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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发展环境，然后

对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面临

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

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是一项重要任务，要实现历史性突破，现阶段必须根据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际，系统科学规划，做好&ldquo;顶层&rdquo;设计，强化 政策

有效性与调控效果，完善整合支持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2009年以来，广东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 生物和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年均增速10%。2011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达1.29万亿元，同比增长21.2%,  LED

产业规模达2000亿元，占全国的50%，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量约占全国的40%，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投资额突破了1000亿元。同时，江苏省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软

件、服务外包、物联网等七大新兴产业2011年实现产值2.61万亿元，同比增长26.4%，占规模

以上工业销售收 入24.4%。其中医药产业产值超过全国1/8，居全国第二位，承担的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专项项目数和经费数居全国第一；节能环保产业实现主营收入4260 亿元，增长28.6%

，产值位居全国前列。从发展规模和增速上来说，江苏暂时领先于广东。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

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尚处于成长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

大，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已经错失了四次发展科技的机遇。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兴

起之际，中国正当&ldquo;康乾盛世&rdquo;，盲目自大错失良机。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之 后，

改良派发动&ldquo;师夷长技以自强&rdquo;的洋务运动，却被保守派所扼杀。第三次是20世纪

上半叶，军阀混战加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的机会。第四次是 &ldquo;文

革&rdquo;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技基础受到很大破坏。 

    于中国经济而言，目前面临着两个转型升级&mdash;&mdash;传统产业的调整改造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大战略选择。 



      当前，在节能环保、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

尤其是发达国家也正处于发展初期，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落后太多，完 全有可能在这些

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因此，对我国而言，目前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

的战略性发展机会。 

     现阶段是我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长远

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在国 际市场上的地位

和总体竞争能力。显而易见，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科技将会

成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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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35467MW，同比下降21.5%，全球风电年度装机容量首度

出现下滑。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截至2013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318137MW，同比增长12.4%，增幅较上年度下

降6.46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全球风电行业区域市场发展概况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欧洲地区风电装机总量达到121.474GW，占全球风电装机总量

的38.2%；亚洲地区风电装机总量达到115.939GW， 占全球风电装机量的36.4%；北美地区风

电装机总量达到70.885GW，占全球风电装机总量的22.3%；北美地区风电装机总量达到

70.885GW，占全球风电装机总量的22.3%。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013年亚洲地区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8，228MW，占全球年度新增装机总量的51.4%；欧洲

地区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2031MW，占全球年度新 增装机总量的33.9%；北美地区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为3，306MW，占全球年度新增装机总量的9.3%；上述三大地区风电年度新增装机

占全球总量的 94.6%。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1、2013年全球风电装机排名 

     根据智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6.1GW，占全球新增装机

总量的45.4%；德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3238MW，占比为 9.1%；英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为1883MW，占比为5.3%；印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729  MW，占比为4.9%；加拿大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为1，599 MW，占比为4.5%；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前十大国家合计占全球装机容

量的81.5%。 2013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前十大国家                            国家             2013年度新增装

机MW             市场份额%                               中国*             16，100             45.4                               德国            

3，238             9.1                               英国             1，883             5.3                               印度             1，729          

  4.9                               加拿大             1，599             4.5                               美国             1，084             3.1           

                   巴西             948             2.7                               波兰             894             2.5                               瑞典         

   724             2.0                               罗马尼亚             695             2.0                               TOP10合计             28

，894             81.5                               其他地区             6，573             18.5                               全球总计            

35，467             100.0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截至2013年底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为91.42GW，占全球累计装机总量的28.7%；美国风电

累计装机容量为61，091MW，占比为19.2%；德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为34，250MW，占比

为10.8%；西班牙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为22，959 MW，占比为7.2%；印度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为20，150 MW，占比为6.3%；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前十大国家合计占全球装机容量的84.8%。

2013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前十大国家                            国家             2013年底累计装机MW             市

场份额%                               中国*             91，424             28.7                               美国             61，091            

19.2                               德国             34，250             10.8                               西班牙             22，959             7.2    

                          印度             20，150             6.3                               联合王国             10，531             3.3               

               意大利             8，552             2.7                               法国             8，254             2.6                               

加拿大             7，803             2.5                               丹麦             4，772             1.5                               TOP10 

合计             269，785             84.8                               其他地区             48，352             15.2                               

世界合计             318，137             100.0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2013年非洲及中东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2013年非洲及中东地区风电新增装机集中在埃塞俄比亚，新增装机量为90MW，截至2013年

底埃塞俄比亚累计装机达到171MW，埃及风电行业依旧以550 MW的总装机容量位居该区域

之首。 2013年非洲及中东地区风电装机情况：MW                                          2012年底累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底累计                               埃塞俄比亚             81             90             171                     

