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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rarr;内容简介 

2007年，世界各国相继制定并对外公布了本国阶段性的可再生能源的具体发展目标。不同国

家发展目标的相同点是，在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化的进程中，强调了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的责任，通常是政府科技投入先行，随后进行市场开拓。德国和英国承诺，到2010年

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0%和20%。西班牙则表示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

电比例超过29%。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全国发电装机总增量的15%左右，

累计安装量达到3600万千瓦，继续保持美国在光伏发电技术开发和制造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专家预计，到2020年，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将超过7000万千瓦，其中美国将占50%。据预测

，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将达3000亿美元。2015年全球对于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

发展中国家，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来自中国。未来的十几年，随着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增长

，将能够弥补由于传统能源产量下降而造成的能源供应短缺现象。事实上，欧洲可再生能源

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也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一些技术已经达到或接近商业化发展的水平，

无论从资源、技术和产业的角度，2008年及未来几年都将有大规模发展的潜力。可再生能源

已经开始在我国的能源供应中发挥作用，在未来能源供应构成中可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政府制定的国家发展目标，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可以达到15%以上，2040年之后

可以达到30%或更高的水平，成为重要的替代能源。&ldquo;十一五&rdquo;将是我国风电、光

伏发电和生物质能大规模利用的起步阶段，能否抓住机遇，迅速形成可再生能源市场和产业

非常重要。到&ldquo;十一五&rdquo;末期，水电、风电、太阳能以及现代技术的生物质能利用

等将达到2.7亿吨标准煤，满足10%的能源需求。 

国家发改委2007年9月4日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称，预计实现2020年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任务，将需总投资约2万亿元。目前，可再生能源规模只有8%。《规

划》指出，要逐步提高优质清洁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

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到2020年达到15%左右。可以预见，2007年及未来几

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快速发展时期。 

本研究咨询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际能源署、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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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