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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评估报告 内容介绍：

　　第一章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供应中的作用

　　第二节 世界能源消费现状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

　　一、世界能源消费现状和趋势

　　二、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

　　三、世界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四、世界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利用进展

　　第三节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一、世界各国相继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二、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概况

　　三、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特点分析

　　四、国际可再生能源整体取得快速发展

　　五、政府扶植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推动力

　　六、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及展望

　　七、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投资热点

　　八、国际可再生能源政策新趋势

　　九、国际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方向

　　第四节 国际可再生能源研发新态势

　　一、太阳能应用规模扩大

　　二、利用海洋发电的新技术

　　三、乙醇发展前景光明

　　四、风能前景广阔

　　第五节 国外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度分析

　　一、国外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度分析

　　二、国外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度实践

　　三、实践效果分析及启示

　　第六节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一、全球可再生能源时代开始

　　二、全球可再生能源总量显著增加发展速度加快



　　三、全球再生能源投资额占能源总投资20%以上

　　四、部分国家和组织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五、全球洁净能源投资将成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六、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分析

　　第七节 欧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欧盟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认识及未来政策目标

　　二、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三、欧洲拟加大力度推广可再生能源

　　四、欧盟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

　　五、欧盟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落空

　　六、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蓝图

　　七、欧盟将加大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

　　第八节 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建议

　　一、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特点

　　二、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化法规政策分析

　　三、对我国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化的建议

　　第九节 新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分析和应用前景分析

　　一、风力

　　二、太阳能

　　三、生物能源

　　四、地热

　　五、生物燃料

　　第十节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分析

　　一、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

　　二、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趋势

　　三、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经验

　　第二章 各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第一节 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析

　　一、美国新能源政策崭露头角

　　二、美国新能源政策主攻节能和洁能

　　三、美国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四、美国能源管理部门和机构简介



　　五、美国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政策

　　六、美国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产业

　　七、美国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措施

　　八、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开发

　　九、美国将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第二节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析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法律政策

　　二、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

　　三、德国将以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

　　四、2007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上升

　　五、德国可再生能源结构

　　六、德国正迅速发展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全球领先者

　　七、德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措施

　　八、德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经验

　　九、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

　　第三节 英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析

　　一、英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法律政策

　　二、英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

　　三、将可再生能源提到战略的高度

　　四、建立健全发展战略的实施机制

　　五、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和激励政策

　　六、加强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研发力度

　　七、英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

　　第四节 法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析

　　一、法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经验

　　二、法国再生能源未来希望

　　第五节 日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析

　　一、日本大力发展新能源

　　二、日本新能源的发展动态分析

　　三、日本新能源的发展空间分析

　　四、日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分析

　　五、日本节能及开发新能源的对策和启示



　　第六节 丹麦可再生能源发展分析

　　一、丹麦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激励政策

　　二、丹麦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

　　三、丹麦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

　　第七节 挪威可再生能源利用及其突出技术介绍

　　一、挪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状况

　　二、挪威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的突出技术、设备与服务

　　第八节 瑞典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和利用现状

　　第三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场调研)发展的政策与法制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家政策对新能源的影响分析

　　一、生物质能期待产业化突破

　　二、风能开发需要政策助力

　　三、太阳能光伏发电受制于核心技术

　　四、氢能研发有望实现跨越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法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场调研)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二、可再生能源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三、可再生能源投资投入明显增加

　　四、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发展开始快速起步

　　五、中国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场调研)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第三节 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法制环境分析

　　一、我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不断提高

　　二、我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

　　三、我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法规

　　四、中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市场调研)发展的专项规划

　　第四节 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分析

　　一、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国外可再生能源发展财税政策的成功经验

　　三、我国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回顾

　　四、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第五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市场调研)发展规划

　　第六节 《可再生能源法》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



　　第七节 对可再生能源政策措施的分析

　　第八节 完善保障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措施

　　一、细化或补充配套法律制度

　　二、协调相关政策法律措施之间的关系

　　三、落实现有的政策法律措施

　　四、评估政策法律的实施情况，及时调整法律措施

　　第四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分析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是中国经济(经济市场调研)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场调研)发展存在的障碍

　　一、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不到位

　　二、许多政策法规还不配套

　　三、融资机制不健全

　　四、研发能力弱，装备制造技术水平较低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步入快车道

　　二、中国具备规模化(具备规模化市场调研)发展可再生能源条件

　　三、我国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状况

　　四、中国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场调研)发展面临挑战

　　五、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效显著

　　六、中国加速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

　　七、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全球领袖

　　八、中国将加快制定可再生能源统计标准

　　九、中国可再生能源将占16%

　　十、五措施尽快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十一、中国将投资2万亿(将投资2万亿市场调研)发展可再生能源

