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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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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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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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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发展概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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