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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力发展和应用可再生能源是全球共识。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解决“供

给有限”与“需求扩张”之间的矛盾，确保能源供给向可持续、多元化、生

态化的方向发展。 

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长超过了电力需求的增长，而化石燃

料发电量出现下降，这是几十年来在发电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化石燃料发电

量首次出现下降。2019 年德国、英国等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占到其电

力供应的 50%，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一比例则为约 25%。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可再生能源展望：能源转型 2050》报

告，按照“转型能源情景”，到 2050 年，能源相关碳排放将比目前水平下降

70%，其中一半以上的减排量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发电和终端用能部门），

约 25%来自能效，加上直接和间接电气化（例如绿色氢能和电动汽车等技

术），可再生能源总共贡献 90%以上的减排量。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统计数据， 2019 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略

低于 2018 年，占全球新增发电容量的 72%。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装机中

的份额从 2018 年底的 33.3%上升至 2019 年的 34.7%，投资较 2018 年增长

1%，达到 2822 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最多的类型是光伏发电（55%），

新增装机最高的区域是亚洲（44%）和欧洲（23%）。 

投资方面，光伏发电和风电投资最高（各约 1300 多亿美元，两者合计

占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的约 95%），中国（投资 834 亿美元，占 30%）和美

国（投资 555 亿美元，占 20%）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浪潮。 

2019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最高的是水电（占 45%），其次是风电（占

26%）和光伏（占 26%）。2019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04 万亿千瓦

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达到 27.9%。 

2019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 95.5 吉瓦。中国已经牢牢占据光伏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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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地位，2019 年中国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占全球的产量占比均达

到三分之二以上，出口额 200 多亿美元，较 2018 年增加了 29%。 

2019 上，全球风电新增装机 59 吉瓦。维斯塔斯、西门子歌美飒、金风

科技、GE、远景集团是全球风电设备主要供应商。 

2019 年，全球生物质能新增装机 6 吉瓦。2019 年全球生物能新增装机

主要在亚洲（占全球新增装机的 67.7%）和欧洲（占 25.2%），亚洲和欧洲

占全球新增装机的 93%，中国新增装机占全球的一半。 

2019 年，全球核能装机略有下滑，全球核电发展步伐相对放缓，但是

中国、匈牙利、墨西哥、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核电发电量稳步提升。 

2019 年，全球氢能源利用提速。目前限制氢能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成

本，根据相关分析，2025～2030 年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美国氢能经

济路线图，2025 年氢燃料电池汽车普及，2030 年氢能将普遍应用于发电、

供热、炼钢、航空等领域。 

2019 年，全球可燃冰产业发展出现新气象。2019 年 8 月《美国国家天

然气水合物研发计划 2020~2035 年路线图》发布，中国在可燃冰开采技术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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