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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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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新型核能等各品种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

，取得一批突破性的进展，部分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迈进世界前列，新能源装备制造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受益于当前能源体制改革、电力结构优化升级、节能减排务实推进，我们

新能源行业蓬勃发展，投资潜力巨大。  

      截至2014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36019万千瓦，同比增长8.7%；其中，核电1988万千瓦

，并网风电9581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2652万千瓦。2014年我国风电上网电量1534亿千瓦时

，占全部发电量的2.78%。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所占比重持续增长。 

      当前，我国新能源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困难。风电和光伏发电存在电热和电网配套送

出，规划建设不同步，建立消纳困难，补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新能源产业面临标准

规范不健全，产能相对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2016-2022年中国新能源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

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

、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公开资料提供的

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

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新能源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新能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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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