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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目前全世界每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据预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造的

电力将达世界电力总需求的16%。世界各国政府为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在可再生能源

投资中也将起重要作用。可再生能源会有较快发展，风能将增长最快，其次是太阳能发电和

生物质能；政府政策对清洁能源开发将起关键作用，如确定二氧化碳排放价格、设定相关指

令以及提供补贴等都有助于推动清洁能源发展；整个清洁技术的发展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趋势相关联，目前许多清洁技术已经开始商业化应用，但仍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开发技术；

到2030年，核能和水力发电将占清洁电力增加量的近50%；美国和中国拥有煤炭资源基础，将

加快推动洁净煤技术开发。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能源供应不能充分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推进，必将对能源供应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农业

大国，6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每年要消耗6亿多吨标准煤的能量，其中一半的能源是靠作物

秸秆和砍伐树林获得，这使得生态环境变坏，荒漠化加剧。因此，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太阳

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既可满足这些地区人民基本生活用能的需要，又有利于

生态环境的改善。所以，客观上的迫切需求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能源与环境问题越来越凸现，因此发展可再生能

源成为全球共识。目前中国能源的消费量大致为世界能源消费量的1/10，这就意味着中国仅

利用世界1/10的能源满足了世界1/4人口发展的需求。在能源结构中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达14.4%，居世界前列。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一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的需要，我国每年建筑增长量为16亿&mdash;20亿平方米，而现在的节能建筑只有3%，但我

国主要的工业能耗比先进国家要低40%；二是调整能源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需要；三是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四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需要；五是开拓新的经

济增长领域需要。可再生能源可拉动很多相关产业，2020年我国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总能中

达到15%，另外，节能建筑要降低能耗65%的目标，初步估算这几项至少可形成十万亿的产值

。六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经济翻两番，能源翻一番，否则我们将

无法支撑。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巨大的需求，是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可再生能源首

先要做好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可再生能源研究将促进各学科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可再生能

源将成为我国新的支柱产业。 

本研究咨询报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国际能源署、中国

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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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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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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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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