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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四章。介绍了新能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新能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新能源行业的

现状、中国新能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新能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新能

源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能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能源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并且将在3-5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

国。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仍只有美国的1/4、日本

的1/2，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产业规模增长迅速。太阳能方面，太阳能发电装机达

到23万千瓦，光伏发电呈现爆发式增长，全年安装量超过160 兆瓦。风电方面，2009年新增装

机容量908万千瓦，累计实现装机2129万千瓦。虽然2009年国内宏观经济仍然受到国际金融危

机的较大影响，但在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已经

受到大型能源集团、民营企业、国际资本、风险投资等诸多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到2020年，

中国新能源发电装机2.9亿千瓦，约占总装机的17%。其中，核电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风

电装机接近1.5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0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将达到3000万

千瓦。新兴能源产业规划实施以后，到2020年将大大减缓对煤炭需求的过度依赖，能使当年

的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约780万吨，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约12亿吨。规划期累计直接增加投

资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增加社会就业岗位1500万个。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

景将十分广阔。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将是中国解决能源环境问题、履行对国际社会承诺的重要突破之

一。目前，煤电之争、太阳能、风能的发展都涉及到价格或补贴问题，一旦理顺资源价格体

系，将会促进能源特别是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国家能源委员会将牵头制定国家能源战略规

划。国家能源战略规划将指导能源中长期开发建设，覆盖时间预计超过20年。国家能源战略

规划将重点调整能源结构多元发展，发展新能源、核能及生物质能源、水能、风能等。

　　&quot;十二五&quot;规划明确提出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为11.4%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该指标，中国势必要大力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发展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



环利用关键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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