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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又一个丰收年。
截至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1.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连续三年翻番，成为全球风
电发展最快的市场，达1215万千瓦，内资与合资企业的累计市场份额提升至61.8%，首次超越外资企业
；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为200万千瓦，以绝对优势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累计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超
过1.25亿平方米，占世界太阳能热水器总使用量的60%以上；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
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不考虑传统的生物质利用，2008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约为2.5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
总量的9%。
在这一年里，以《可再生能源法》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国家发布了《可再
生能源“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一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总体
布局、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财税激励政策，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在政策实施方面，加大了统筹监管力度，初步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行政部门实施与监督、社会
实施与监督三方面构成的实施和监督体系，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尽管成绩喜人，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由可再生能源利用大国向可再生能源利用强国
转变的重要阶段，在资源评价、技术研发、合理定价、电网接入以及市场规范等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
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面对，认真解决。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根本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加剧。
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而得到世界各国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我们应当抓住这一难得机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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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
书中详细讲述了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可再生能源相关法规政策的实施情况，重点
对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的开发利用情况和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做了详细
分析，并对今后国内、国际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本书为中英文双语，资料准确、数据权威，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现
状和发展方向，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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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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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71～2000年的30年平均，太阳年总辐照量约在1050～2450kW·h／m2之间，不小于1050kw·h
／m2的地区（I带、Ⅱ带与Ⅲ带），我国太阳能资源的丰富地区共约占国土面积96％以上。
3.2太阳能光伏3.2.1 中国光伏发电市场3.2.1.1 中国光伏发电的市场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的光伏市场在
政府的推动下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先后实施了“西藏无电县建设”、“中国光明工程”、“西藏阿
里光电计划”、“送电到乡工程”以及“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等国家计划；“九五”到“十一五”期
间，又开展了多项城市并网光伏发电和大型并网荒漠电站的工程示范；中国政府还不失时机地争取国
际援助，开展了多项国际合作计划，大大推动了光伏发电在农村电气化方面的应用推广；中国的《可
再生能源法》已于2006年生效，政府各部门（发改委、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农业
部等）都积极推动光伏发电的应用推广，启动了多个光伏发电项目；奥运申办成功后，为了“绿色奥
运”的承诺，北京市已经建成多项光伏建筑一体化工程和太阳能路灯13.5万盏，总功率10Mw。
根据招标网的统计，2008年全国通过公开招标的光伏发电项目共计175个，已经完成安装的光伏项目的
总功率达到30Mw，估计未公开招标的光伏项目功率约为10Mw，2008年国内光伏系统安装量合计约
为40Mw（表11和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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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报告2009(中英文版)》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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