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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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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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2.13亿千瓦，占全国

发电总装机的47.3%，较2021年提高2.5个百分点；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1.6%，较2021年提高1.7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

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约22.6亿吨。2023年，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年内连续突破13亿、

14亿大关，达到14.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50%，历史性超越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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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国家能源局等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

能源发展规划》，提出：2025年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3.3万亿千瓦时左右，“十

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50%，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番。2023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

发了《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

》，对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进行修订完善。2023年10月，国家能源局印发

了《关于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试点示范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组织实施一

批技术先进、经济效益合理、具有较好推广应用前景的示范项目，推动形成一系列相

对成熟完善的支持政策、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等，有力促进可再生能源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深度分析及发展规划咨询建



议报告》，依托庞大的调研体系，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现

状、产业链、细分市场、优势企业、产业园区、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细致

深入的分析，帮助客户全面把握新能源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工信部、财政部、中投产业研究院

、中投产业研究院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

科学地预测。此报告是您跟踪新能源产业最新发展动态、编写产业规划、编制产业政

策、制定招商策略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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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2年A股上市公司在新能源行业投资模式

图表 2023年A股上市公司在新能源行业投资模式

图表 2022年A股在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规模

图表 2023年A股在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规模

图表 2022年A股在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区域分布（按投资项目数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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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2年A股在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区域分布（按投资金额分）

图表 2023年A股在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区域分布（按投资金额分）



图表 2022年A股在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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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8-2022年中国负极材料出货量

图表 2020-2022年中国负极材料行业集中度

图表 2015-2022年国内隔膜出货量及增速

图表 2018-2022年中国电解液出货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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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中国太阳能辐射资源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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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6-2050年高效太阳能利用技术创新路径

图表 2021-2023年中国太阳能发电量趋势图

图表 2021年全国太阳能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1年主要省份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太阳能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2年全国太阳能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2年主要省份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太阳能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3年全国太阳能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3年主要省份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太阳能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3年太阳能发电量集中程度示意图

图表 2018-2022年河北省光伏累计装机情况

图表 2018-2022年河北省新增光伏发电市场结构

图表 2017-2022年广东省光伏新增装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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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建成太阳能热发电项目中的装机技术类型

图表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简况

图表 2016-2022年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图表 2016-2022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图表 2021-2030年光伏地面电站不同等效利用小时数LCOE估算

图表 2021-2030年光伏分布式电站不同等效利用小时数LCOE估算

图表 2014-2022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表 2022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区域占比统计图

图表 2015-2022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及增长情况

图表 2021-2030年各种电池技术平均转换效率变化趋势

图表 2021年RERC电池片技术市场占比

图表 2021-2030年各种电池技术市场占比变化趋势

图表 2021-2023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进出口总额

图表 2021-2023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进出口（总额）结构

图表 2021-2023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贸易顺差规模

图表 2021-2022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进口区域分布

图表 2021-2022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进口市场集中度（分国家）

图表 2022年主要贸易国太阳能热水器进口市场情况



图表 2023年主要贸易国太阳能热水器进口市场情况

图表 2021-2022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区域分布

图表 2021-2022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市场集中度（分国家）

图表 2022年主要贸易国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市场情况

图表 2023年主要贸易国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市场情况

图表 2021-2022年主要省市太阳能热水器进口市场集中度（分省市）

图表 2022年主要省市太阳能热水器进口情况

图表 2023年主要省市太阳能热水器进口情况

图表 2021-2022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市场集中度（分省市）

图表 2022年主要省市太阳能热水器出口情况

图表 2023年主要省市太阳能热水器出口情况

图表 2001-2022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走势

图表 2001-2022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走势

图表 2022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区域结构

图表 2022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区域结构

图表 2022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TOP5国家

图表 2021-2031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走势预测

图表 中国风能分区及占全国面积的百分比

图表 中国风力资源分布图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风电新增和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图表 2019-2022年中国风电整机市场竞争格局

