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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可再生能源为来自大自然的能源，是指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利用、循环再生的一种能源
，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海洋能、潮汐能、地热能等。 随着世界石油能源
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和印度煤炭消费占比最高，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
、德国、韩国、伊朗均以油气为主要的消费品种。从能源清洁度来看，韩国、加拿大、德国
的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中国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为11.8%，发展潜力巨大。

2017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前十名国家及其能源结构占比
国家
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亿吨油当量）
分品类能源占比（%）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核能
可再生能源（含水电）
中国
31.3
19
7
60
2
12
美国
22.4
41
28
15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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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7.5
30
6
56
1
7
俄罗斯
7
22
52
13
7
6
日本
4.6
41
22
26
1
9
加拿大
3.5
31
29
5
6
29
德国
3.4
36
23
21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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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2.9
46
11
6
1
36
巴西
3
44
14
29
11
2
伊朗
2.8
31
67
0
1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是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信号。未来，可再生能
源将结合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能源，创造出一个更加清洁、利用率更高的能源互
补发电系统。

2017年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比例（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主要来源于太阳能发电、陆上风电和水电，其发展速度明显超过

其他国家。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战略要求提高能源效率，清洁使用化石能源；调整能源结构
，增加替代能源，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实施可持续能源战略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是重要的战略选择。开发利用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发
展，已成为实施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要措施。

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格局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以及“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未来我国分布式能源将在多形式新能源综合利用、“互联网+”智慧能源及新电网体系中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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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运行等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近十年来，我国在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水电、
风电累计装机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连续五年世界第一，
我国新能源发展如火如荼。（GYTCJP）

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占世界比例（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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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报告网是观研天下集团旗下打造的业内资深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调研报告提
供商与综合行业信息门户。《2019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分析报告-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
势预测》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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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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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
析法、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
析师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
展方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详细请访问：http://baogao.chinabaogao.com/xinnengyuan/392875392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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