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22年中国光伏市场

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www.bosidata.com

http://www.bosidata.com


报告报价

《2017-2022年中国光伏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bosidata.com/report/Q875047F1F.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7000元 电子版7200元 纸介+电子7500元

【出版日期】2017-03-30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订购电话】全国统一客服务热线：400-700-3630(免长话费)  010-57272732/57190630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Q875047F1F.html


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光伏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光伏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光伏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光伏行业的现状、中国光伏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光伏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光伏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光伏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太阳能的使用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家庭用小型太阳能电站、大型并网电站、建筑一体化光

伏玻璃幕墙、太阳能路灯、风光互补路灯、风光互补供电系统等，风光互补系统。

       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光伏发电技术前景广阔。太阳能资源近乎无限，光伏发电也不产生任何

环境污染，是满足未来社会需求的理想能源。随着光伏发电技术的深入发展，转换效率的逐

步提高，系统成本的日趋合理，以及相关的分布式发电技术、智能电网等的完善，光伏发电

这种绿色能源将成为未来社会的重要能源。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光伏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6

年我国太阳能发电量达393.6亿千瓦时，累计增长33.8%。                                       指标             2016

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太阳能发电量_当期值(亿千瓦时)             29.4             30.2             30.5             33.7             36    

        33.1                               太阳能发电量_累计值(亿千瓦时)             393.6             358.9             329            

292             252.2             211                               太阳能发电量_同比增长(%)             35.7             42.6            

17.1             31.9             24.3             21.1                               太阳能发电量_累计增长(%)             33.8            

32.7             32.2             31.6             28.9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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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光伏产业充分运用国内外资金、人才两大市场要素，&ldquo;十二

五&rdquo;末期，已有数十家企业实现海外及国内上市，产品广销国际市场。国内光伏企业以

民营企业为主，主要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有6家企业太阳能电池产量位居全球前十，成为国际

知名企业。

　　　　　　2．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相结合，形成自主特色产业体系

　　　　　　　　通过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特

色的光伏产业体系，多晶硅、电池组件及控制器等制造水平不断提高，制造设备的本土化率

已经超过50%，太阳能电池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也逐步走向世界前列。

　　　　　　3．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光伏发电成本下降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光伏产业突破材料、市场以及人才等发展

瓶颈，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上下游完整产业链基本成型。我国光伏产业的崛起带动了世界光

伏产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技术进步，降低了光伏产品成本，加快了全球光伏产业应用步

伐。

　　　　　　4．产业呈现集群化发展，有效提高区域竞争力

　　　　　　　　我国光伏产业区域集群化发展态势初步显现，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和产业基

础，国内已形成了江苏、河北、浙江、江西、河南、四川、内蒙等区域产业中心，并涌现出

一批国内外知名且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主要企业初步完成垂直一体化布局，加快海外并购和

设厂，向国际化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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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利用前景广阔。因此，积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对于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也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已经将发展光伏等新能源提高到战略层面，积极通过各种手段促进

行业发展。

　　　　　　光伏产业是指利用光伏效应，使太阳光射到硅材料上产生电流直接发电。以硅

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产业链条称之为&ldquo;光伏产业&rdquo;，包括高纯多晶硅原材料生产

、太阳能电池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相关生产设备的制造等。

　　　　　　目前光伏产业主要有两代太阳能电池技术，其中以第一代太阳能电池技

术&mdash;&mdash;晶体硅电池为市场主流。晶体硅电池产业中，上游从硅料开始，通过一系

列提纯制成太阳能级硅，太阳能级硅经过拉晶或铸锭制成单晶硅棒或多晶硅锭，再经切割后

形成不同大小的方形硅片，硅片经过电池片厂的加工，历经清洗-制绒-干燥等一系列工序制

成具有光电转换功能的电池片，而后串、并联连接和严密封装成电池组件，最后应用于大型



地面电站或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

　　　　　　第二代太阳能电池技术是薄膜电池，目前已经能进行产业化大规模生产的薄膜

电池主要有以下三种：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CIGS）、碲化镉薄

膜太阳能电池（CdTe）。目前，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汉能薄膜发电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薄膜发电

企业。

　　　　　　无论是从发电量还是装机容量都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清洁能源、尤其是太阳能

光伏发电在电力生产结构中的占比仍然较低。2014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仅占电力总装