　　十二、可再生能源投资趋热国企能源巨头争相布局

　　十三、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居世界首位

　　十四、中国可再生能源几年内将赶超美日欧

　　十五、中国可再生能源亟须产业化

　　第四节 从国家经济战略看可再生能源发展

　　一、可再生能源在解决我国能源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可再生能源发展远远不能适应中国能源(能源市场调研)发展的战略要求



　　三、法律先行为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创造良好的制度与行业环境

　　四、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市场调研)发展面临四大能源问题

　　第五节 可再生能源资源现状与利用分析

　　一、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四、高成本阻碍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

　　五、可再生能源利用要突破瓶颈

　　六、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与方针

　　第六节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及展望分析

　　一、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二、太阳能利用方兴未艾

　　三、风力发电增势强劲

　　四、海洋能潜力无限

　　五、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

　　六、地热资源开发要加速

　　七、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化前景光明

　　第七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成就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的成就

　　二、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障碍

　　三、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的对策和措施

　　第八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制度及其完善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及投资现状

　　二、国外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制度

　　三、我国现行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制度

　　四、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制度的建议

　　第九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分析

　　第十节 石油公司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分析

　　一、石油公司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状况

　　二、中国石油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化新举措

　　三、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化的建议

　　四、中石油可再生能源多个项目进入实质阶段



　　五、跨国石油公司加快推进新能源战略

　　第十一节 “十一五”我国石油替代和再生能源部分产品发展分析

　　一、我国能源多元化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二、替代燃料的分类及发展历程

　　三、我国替代燃料的发展态势和支撑条件分析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调研)发展的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世界主要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形成及其政策取向

　　一、德国的固定电价制度

　　二、英国的配额／招标系统

　　三、澳大利亚的配额制

　　四、美国的补贴加配额制

　　五、丹麦由补贴政策转型为配额政策

　　六、荷兰绿色电价制度

　　第二节 国外几种激励制度在我国的适应性分析

　　一、配额制

　　二、固定电价制度

　　三、竞争性招标

　　四、绿色电价制度

　　第三节 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调研)发展的政策分析

　　第四节 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模式分析

　　一、可再生能源参与区域电力市场竞争的可行方案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模式建议

　　第六章 促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分析

　　第一节 现行电价政策评析

　　一、现行电价政策与常规能源发电供给

　　二、现行电价政策与节能

　　三、现行电价政策与可再生能源发电

　　第二节 电价政策目标转向是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前提

　　一、关于电力消费合理化与电价合理化的关系

　　二、关于电价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三、关于电价监管的效率与公平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分析



　　一、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及其理论依据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的设想

　　第四节 促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框架分析

　　一、把兼顾能源的可持续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可持续作为新时期电价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用户电价总水平及时反映电力成本和需求的变动

　　三、建立与消费者耗用供电系统成本相符的用户电价结构

　　四、外部成本内部化

　　五、逐步引入竞争机制

　　六、规范、整合随电价征收的政府性基金

　　七、建立规范化的可再生能源电价管理办法

　　第七章 可再生能源之太阳能

　　第一节 世界太阳能的发展分析

　　一、国外太阳能产业政策变化分析

　　二、世界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热利用行业考察)行业的激励政策分析

　　三、国外太阳能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

　　四、欧洲太阳能市场需求旺盛

　　五、世界太阳能(太阳能行业考察)行业硅料供需分析

　　六、全球太阳能产业将现并购浪潮

　　第二节 世界各国太阳能的发展分析

　　一、意大利将在西西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太阳能发电站

　　二、日本计划家庭太阳能发电将达三成

　　三、韩国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大提速

　　四、美国计划投资4200亿美元发展太阳能发电

　　五、奥地利大力推广太阳能利用

　　第三节 制约因素对太阳能利用的影响分析

　　第四节 我国太阳能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太阳能的资源分析

　　二、太阳能产业化渐入佳境

　　三、太阳能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四、太阳能产业面临五大瓶颈

　　五、太阳能利用步入工业化阶段



　　六、中国太阳能产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

　　七、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市场

　　第五节 太阳能技术运用分析

　　一、中国太阳能五大领域热利用技术发展现状

　　二、太阳能烟囱发电

　　三、可夜间供热的太阳能设备

　　四、葡萄酒厂用太阳能发电

　　第六节 我国太阳能光伏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太阳能光伏产品认证体系出台

　　二、光伏产业迎来新机遇

　　三、中国光伏产业亟待扶持

　　四、中国光伏产业研发制造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之列

　　五、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突出问题是两头在外

　　六、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七、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八、光伏产业是新战略能源的领金者

　　第七节 采用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分析

　　一、采用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的定义

　　二、经济性比较

　　三、新的“采用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的其他优点：实际使用寿命更长

　　四、中国大规模(大规模市场调研)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优势、障碍和建议

　　第八节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分析

　　一、中国太阳能发电现状与(太阳能发电现状与市场调研)发展趋势

　　二、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需要提速

　　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成主流能源利用形式

　　四、太阳能发电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光伏发电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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