图表 2022年主要风电整机制造商中国市场新增吊装容量及市场份额

图表 2014-2022年中国风电投资完成额统计

图表 2021-2023年中国中国风力发电量趋势图

图表 2021年全国中国风力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1年主要省份中国风力发电量占全国中国风力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2年全国中国风力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2年主要省份中国风力发电量占全国中国风力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3年全国中国风力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3年主要省份中国风力发电量占全国中国风力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3年中国风力发电量集中程度示意图

图表 2015-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图表 2022年浙江省重点建设和预安排项目计划

图表 2022年度甘肃省重大建设风电项目名单

图表 2019-2022年湖南省风电装机规模

图表 2021年江苏省风力发电量累计值

图表 2022年江苏省风力发电量累计值

图表 2021年广东省风力发电量累计值

图表 2022年广东省风力发电量累计值

图表 海上风电产业链

图表 海上风电装机成本构成

图表 海上风电及陆上风电装机成本构成比较分析

图表 我国海上风电在建项目投资成本

图表 中国陆地70米及近海100米高度风功率密度分布

图表 我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及弃风率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图表 2021年中国海上风电区域竞争格局

图表 2021年中国海上风电区域分布图

图表 2022年最佳海上风电机组TOP10

图表 2022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整机厂商份额分布

图表 2013-2050年中国典型海上（近海）风电场预期投资成本和上网电价

图表 2019-2021年中小型风能设备行业发展指标

图表 2014-2021年中国小型风电机组行业产值



图表 2014-2021年中国小型风电发电量

图表 2011-2022年中国新增陆上和海上风电机组平均单机容量

图表 1991-2022年中国新增和累计装机风电机组平均单机容量

图表 2022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整机厂商份额分布

图表 2022年中国陆上风电新增装机整机厂商份额分布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风电机组出口容量

图表 中国风电整机与叶片企业配套情况

图表 中国风电整机与齿轮箱企业配套情况

图表 中国风电整机与发电机企业配套情况

图表 中国风电整机与电控系统企业配套情况

图表 几种生物质和化石燃料利用过程中CO2排放量的比较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统计情况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统计情况

图表 2022年中国生物质发电量前六省份发电量情况

图表 2022年全球生物柴油产量占比

图表 2016-2022年欧盟生物柴油产量

图表 2014-2022中国生物柴油产量

图表 2014-2022中国生物柴油进出口数量

图表 2022年中国生物柴油主要进口省市

图表 2014-2022中国生物柴油表观需求量

图表 2014-2022年中国生物柴油进出口均价走势

图表 2016-2022年中国燃料乙醇产量

图表 2016-2022年中国玉米年产量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沼气发电量

图表 2016-2022年中国沼气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图表 2016-2022年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图表 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主要上市企业基本情况



图表 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占有率情况

图表 2014-2022年全球铀矿矿山产量统计

图表 2014-2022年全球铀矿产量占全球需求量的比例走势图

图表 2014-2022年全球主要铀矿生产国/地区铀矿矿山产量占比

图表 1970-2022年全球核能发电量

图表 1970-2022年全球地区核能发电量

图表 1970-2022年可运行核能发电容量（净容量）情况

图表 2022年底可运行核电反应堆数量

图表 2022年全球按地区划分的可运行反应堆情况

图表 2022年全球装机容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图表 2022年全球在建反应堆容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图表 全球反应堆平均容量因子

图表 按反应堆类型划分的容量因子

图表 2021年首次装料的核电机组信息

图表 2021年全国发电量统计分布

图表 2022年首次装料的核电机组信息

图表 2022年全国发电量统计分布

图表 2021年核电电力生产指标统计表

图表 2021年53台运行核电机组电力生产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21年53台运行核电机组电力生产情况统计表-续

图表 2022年首次装料的核电机组信息

图表 2022年全国发电量统计分布

图表 2022年核电电力生产指标统计表

图表 2022年54台运行核电机组电力生产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22年54台运行核电机组电力生产情况统计表-续

图表 2021-2023年中国核能发电量趋势图

图表 2021年全国核能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1年主要省份核能发电量占全国核能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2年全国核能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2年主要省份核能发电量占全国核能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3年全国核能发电量数据

