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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4-2031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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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户用光伏具有环保节能、投资回报高和可持续的发展收益性，加上近几年政策的支持，我国
户用光伏迅速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增并网容量12893.6
，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6179.4万千瓦，分布式光伏6714.1万千瓦，而在分布式光伏中户用光
伏为3297.7万千瓦。而截止2023年9月底累计并网容量为52039.4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
电站为29513.4万千瓦，分布式光伏为22526.0万千瓦，其中户用光伏为10499.7万千瓦。
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光伏发电建设运行情况（单位：万千瓦） 集中式光伏电站 分布式光伏
户用光伏 总计 新增并网容量 6179.4 6714.1 3297.7 12893.6 累计并网容量 29513.4
22526.0 10499.7 52039.4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整理
从上述数据来看，户用光伏已经成为了分布式光伏的主要部分。目前相关光伏企业也在纷纷
布局户用光伏市场，比如说天合光能、阳光电源、正泰电器等企业，而这些企业在近期发布
了分拆子公司上市的计划，而其中天合光能和正泰电器子公司正泰安能、天合富家都更加注
重户用光伏领域，在今年9月正泰安能就注册申请获上交所受理，目前上市申请按既定流程
进行审核；在6月天合富家也在江苏证监局进行辅导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
政策方面，为大力发展户用光伏，我国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政策，如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采用分布式储能、“光伏+储
能”等模式推动能源供应多样化，提升能源电子产品在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型基
础设施领域的应用水平。
我国户用光伏行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1年5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部门 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 构建县城绿色低碳能
源体系，推广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智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清洁
化水平，推广综合智慧能源服务，加强配电网、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 2021年5月 国家能源局 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1年户
用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财政补贴预算额度为5亿元，度电补贴额度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发
布的2021年相关政策执行，项目管理和申报程序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9〕49号）有关要求执行。在确保安全
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户用光伏项目配备储能。户用光伏发电项目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消纳
。 2022年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健全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鼓励分
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主体与周边用户直接交易，完善微电网、存量小电网、增量配电网
与大电网间的交易结算、运行调度等机制，增强就近消纳新能源和安全运行能力。
2022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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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政策的通知 组织实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实施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建设，鼓励中东部地区发展分布式光伏，推进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海
上风电发展，带动太阳能电池、风电装备产业链投资。 2022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鼓
励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支持农民利用自有建筑屋顶建设户用光伏，积极推进乡村分散式风电开
发。 2023年1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 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采用分布
式储能、“光伏+储能”等模式推动能源供应多样化，提升能源电子产品在5G基站、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水平。 2023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乡村振兴局
关于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的指导意见 统筹可再生能源开发、农村负荷增长等情况，
在深入挖掘消纳潜力基础上，有序推进农村电网建设改造，提升农村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承载能力，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多元化负荷的安全可靠、灵活高效接入，促进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就近消纳。 2023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 支持光伏设备制造企业通过自主回收、
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模式，建立分布式光伏回收体系。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动户用光伏行业的发展，比如云南省发布的《云南省绿色
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分布式光伏建设，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增量配电网
试点园区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大力发展户用光伏。
部分省市户用光伏行业相关政策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吉林省 2022年7月
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开展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因地制宜
发展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农光互补、渔光互补，推进“光伏+设施农业”等低碳农业模
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2年8月 广西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 加快负荷中心及周边地区分散
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加快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户沐光行动”。积极
推动工业园区等屋顶光伏开发利用，开展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安徽省 2022年10月 合肥市进一步促进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 符合国家和
行业标准及政策要求，2022年1月1日后建成并网的，且并网规模100千瓦及以上的屋顶光伏
发电项目（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可联合申报）、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含工商业建筑屋顶、车
棚顶、光电瓦屋顶、光电幕墙和光电采光顶等光伏发电项目）。给予投资主体不超过0.2元/
瓦、0.4元/瓦一次性补贴，同一项目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广东省 2022年10月
深圳市关于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支
持新建分布式光伏接入深圳市虚拟电厂管理云平台，开展以电网企业为聚合商，分布式光伏
参与绿色电力市场交易试点。推进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建设。探索适应城市光伏等新能源发展