机容量的2.0%，并网太阳能发电量也仅占全部发电量的0.4%，而同时期全球光伏发电第一大

国德国的上述两项比重分别为21.5%及6.3%，中国较其仍有较大差距。

　　　　　　与此同时，中国光伏产业在经历了2011年的低谷后走上新一轮增长周期。据国

家能源局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28.05GW（其中光伏电站

为23.38GW，分布式为4.67GW），同比大幅增长60%；新增并网光伏装机容量10.60GW（其中

光伏电站为8.55GW，分布式为2.05GW），约占全球新增容量的25%，占全国光伏电池组件产

量的33%；2014年光伏年发电量约2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00%。可见在太阳能光伏普及程

度较低的同时其发展之快。

　　　　　　截至2015年底，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4318万千瓦，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其中，光伏电站3712万千瓦，分布式606万千瓦，年发电量392亿千瓦时

。2015年新增装机容量1513万千瓦，完成了2015年度新增并网装机1500万千瓦的目标，占全球

新增装机的四分之一以上，占我国光伏电池组件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为我国光伏制造业提供

了有效的市场支撑。全国大多数地区光伏发电运行情况良好，全国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为1133小时，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弃光现象，甘肃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061小

时，弃光率达31%；新疆自治区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042小时，弃光率达26%。

　　　　　　光伏发电呈现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格局。中东部地区有6个省累计装机容量超

过100万千瓦，分别是江苏（422万千瓦）、河北（239万千瓦）、浙江（164万千瓦）、山东

（133万千瓦）、安徽（121万千瓦）和山西（113万千瓦）。新疆（含兵团）、内蒙古和江苏

居新增装机前三位，分别为210万千瓦、187万千瓦和165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较

大的地区有浙江（121万千瓦）、江苏（119万千瓦）和广东（57万千瓦）。

　　　　　　2015年3月，国家能源局下发《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指出2015年全

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7.8GW的发展规划，远超2014年14GW的新增装机规划目标以及此

前拟定为15GW的装机目标。尽管最终全国新增并网光伏发电容量只达到10.6GW，约为2014

年规划目标的75.7%，但从规划目标上，已经看出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发展的重视。

　　　　　　除了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发展规划的大幅提高，从2014年开始，国家政府和各地



方政府均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助力光伏行业的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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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单晶硅技术市场份额扩张

　　　　　　　　尽管短期内单晶硅技术无法威胁到多晶硅&ldquo;一统天下&rdquo;的地位，

但受益于屋顶光伏安装量及更高效率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该技术的市场份额会稳步提升。

单晶硅电池全球市场份额比例从2014年24%增长至2015年的27%。

　　　　　　2、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并网光伏储能安装量增长超三倍。光伏发电系统正偏离相对简单的单向流

动系统及大型传统发电系统，逐渐向复杂的小型、分布式组合转移。2015年，并网光伏安装

量（结合储能）有望增长三倍以上，达到775兆瓦。

　　　　　　　　三相串式逆变器占全球太阳能逆变器营收额的三分之一受到核心光伏市场

极具吸引力价格的助力，2015年三相串式逆变器的全球营收额逾22亿美元，占到全球光伏逆

变器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3、产品应用趋势分析

　　　　　　　　分布式光伏系统总安装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高达30%

　　　　　　　　2015年，分布式光伏系统的安装量占到全球总量的30%，从2014年的13.2吉

瓦增至2015年的15.7吉瓦。绝大部分此类规模的分布式项目位于日本。此外，受到净计量政策

与第三方所有权模式的持续助推，2015年美国分布式光伏装机量有望超出2.2吉瓦。

　　　　　　　　我国分布式光伏增速低于预期

　　　　　　　　我国推出雄心勃勃的分布式光伏规划，但实现的可能性很低。市场迅猛的

增势已日渐明朗，扶持政策与商业模式亦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预计2015年，我国分布

式光伏安装量将达4.7吉瓦，较2014年增长约20个百分点。

　　　　　　　　聚光太阳能发电有望加速增长

　　　　　　　　自2015年始，聚光太阳能发电市场将以37%的幅度加速扩张，新增装机量约



达250兆瓦。此外，至2020年，高聚光光伏与低聚光光伏系统的安装量将以每年两位数百分比

的幅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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