图表 2023年主要省份核能发电量占全国核能发电量比重情况

图表 2023年核能发电量集中程度示意图

图表 核岛主设备简介及其主要供应商

图表 地热源中放射性元素性能

图表 地球各壳层的放射性生成热

图表 地热能分类

图表 环球地热带分布

图表 全球四大环球地热带情况

图表 1995-2021年地热直接利用装机容量及年利用量

图表 不用热泵直接利用地热能全球前5个国家

图表 全球各国直接利用地热能（包括地热热泵）总量

图表 直接利用地热能全球排名前5的国家（按单位土地面积和按照增幅最快计算）

图表 1995-2021年地热直接利用各类用途的兆瓦数汇总

图表 1995-2021年地热直接利用各类用途的TJ/a数汇总

图表 1995-2021年地热直接利用各类用途的容量因子

图表 1995、2000、2005、2010、2015和2021年全球地热能直接利用比较

图表 2015-2021年世界各国地热发电和能源生产统计

图表 2010-2025年世界地热发电总装机容量

图表 2021年地热发电装机容量最多的10个国家

图表 2010-2025年世界地热发电总装机容量兆瓦数的百分比变化

图表 中国地热资源分布

图表 国家层面地热能行业的政策重点内容解读

图表 中国地热能产业发展阶段



图表 1995-2021年中国地源热泵装机容量变化情况

图表 中国地热能产业未来重点攻关方向

图表 2011-2021年中国地热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规模

图表 2021年全球氢能产业链项目

图表 2021-2022年国家层面氢能政策汇总

图表 2011-2022年国内氢能及燃料电池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情况

图表 2019-2022年各月份国内氢能及燃料电池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情况

图表 2011-2022年氢能场合燃料电池产业外资参股企业注册量情况

图表 2022年全国氢能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TOP10省市

图表 2022年中国石化氢能布局

图表 2022年中国石油氢能布局

图表 2022年国家电投氢能布局

图表 2022年国家能源集团氢能布局

图表 2022年华电集团氢能布局

图表 2016-2022年示范区域4N级以上高纯度氢气价格

图表 捷氢科技部分外购材料及零部件价格

图表 国富氢能加氢站单套价格

图表 我国累计建成加氢站数量

图表 可再生能源价值链与氢的作用

图表 氢能在工业用热中的潜力

图表 消费品公司能源成本

图表 氢能发电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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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0-2050年中国各类制氢成本及供应结构预测

图表 氢能产业基金募集情况

图表 我国氢能技术标准体系总体框架

图表 可燃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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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国外可燃冰研究开采进展

图表 中国可燃冰研发进展

图表 我国可燃冰开采规划

图表 2007-2020年全球海洋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图表 2020年海洋能发电潜力

图表 各国最具代表性的潮汐能电站统计表

图表 波浪能发电系统结构图

图表 波浪能发电系统种类汇总

图表 国内外示范工程

图表 开式朗肯循环

图表 闭式朗肯循环

图表 混合式朗肯循环

图表 盐差能渗透现象

图表 盐差能渗透过程

图表 RED盐差发电原理图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图表 2022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地区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及营业利润率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

图表 2020-2023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净利润及增速

图表 2022年大唐新能源主营业务分行业、地区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营业利润及营业利润率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净资产收益率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资产负债率水平

图表 2020-2023年大唐新能源运营能力指标

图表 2020-2021年协合新能源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20-2021年协合新能源分部资料

图表 2020-2021年协合新能源收入分地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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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1-2022年协合新能源分部资料

图表 2021-2022年协合新能源收入分地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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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2-2023年协合新能源收入分地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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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专栏“十四五”时期氢能产业创新应用示范工程



公司简介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 年在深圳成立，是中国领先的产业研究与

产业战略咨询机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聚焦在"产业"领域，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

规划、产业招商及产业投资咨询服务。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既有深厚的产业研究背景

，又只专注于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公司。对政府或园区，我们提供从产业

规划到产业资源导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咨询解决方案；对企业，我们提供投资机会研

究、投资地点选择、项目规划设计的一体化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一一十多年来，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十多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

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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