和用电量中，公益性电量（含专用计量的供暖

电量）免于配额考核。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是继2018年年3月、9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三

次对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征求意见。

各省（区、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指标                                    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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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11.0%                                    12.1%                                    15.0%            

                       16.5%                                                    山西                                    15.0%                                    16.3%    

                               16.5%                                    18.0%                                                    内蒙古                                   

18.5%                                    20.3%                                    18.5%                                    20.3%                                         

          辽宁                                    12.0%                                    13.0%                                    12.5%                                 

  13.6%                                                    吉林                                    20.0%                                    21.5%                         

          22.0%                                    23.7%                                                    黑龙江                                    19.5%            

                       21.0%                                    26.0%                                    28.1%                                                    上海    

                               31.5%                                    32.0%                                    33.0%                                    33.5%          

                                         江苏                                    14.5%                                    15.1%                                    15.0%  

                                 15.8%                                                    浙江                                    18.0%                                   

18.5%                                    19.0%                                    19.8%                                                    安徽                           

        13.0%                                    14.0%                                    14.5%                                    15.7%                                 

                  福建                                    17.0%                                    17.5%                                    22.0%                         

          22.6%                                                    江西                                    23.0%                                    23.5%                 



                  29.0%                                    30.0%                                                    山东                                    9.5%           

                        10.4%                                    10.5%                                    11.6%                                                    河南   

                                13.5%                                    14.5%                                    16.0%                                    17.1%         

                                          湖北                                    39.0%                                    39.9%                                    40.0% 

                                  41.0%                                                    湖南                                    51.5%                                   

52.4%                                    51.5%                                    52.4%                                                    广东                           

        31.0%                                    31.4%                                    29.5%                                    30.0%                                 

                  广西                                    51.5%                                    51.4%                                    50.0%                         

          50.5%                                                    海南                                    11.0%                                    11.5%                 

                  11.5%                                    12.0%                                                    重庆                                    47.5%         

                          47.5%                                    45.0%                                    45.3%                                                    四川 

                                  80.0%                                    80.4%                                    80.0%                                    80.4%       

                                            贵州                                    33.5%                                    34.0%                                   

31.5%                                    32.0%                                                    云南                                    80.0%                           

        81.0%                                    80.0%                                    81.2%                                                    西藏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陕西                                    17.5%                                    18.4%                                    21.5%      

                             22.7%                                                    甘肃                                    44.0%                                   

45.6%                                    47.0%                                    48.9%                                                    青海                           

        70.0%                                    71.9%                                    70.0%                                    72.5%                                 

                  宁夏                                    20.0%                                    22.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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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27.3%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

可再生能源市场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市场发

展环境、可再生能源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

后介绍了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可再生能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可再生能源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

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

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

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

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概述第一节 能源概述一、能源的定义二、能源



的特性三、能源的分类四、能源的转换第二节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概述一、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的定义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种类四、新旧能源更

替规律 第二章 2015-2019年世界可再生能源利用现状第一节 2015-2019年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一、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综述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三、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四、

日本核泄漏事故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五、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结构特征六、欧洲可再生能

源发展概况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发展采取的政策措施一、节能环保能源政策简述二、可再生能

源的鼓励优惠措施三、清洁能源上网与市场优惠政策四、清洁能源其它种类鼓励措施五、国

际可再生能源补贴新政分析六、欧盟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基本政策第三节 2015-2019年德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分析一、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法规及管理体系二、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

展回顾三、2015-2015年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四、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形势展望一、美国大

力扶助可再生能源发展二、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三、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四、美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五、美国可再生能源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六、美国可再生能源未来发展展

望七、美国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解析第五节2015-2019年日本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一、

日本出台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二、日本出台新政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发电三、日本能源政策

调整动态四、日本可再生能源发电取得快速发展五、日本各种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及展望六

、日本可再生能源发展新目标第六节 其他国家或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一、印度可再生能

源发展状况二、南非新能源产业政策动向三、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四、英国可再生能

源新政状况五、智利非常规可再生能源发展简况六、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及展望 第三章

2015-2019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背景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能源发展现状一、中国能源经济

状况详析二、中国能源消耗大幅增长三、中国能源价格改革动态分析四、中国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面临的挑战五、中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背景与意义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时代背景二、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三、可再生能源发展与

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四、开拓新能源资源的战略意义第三节 2015-2019年可再生能源行业相

关政策动态一、国家发布新政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三、《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出台四、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配额交易

方案出台五、国家出台方案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六、中国启动可再生能源信息化

的发展七、政府力推分布式能源发展八、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出台九、改善电力运行调节

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第四节 地方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一、北京市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促进

政策二、上海市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促进政策三、浙江省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促进政策四、

湖南省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促进政策五、陕西省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促进政策 第四章

2015-2019年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第一节 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概述一

、我国新能源的储量与分布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潜力大三、可再生能源必须持之以恒发



展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监管情况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一、中

