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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2015年全球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融资仍是全球新能源产业融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

全球太阳能发电融资额为1610.4亿美元,风力发电融资额为1096.4亿美元。    2015年全球新能源

产业融资的能源类型构成  

 　　(此处太阳能发电融资额含研发投入及资本金再融资。)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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