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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简介： 

    历时三月，本研究中心的《高油价背景下可替代能源行业研究及投资分析报告系列》经过

多次论证修改，终于定稿面世。 

    在这短短三个月中，国际石油价格在短暂的徘徊后，又开始一路上扬，在我们封稿的6月26

日，全球主要石油交易中心石油期货价格已经登上了138美元的历史高位。 毋庸置疑，全球已

经进入高油价时代，而且，高油价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面对这种趋势，过去为解决传统能源不足而发展起来的新能源（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

以及生物质能等）开始重新被重视起来，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缺乏石油，而又处于重工业

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发展新能源、已成为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我国在&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中明确提出&ldquo;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

可再生能源&rdquo;，预计到2010年，新能源发电比例占我国发电总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0.2％

上升到3.5％。根据相关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将分别达到2.7亿

吨标准煤和5.3亿吨标准煤，分别约占届时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0％和16％。到2010年可再生能

源将占到能耗总量的10％，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16％。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中也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水

能等6大类88个指导项目列入其中，这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将获重点支持。 

    本研究中心的《高油价背景下可替代能源行业研究及投资分析报告系列》包括《高油价背

景下的可替代能源投资机会及可行性分析报告》、《油价背景下核电行业研究及投资可行性

分析报告》、《高油价背景下水电行业研究及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高油价背景下石油

行业研究及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高油价背景下风力发电行业研究及投资可行性分析报

告》、《高油价背景下氢能源行业研究及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高油价背景下煤化工行

业投资机会及可行性分析报告》、《高油价背景下乙醇汽油行业投资机会及可行性分析报告

新能源 》、《高油价背景下二甲醚行业投资机会及可行性分析报告》、《高油价背景下光伏

太阳能行业投资机会及可行性分析报告》十份产品，全景的分析了高油价背景下各种新能源

的发展情况和投资机会，指出了投资前景和可行性分析，是新能源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掌握行

业情况，把握这一高油价背景下历史投资机遇最佳和最全面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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