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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5年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占到全球新增发电量的一半，同比增长 15%达到 153GW，相

当于加拿大全国的电能。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增长 最快，分别增长 63GW 和 49GW。过去 5~6 

年里，风能的成本下降了 1/3，而太阳能成 本下降约 80%。2015 年时，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已达到全球总发电量的 23%。  

      国际能源机构 IEA 还预测未来五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速将超过石油、天然气、煤炭 或

核能。其中，中印两国领导的亚洲将领先全球，尤其是中国，未来五年内可再生能源 的增长

量将达到 305GW，占到全球的 40%；印度紧随其后，将新增 76GW 绿色能源。 其次是美国及

欧洲，由于电力需求不足及政策的不确定性，欧洲已经失去了可再生能源 的领先地位，尤其

是英国，自去年保守党上位以来便削减了对风能及太阳能的支持。而 新增能源中，风能和太

阳能的增速仍将继续领跑，IEA 预计 2021 年时风能发电量将翻倍， 太阳能发电量将达到目前

的 3 倍。尽管 2021 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新增发电量的 60%，但可再生能源的总发电

量仍将只有全球发电量的 28%，大部分发电量仍由现有的 水电大坝提供。

 中国领先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长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持续增长，太阳能和风能增速最高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前景研究与市场运营趋势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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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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