         埃及             550             -             550                               摩洛哥             291             -             291                       

       突尼斯             104             -             104                               伊朗             91             -             91                              

佛得角             24             -             24                               其他             24             -             24                               合计

            1，165             90             1，255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3、2013年亚洲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2013年亚洲新增装机集中在中国、印度和泰国，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量为16100MW，

截至2013年底中国风电累计装机达到91.42GW；2013年印度风电装机容量为1，729MW，累计

装机为20150 MW；日本虽然2013年风电新增装机仅为50 MW，但是凭借2，661MW的累计装

机容量位居该区域第三位。   2013年亚洲地区风电装机情况：MW                                          2012年

底累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底累计                               *中国             75，324             16，100   

         91，424                               印度             18，421             1，729             20，150                               日本     

       2，614             50             2，661                               台湾             571             43             614                               

韩国             483             79             561                               泰国             112             111             223                              

巴基斯坦             56             50             106                               斯里兰卡             63             -             63                      

        蒙古             -             50             50                               其他             71             16             87                               

总计             97，715             18，228             115，939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

心整理 

    4、2013年欧洲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2013年欧洲新增装机集中在德国、英国、波兰、瑞典、丹麦、法国等国家。2013年德国风电

新增装机量为3，238MW，居欧洲市场第一位；英国风电新增装机量为1，883 MW，位居第

二；波兰风电新增装机量为894 MW，排名第三。 

 2013年欧洲地区风电装机情况：MW                                          2012年底累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底累计                               德国             31，270             3，238             34，250                               西班

牙             22，784             175             22，959                               英国             8，649             1，883             10

，531                               意大利             8，118             444             8，552                               法国             7



，623             631             8，254                               丹麦             4，162             657             4，772                        

      葡萄牙             4，529             196             4，724                               瑞典             3，746             724             4

，470                               波兰             2，496             894             3，390                               土耳其             2

，312             646             2，959                               荷兰             2，391             303             2，693                        

      罗马尼亚             1，905             695             2，600                               爱尔兰             1，749             288     

       2，037                               希腊             1，749             116             1，865                               奥地利             1

，378             308             1，684                               欧洲其他地区             4，956             832             5，737     

                         欧洲总计             109，817             12，031             121，474                资料来源：GWEC、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5、2013年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2013年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新增装机集中在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2013年巴西风电新

增装机量为948MW，累计装机达到3456 MW；均居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第一位；智利风电新

增装机量为130 MW，位居第二；阿根廷风电新增装机量为76MW，排名第三。截至2013年底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风电累计装机达到4.71GW。   2013年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MW                                          2012年底累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底累计                               *

巴西             2，508             948             3，456                               智利             205             130             335             

                 阿根廷             142             76             218                               哥斯达黎加             148             -            

148                               尼加拉瓜             146             -             146                               洪都拉斯             102             -

            102                               乌拉圭             56             4             59                               加勒比海地区             191  

          -             191                               其他地区             54             -             54                               合计             3

，552             1，158             4，709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6、2013年北美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2013年北美地区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3.306GW，累计装机达到70.89GW。当中2013年加拿大

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599MW，在该区域居第一位；美国风电年度新增装机为1084MW；累计

装机容量达到61.09GW；墨西哥风电行业发展相对落后，年度新增及累计装机容量分别

为623MW、1992 MW。   2013年北美地区风电装机情况：MW                                          2012年底累

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底累计                               美国             60，007             1，084            

61，091                               加拿大             6，204             1，599             7，803                               墨西哥         

   1，369             623             1，992                               合计             67，580             3，306             70，885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7、2013年太平洋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2013年太平洋地区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655GW，累计装机达到3.87GW。当中2013年该区域

新增装机全部集中在澳大利亚（655mw），该国累计装机达到3.24GW。 2013年太平洋地区风

电装机情况：MW                                          2012年底累计             2013年新增             2013年底累计          

                    澳大利亚             2，584             655             3，239                               新西兰             623             -   

         623                               其他             12             -             12                               合计             3，219             655   

         3，874                资料来源：GWEC、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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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商用以来，已有40年发展历史。近20年来全球核电发展进

入稳定期，核电占一次能源消费及发电量比例基本保持平稳。虽然 去年的日本核事故曾给世

界核电发展蒙上阴影，但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事故不会阻碍核电发展的脚步，核电仍具有

不可或缺的优势。   2006-2012年全球核电发电量                                          占该国发电总量比重          

  发电量：十亿千瓦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1             2012                               阿根廷             6.9             6.2             6.2             7.0            