的微电网技术及运营管理体制，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储能设施搭建微电网。对利用分布式
能源、储能装置和可控负荷组成的微电网示范项目，按项目总投资的20%给予资助，最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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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元。 天津市 2022年12月 天津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推广高效节能空调、照明器具
、电梯等用能设备以及太阳能热水器、分布式光伏、空气热泵等清洁能源设备在建筑领域的
应用。 云南省 2022年12月 云南省绿色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推进分布式光伏建设，在工业
园区、经济开发区、增量配电网试点园区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大力发展户用光伏
。 山西省 2022年12月 太原市招商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加快光伏规模化开发。坚持集中式
和分布式相结合因地制宜推动太阳能资源高效利用。分布式项目投资补贴：对大型公共建筑
、新建厂房、商业楼宇、办公建筑、交通场站等大型商用及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按批
复时限完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项目，按投资额的1％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对
分散式风电，按批复时限完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项目，按投资额的0.5％补贴，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 河南省 2023年7月
河南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打
造沿黄百万千瓦级高质量风电基地，有序推进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建设郑汴洛濮氢走廊和
郑州、开封、濮阳、周口4个千万平方米地热供暖规模化利用示范区。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在政策支持下，我国户用光伏并网容量不断增长，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户用光伏电站当
年并网装机容量从 2019年的 4.18GW 达到 2022 年的 25.25GW，复合增长率达 82.12%。
现如今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户用光伏继续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势
头，而行业的发展也可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乡村振兴两大国家重大战略的实现，因此户
用光伏行业也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从2023年前三季度各省市户用光伏建设情况来看，新增并网容量最高的是山东省、河南省
和河北省，这三个省市在全国总量占比接近60%。从地区发布来看，目前我国户用光伏市场
重心往南方区域发展，特别是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增长迅速，在2022年江西户用
光伏新增并网容量只有96.6万千瓦，而在2023年前三季度户用光伏新增并网容量就达到了2
98.3万千瓦。在应用场景方面，阳光房类型的比重迅速上升，从开始的10%上升到了40%，
而在部分地区户用装机项目中阳光房类型比重甚至可能达到了80%—90%。
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各省市户用光伏建设情况（单位：万千瓦） 省市
户用光伏新增并网容量 户用光伏累计并网容量 山东 387.6 2447.8 河南 851.9 2083.8 河北
170.4 1666.1 安徽 387.9 895.5 江苏 340.2 652.2 江西 298.3 499.9 山西 128.1 417.2 福建
123.5 295.4 湖南 159.8 273.1 浙江 17.3 221.2 湖北 113.5 211 广东 60.1 199.1 陕西 86.6
182.9 辽宁 79.7 164.4 内蒙古 20.6 43.2 吉林 10.3 33.4 北京 1.1 32.3 天津 14.8 31.7
黑龙江 17.3 29.5 上海 1.5 20.8 海南 9.9 19.6 云南 6.4 18.1 广西 4 17.6 甘肃 3.3 14.9 四川
1.8 12.5 宁夏 0.6 4.4 重庆 0.7 4.1 新疆 0.3 3.4 青海 0 2.4 贵州 0.2 2.3 总计 3297.7
10499.7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企业竞争方面，在2023年上半年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达到了198GW，其中户用光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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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为95GW，占据了分布式光伏市场等一半。而从市场来看，目前我国户用光伏市场除了正
泰安能、天合富家等传统企业之外，还有阿特斯、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特变电工
、东方日升等光伏企业都开始布局了户用光伏产品。
我国户用光伏行业相关企业情况
公司简称
成立时间
户用光伏产品/品牌
竞争优势
正泰安能
2015年
安能、光伏星
客户优势：截至目前，正泰安能累计用户数突破100万户。
业务优势：已和11家国央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展深度合作。双方共同成立合资平台公司
，开发整县推进业务。
天合富家
2016年
点金刚、美好芯、阳光棚
业务优势：天合富家围绕品牌、产品、服务三大核心战略建立了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安
装售后、智能运维为一体的完整体系，构建了数字化、全渠道的生态网络。
研发优势：天合光能汇聚了以海内外优秀科研人员为骨干的技术创新队伍，与世界一流的研
发和认证测试机构合作，引领中国光伏企业开启了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先河，成为全球太阳
能行业的创新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发明专利居中国光伏企业前列。
阿特斯 (688472)
2009年
Sungarden(太阳花园)
专利优势：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获授权的主要专利共2044项,其中境内专利1977项(
包括发明专利276项)和境外专利67项(包括发明专利27项),专利数量处于行业前列。
规模优势：目前公司已在境外设立 16 家销售公司,客户覆盖全球,已成为日本、印度、澳大
利亚、美国、巴西和部分欧洲国家主要的组件供应商。
阳光电源(300274)
2007年
阳光家庭
产品优势：公司核心产品光伏逆变器先后通过TüV、CSA、SGS等多家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
认证与测试,已批量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2年12月底,公司在全球市场已累
计实现逆变设备装机超34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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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优势：自1997年成立以来,公司始终专注于新能源发电领域,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培育了一支研发经验丰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专业研发
队伍;先后承担了20余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主持起草了多项国家标准,是行业内为数极少
的掌握多项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之一。
锦浪科技 (300763)
2005年
锦浪智慧
资质优势：公司研发团队多人在逆变器领域拥有超过10年以上的技术研发经验与工程设计经
验,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以及国家第二
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建有企业院士工作站。
产品优势：公司产品畅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
、印度、墨西哥、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等地设立全球办事处和技术售后服务中心。
固德威 (688390)
2010年
电乐多
资质优势：公司先后获得“江苏省名牌产品”、“苏州市名牌产品”、连续五年蝉联莱茵TüV质
胜中国优胜奖”等多项荣誉和资质。
营销服务优势：公司在全球构建了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境内营销业务以区域为单位划分为
四个营销大区,每个区均设有不同数量的营销代表和技术支持人员,便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一体化的服务,覆盖全国主流的新能源企业。
