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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25-2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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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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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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随着光伏发电行业快速发展、产业技术不断革新、核心部件的研发能力、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我国光伏发电已逐渐迈入平价上网新阶段，装机容量得到大幅增长，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2024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277.17GW��，同比增长28%；累计装机容量达到885.7 G
W，同比增长45.32%。其中受益于政策推动、光伏技术进步和需求增长，我国分布式光伏
新增装机容量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预计未来，分布式光伏发电将
在家庭、工业、公共设施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光伏发电的发展主要方向。同时，因光
伏发电的波动性特征产生的“弃光问题”日益凸显，储能系统的运用将成为光伏大规模应用、
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要素。

一、行业相关定义及其分类
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一种技术。主要由太
阳电池板（组件）、控制器和逆变器三大部分组成，主要部件由电子元器件构成。太阳能电
池经过串联后进行封装保护可形成大面积的太阳电池组件，再配合上功率控制器等部件就形
成了光伏发电装置。
光伏发电主要分为集中式光伏发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三种类型。这
三种类型的光伏发电系统各有优势，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需求。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凭借
“就地开发、就近利用”特征优势得到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电力供应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与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发展态势已经基本持平。
光伏发电主要类型 类型 相关概述 集中式光伏发电 集中式光伏发电是指在大型光伏电站中，
将大量光伏组件集中安装在一起，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再并入电网供电。这
种发电方式具有规模大、效率高、维护方便等优点，适用于土地资源丰富、光照条件好的地
区。集中式光伏发电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光伏发电方式，对于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分布式光伏发电 分布式光伏发电是指将光伏组件分散安装
在用户侧，如居民屋顶、工商业建筑等，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发电方式。这种发电方
式具有灵活性高、占地面积小、投资收益快等优点，适用于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分布式光
伏发电不仅可以降低用户的电费支出，还可以缓解电网供电压力，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 光伏建筑一体化是一种将光伏组件与建筑材料相结合的新
型发电方式。通过将光伏组件集成到建筑外墙、屋顶等部位，实现建筑自身的发电功能。这
种发电方式不仅具有节能环保、美观实用的特点，还可以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整体价
值。BIPV是未来建筑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对于推动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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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已迈入平价上网新阶段，装机容量大幅增长
近年来随着光伏发电行业快速发展、产业技术不断革新、产业链上下游竞争加剧，光伏组件
、光伏逆变器等光伏发电系统核心部件的研发能力、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进而使得新建光伏
发电项目成本不断下降。例如多晶硅生产全成本降至60元/kg以下，领先企业降至50元/kg以
下。2019年企业单晶PERC组件成本降至1.31元/W左右，光伏发电系统初始全投资成本降
至4.55元/W左右，度电成本降至0.28-0.5元/kWh，2020年光伏发电系统初始全投资成本可
下降至4.30元/W左右。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观研天下整理
另外，2024年，我国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LCOE）已降至0.15-0.24元/kWh。可见，目前
我国光伏发电已逐渐迈入平价上网新阶段，行业已由补贴支撑发展转为市场平价发展，已从
政策驱动发展的阶段转向市场驱动发展的阶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受国家政策的引导、技术进步的推动、成本不断的下降下以及应用领域的拓宽，我国光伏发
电市场也实现了快速发展，装机容量得到大幅增长，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数据显示，
2024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277.17GW��，同比增长28%；累计装机容量达到885.7 G
W，同比增长45.32%，创下历史新高。预计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推行，以及光
伏发电成本的进一步降低，我国光伏发电行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观研天下整理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已成为光伏发电的主要方向
分布式光伏发电特指在用户场地附近建设，运行方式以用户侧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且
在配电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光伏发电设施。分布式光伏发电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广阔发展
前景的发电和能源综合利用方式，它倡导就近发电，就近并网，就近转换，就近使用的原则
，充分利用当地太阳能资源，替代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同等规模光伏电
站的发电量，同时还有效解决了电力在升压及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题。预计未来，分布式光
伏将在家庭、工业、公共设施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观研天下整理
近年来，受益于政策推动、光伏技术进步和需求增长，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快速增
长。到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已经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截至2024年底，分布式光伏
发电的累计装机容量已达到惊人的3.7亿千瓦（374.78GW），是2013年底的121倍。这不仅
使其占全部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的42%，还占据了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11%。在新增装机方
面，2024年分布式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1.2亿千瓦（118.18GW），占当年新增光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伏发电装机的43%。此外，2024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量达到了3462亿千瓦时，占光伏发电总
量的41%。这数据表明，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已经成为中国电力供应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对于促进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观研天下整理
未来分布式光伏将成为光伏发电的主流趋势。例如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正式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10GW以上，分布式光伏发电要达到 60GW 以上的装机规模，占比约
55%，体现国家侧重发展分布式光伏的政策导向。
2022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等九部联合发文《“十四五”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围绕分布式光伏市场的发展，提出“城镇屋顶光伏行动”和“千家万户沐光行动
”两大行动。
“城镇屋顶光伏行动”，重点推动可利用屋顶面积充裕、电网接入和消纳条件好的市政、工业
、商业等建筑屋顶发展分布式光伏，提高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覆盖率。
“千家万户沐光行动”，旨在统筹乡村屋顶资源、村集体集中场地开展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
形成收益共享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分布式光伏应用空间进一步扩
大。
2025年1月2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
），明确项目新老划断并允许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余电上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持续快速增长，接网消纳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
，迫切需要调整管理思路，推动源网荷储协同发力，促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四、“光储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趋势
“光储一体化”指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增加储能逆变器、储能电池等储能系统设备，有效解决光
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大、可调控性低的弊端，解决发电连续性和用电间断性之间的矛盾，
实现电力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稳定运行。预计随着光伏装机量的快速增长，因光伏
发电的波动性特征产生的“弃光问题”日益凸显，储能系统的运用将成为光伏大规模应用、能
源结构转型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我国电化学储能行业的累计装机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数据显示，2023年底
，国内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25005MW/50864MWh。到2024年国内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约