5.9             5.0             4.7             5.9             5.9                               亚美尼亚             42.0             43.5             39.4   

         45.0             39.4             33.2             26.6             2.4             2.1                               比利时             54.4            

54.1             53.8             51.7             51.1             54.0             51.0             45.9             38.5                               巴西 

           3.3             2.8             3.1             3.0             3.1             3.2             3.1             14.8             15.2                          

    保加利亚             43.6             32.1             32.9             35.9             33.1             32.6             31.6             15.3      

      14.9                               加拿大             15.8             14.7             14.8             14.8             15.1             15.3           

 15.3             88.3             89.1                               中国大陆             1.9             1.9             2.2             1.9             1.8  

          1.8             2.0             82.6             92.7                               中国台湾             19.5             19.3             17.1       

     20.7             19.3             19.0             18.4             40.4             38.7                               捷克             31.5            

30.3             32.5             33.8             33.3             33.0             35.3             26.7             28.6                               芬兰 

           28.0             28.9             29.7             32.9             28.4             31.6             32.6             22.3             22.1          

                    法国             78.1             76.9             76.2             75.2             74.1             77.7             74.8            



423.5             407.4                               德国             31.8             25.9             28.3             26.1             28.4            

17.8             16.1             102.3             94.1                               匈牙利             37.7             36.8             37.2            

43.0             42.1             43.2             45.9             14.7             14.8                               印度             2.6             2.5      

      2.0             2.2             2.9             3.7             3.6             28.9             29.7                               伊朗             0            

0             0             0             0             0             0.6             -             1.3                               日本             30.0            

27.5             24.9             28.9             29.2             18.1             2.1             156.2             17.2                               韩国 

           38.6             35.3             35.6             34.8             32.2             34.6             30.4             147.8             143.5      

                        立陶宛             72.3             64.4             72.9             76.2             0             0             0             0            

0                               墨西哥             4.9             4.6             4.0             4.8             3.6             3.6             4.7            

9.3             8.4                               荷兰             3.5             4.1             3.8             3.7             3.4             3.6             4.4 

           3.9             3.7                               巴基斯坦             2.7             2.3             1.9             2.7             2.6            

3.8             5.3             3.8             5.3                               罗马尼亚             9.0             13.0             17.5             20.6   

         19.5             19.0             19.4             10.8             10.7                               俄罗斯             15.9             16.0        

    16.9             17.8             17.1             17.6             17.8             162.0             166.3                               斯洛伐克    

        57.2             54.3             56.4             53.5             51.8             54.0             53.8             14.3             14.4             

                 斯洛文尼亚             40.3             41.6             41.7             37.9             37.3             41.7             36.0         

   5.9             5.2                               南非             4.4             5.5             5.3             4.8             5.2             5.2            

5.1             12.9             12.4                               西班牙             19.8             17.4             18.3             17.5            

20.1             19.5             20.5             55.1             58.7                               瑞典             48.0             46.1             42.0 

           34.7             38.1             39.6             38.1             58.1             61.5                               瑞士             37.4           

 40.0             39.2             39.5             38.0             40.8             35.9             25.7             24.4                               英国

            18.4             15.1             13.5             17.9             15.7             17.8             18.1             62.7             64.0         

                     乌克兰             47.5             48.1             47.4             48.6             48.1             47.2             46.2            

84.9             84.9                               美国             19.4             19.4             19.7             20.2             19.6             19.2 

           19.0             790.4             770.7                               全球合计                                                                                

                              2518             2346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核电产业概况（上述国家发展现状分析） 

    1、2012年台湾核电发电量为387亿千瓦时 

    截至2012年底，台湾累计建设了8台核电机组（当中2台机组处于在建状态）。2012年台湾核

电发电量为387亿千瓦时，发电量较2011年减少17亿千瓦时；2012年核电占台湾发电总量

的18.4%，占比较2011年下降6个百分点。 

    2&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 



    3&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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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2年比利时核电设施概况 

图表：2002-2012年比利时核电行业运营态势 

图表：2012年巴西核电设施概况 

图表：2002-2012年巴西核电行业运营态势 

图表：2012年保加利亚核电设施概况 

图表：2002-2012年保加利亚核电行业运营态势 

图表：2012年加拿大核电设施概况 

图表：2002-2012年加拿大核电行业运营态势 

图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百万吨油当量/Mtoe） 

图表：中国各种一次能源消费的百分率 （%） 



图表：2001-2013 年中国新增及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图表：2007-2013 年中国各区域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图表：2013 年中国各省市新增及累计风电装机情况 

图表：2013 年中国海上风电机组安装情况 

图表：2009-2013 年中国海上风电装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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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