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二、我国四位一体风光储输可再生能源工程投产三、中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结构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浅析五、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第三节 农业可再生能源一、农业可再生能源简述二、政府重视农业

可再生能源发展三、沼气开发是农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点四、中国农业可再生能源利用存

在的问题五、加快农村新能源开发利用需多策并举第四节 中国主要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一、湖北十堰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二、浙江宁波可再省能源项目动态三、陕西可再生资源发

展动态四、甘肃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五、江苏扬州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现状第五节 中国可再

生能源产业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

临的挑战三、可再生能源发电对电网运行的影响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第六节 中国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策略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体战略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

略重点三、解决可再生能源电力转化问题的建议四、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对策 第五章

2015-2019年太阳能开发投资分析第一节 太阳能利用概述一、太阳辐射与太阳能二、太阳能资

源的优缺点三、太阳能利用几种基本方式四、太阳能利用的制约因素第二节 2015-2019年世界

太阳能利用现状一、太阳能利用历史回顾二、太阳能技术发展概况三、太阳能市场大打贸易

战四、世界光伏发电规模状况五、国际光伏发电行业简析六、太阳能发电形势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的太阳能资源及其利用一、中国的太阳能资源储量与分布二、中国光伏产业

发展回归理性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分析四、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五、太阳能产业相关

扶持政策第四节 2015-2019年太阳能技术与建筑结合一、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的三个阶段二、

中国大力推进太阳能建筑发展三、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补助标准下调四、太阳能光电建筑

应用再次迎来政策利好五、我国&ldquo;金太阳&rdquo;光伏示范工程实施情况六、我国进一步

规范太阳能建筑行业第五节 太阳能电池一、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迅猛二、我国太阳能电

池行业规模分析三、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业链发展特点四、中国太阳能电池发展状况五、

中国太阳能电池研发进展六、我国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亟待提高第六节 太阳能热水器一、中

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供需分析二、推进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发展的主要因素三、我国积极推广

高效太阳能热水器四、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发展规模五、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出口贸易状况 

第六章 2015-2019年风力发电投资分析第一节 风能简介一、风能的定义二、风能的密度三、风

能的特点四、风能的主要利用方式第二节 风力发电概述一、风力发电生命周期二、风力发电

机组的原理及运行三、风力发电的经济效益第三节 世界风电产业总体发展分析一、风力发电

技术发展概况二、世界风电产业发展概况三、风电产业运行分析四、海上风电产业发展格局

分析五、风电产业增长态势预测第四节 中国的风能开发利用一、中国风能资源的形成及其分

布二、中国风能资源储量与有效地区三、中国风能利用的重点技术第五节 2015-2019年中国风



电产业的发展综述一、中国风电产业发展迅速二、中国风电业发展状况三、中国风电行业发

展分析四、我国风电行业发展动态五、中国风力发电行业的竞争动向六、中国风力发电产业

主要政策盘点第六节 中国风电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一、中国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促进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三、风电产业发展应遵循研发引进结合的路线四、技

术是推动风力发电发展的动力 第七章 2015-2019年生物质能投资分析第一节 概述一、概念与

优缺点二、生物质能资源分类三、生物质能利用方法第二节 2015-2019年国外生物质能资源利

用现状一、生物质能在能源系统中的地位二、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概况四、生物质能产业的发

展经验五、主要地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状况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生物质能利用概况一、中

国生物质能资源潜力二、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状况三、我国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回顾四

、中国生物质能行业发展现状五、国内第二代生物质能研究进展分析六、我国生物质能源专

利竞争状况七、生物质能源产业相关政策解读第四节 开发生物质能的困境及建议一、我国生

物质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二、我国生物质能推广应用面临的难题三、促进我国生物质能产

业发展的建议四、我国应增加对生物质能产业的投入力度五、开发利用林木生物质能源的思

路第五节 生物质能产业投资分析一、生物质能源产业投资火热二、生物质能发电行业面临良

好发展契机三、生物质发电产业或将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四、投资生物质能发电应该理性第

六节 生物能利用前景分析一、生物能利用潜力巨大二、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前景展望三、生

物能源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第八章 2015-2019年地热能开发投资分析一、定义二、地热流体的

物理化学性质三、地热资源评估方法四、地热能的利用形式第二节 2015-2019年国际地热能开

发利用概况一、地热资源分布情况二、地热能行业发展概况三、国际地热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四、美国地热能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五、肯尼亚积极发展地热能六、日本大力开发地热能发电

七、世行筹资以鼓励发展地热能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地热能开发利用状况一、中国地热资

源概述二、中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三、我国地热发电行业发展概况四、中国地热能开发

利用获政策扶持五、我国地热能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六、推进中国地热开发利用的对策

措施第四节 我国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分析一、浅层地热能资源与技术概述二、我国浅层地热

能开发利用状况三、我国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四、我国浅层地热能应用潜力大五

、我国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发展方向第五节 地热利用技术发展一、地热开采技术二、浅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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