为27554MW/56216MWh。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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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锂离子电池仍占据已投运电化学储能技术应用主导地位。截至2023年底，累计投运的
锂离子电池项目总能量48.77GWh，占比95.89%，其次为铅酸/铅炭电池、液流电池，占比
分别为2.26%、1.02%。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观研天下整理（WW）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图表均为样式展示，具体数据、坐标轴与数据标签详见报告正文。
个别图表由于行业特性可能会有出入，具体内容请联系客服确认，以报告正文为准。
更多图表和内容详见报告正文。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25-2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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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的权威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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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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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一、中国�光伏发电�行业需求规模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需求特点
第五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六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分析
第六章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及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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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图解
第二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一、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二、上游产业对�光伏发电�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四、下游产业对�光伏发电�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第七章 2020-2024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一、企业区域分光伏发电特征
二、企业规模分光伏发电特征
三、企业所有制分光伏发电特征
第八章 2020-2024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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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SWOT分析
一、SWO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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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威胁
六、中国�光伏发电�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 中国�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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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九章 2020-2024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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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发电�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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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2025-2032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价格影响因素与走势预测
第十章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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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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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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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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2020-2024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光伏发电�行业区域市场分光伏发电的因素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区域市场分光伏发电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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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东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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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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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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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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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光伏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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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5-2032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光伏发电预测
第十二章 �光伏发电�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可能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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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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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企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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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企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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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企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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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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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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企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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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企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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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企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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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企业九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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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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企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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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展望、结论与建议】
第十三章 2025-2032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四章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光伏发电�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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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光伏发电�行业品牌营销策略分析
一、�光伏发电�行业产品策略
二、�光伏发电�行业定价策略
三、�光伏发电�行业渠道策略
四、�光伏发电�行业推广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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