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

源市场研究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编制
www.abaogao.com

http://www.abaogao.com


一、报告报价

《2016-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研究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

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

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abaogao.com/b/dianli/F2984710EV.html

  报告价格：印刷版：RMB 7000 电子版：RMB 7200 印刷版+电子版：RMB 7500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免长话费) 010-80993963

  海外报告销售：010-80993963

  传真：               010-60343813

  Email：            sales@abaogao.com

  联系人：             刘老师 谭老师 陈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abaogao.com/b/dianli/F2984710EV.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可再生能源是可以永续利用的能源资源，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等，

不存在资源枯竭问题。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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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当前国际油价高企，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加上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可再生能源以

及清洁能源再度迎来发展契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未来全球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推动

持续创新的努力下，可再生能源行业前景依旧可观。

      受一系列利好政策因素影响，204年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截

至2014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4037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比

例超过30％，继续保持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第一大国地位。

      国家能源局披露，其中，水电规模以上新增装机容量1565万千瓦，溪洛渡、向家坝等一批

西电东送标志性大型水电项目投产运行，累计装机容量超过2.9亿千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858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8497万千瓦；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40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超

过2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9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超过940万千瓦。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经历了一个规模化快速增长时期和能力

迅速形成时期，&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在规模和基本产业链条

形成的基础上，在质量上实现飞跃，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2012年8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正式发

布，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更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规划》，&ldquo;十三五&rdquo;时

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其中

商品化年利用量达到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

      《2016-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研究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

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

、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

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

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可再生能源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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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