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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

能、核能、地热能、氢能、海洋能等。

　随着传统能源日益紧缺，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

采取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新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京都议

定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全面进行

，新能源将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年代。

　当前，中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严重，新能源开发利用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新能源一方面

作为传统能源的补充，另一方面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虽

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增长。自《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后，政

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来推动新能源的发展，中国新能源行业进入

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产业化已初具规模。生物质能、核能、地热能、氢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发展潜力巨大，近年

来得到较大发展。为适应节能减排要求，混合动力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车等新能源汽车

已成为汽车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新能源作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将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提供

坚实的技术支撑和产业基础。国家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为新能源发展

注入动力。随着投资新能源产业的资金、企业不断增多，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ldquo;十二

五&rdquo;期间新能源企业将加速整合，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乐观。

　本市场分析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关村在线调研中心、易观国际、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新能源行

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立足于世界新能源行业整

体发展大势，对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情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地热能、氢

能、可燃冰、海洋能、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营的发展，并对未来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整体环境

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了新能源行业今后

的发展与投资策略。

　本新能源市场分析报告，为新能源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

调整经营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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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准确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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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