特变电工 (600089)
1993年
特变益家
资质优势：先后荣获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奖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4项、
二等奖3项,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特等奖9项,荣获各类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专利奖200余项
。
专利优势：累计获得专利、技术秘密、软件著作权等超过2012项;参与了国内外标准制修订2
10项其中包含IEC两项。
东方日升 (300118)
2002年
升阳光
销售优势：东方日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办事处和分公司并且建立起全球销售网络,如中国、
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印度、美国、日本等,旨在为全球提供绿色新能源。
产品优势：公司拥有超过45项主营业务核心技术,且建立了独立的国家级光伏实验室,该实验
室获得国际CNAS认证,可按照IEC61215.IEC61730-2、UL1703进行54个项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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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从企业业绩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阿特斯营业收入为391.19亿元，同比增长17.05%；归母
净利润为28.40亿元，同比增长126.02%；阳光电源营业收入我464.15亿元，同比增长108.8
5%，归母净利润72.23亿元，同比增长250.53%；锦浪科技营业收入为46.41亿元，同比增
长11.39%，归母净利润为7.52亿元，同比增长6.84%。
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户用光伏相关企业营业收入 公司简称 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 阿特斯 (688472) 391.19亿元 17.05% 28.40亿元 126.02% 阳光电源(300274)
464.15亿元 108.85% 72.23亿元 250.53% 锦浪科技 (300763) 46.41亿元 11.39% 7.52亿元
6.84% 固德威 (688390) 56.50亿元 93.80% 8.93亿元 224.49% 特变电工 (600089)
736.56亿元 4.72% 93.76亿元 -15.37% 东方日升 (300118) 280.17亿元 33.27% 12.79亿元
71.18%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整体来看，我国户用光伏行业发展时间尚短，市场参与者较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尽管如
此，但随着近几年央国企纷纷下场和头部民企跑马圈地，整个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央国企、头
部民企和其他中小企业三方割据的局面 。（XD）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具体内容请以报告正文为准。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4-2031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目录大纲】
第一章 2019-2023年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户用光伏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户用光伏行业相关定义
二、户用光伏特点分析
三、户用光伏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四、户用光伏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2、采购模式
3、销售/服务模式
五、户用光伏行业需求主体分析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户用光伏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户用光伏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户用光伏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户用光伏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户用光伏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户用光伏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二章 2019-2023年全球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全球户用光伏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全球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亚洲户用光伏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北美户用光伏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欧洲户用光伏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4-2031年世界户用光伏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 2024-2031年全球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第二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对户用光伏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三、主要行业标准
第四节政策环境对户用光伏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五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户用光伏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的因素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解析
第三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一、中国户用光伏行业需求规模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需求特点
第五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五章 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产业链和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户用光伏行业产业链图解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一、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二、上游产业对户用光伏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四、下游产业对户用光伏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我国户用光伏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细分市场二

第六章 2019-2023年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户用光伏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一、企业区域分布特征
二、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三、企业所有制分布特征

第七章 2019-2023年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SWOT分析
一、SOW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五、行业威胁
六、中国户用光伏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9-2023年中国户用光伏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户用光伏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户用光伏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第十章 2019-2023年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户用光伏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户用光伏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户用光伏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户用光伏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八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九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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