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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在当今能源短缺的现状下，各国都加紧了发展光伏的步伐。美国提出“太阳能先导计划”
意在降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使其2015年达到商业化竞争的水平；日本也提出了在202
2年达到28GW的光伏发电总量；欧洲光伏协会提出了“set for 2022”规划，规划在2022年让
光伏发电做到商业化竞争。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对光伏发电的认可度逐渐
提高。

中国也不甘落后，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金太阳示范工程等鼓励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的政策。2013年，在国务院《关于促进光
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下，光伏发电快速发展。

截至2015年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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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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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光伏电池组件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为中国光伏制造业提供
了有效的市场支撑。

随着国内光伏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技术逐步提升，光伏发电成本会逐步下降，未来国
内光伏容量将大幅增加。中国已将新能源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未来10年拟加大对包括
太阳能在内的新能源产业投资，以减少经济对石化能源依赖和降低碳排放。未来五到十年中
国光伏发电有望规模化发展。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态势及十三五发展机会
分析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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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向、市场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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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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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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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太阳能光伏发电概述
1.1 太阳能相关介绍
1.1.1 太阳能简述
1.1.2 太阳辐射与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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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太阳能资源的优缺点
1.2 太阳能的利用
1.2.1 太阳能利用的方式
1.2.2 太阳能利用的四大步骤
1.2.3 太阳能利用的重要技术
1.3 光伏发电介绍
1.3.1 光伏发电原理及分类
1.3.2 光伏发电系统的部件构成
1.3.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介绍
1.3.4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优势
1.3.5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应用
第二章 2014-2016年世界光伏发电产业分析
2.1 2014-2016年世界光伏发电产业规模
2.1.1 产业发展阶段
2.1.2 区域分布格局
2.1.3 电站建设特点
2.1.4 2014年装机规模
2.1.5 2015年装机规模
2.1.6 2016年光伏发电量
2.2 各国光伏财政补贴政策的经验分析
2.2.1 德国经验分析
2.2.2 意大利经验分析
2.2.3 日本经验分析
2.2.4 美国经验分析
2.2.5 国外光伏政策评价
2.3 德国
2.3.1 产业发展特征
2.3.2 行业发展回顾
2.3.3 2014年市场规模
2.3.4 2015年装机规模
2.3.5 2016年发展状况
2.3.6 2016年光伏招标
2.4 日本
2.4.1 产业发展概况
2.4.2 光伏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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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2015年政策动态
2.4.4 上调光伏电站规划
2.4.5 日本光伏市场风险
2.5 美国
2.5.1 市场发展概况
2.5.2 2014年装机规模
2.5.3 2015年装机规模
2.5.4 2016年企业动态
2.5.5 行业竞争力增强
2.5.6 市场前景展望
2.6 英国
2.6.1 产业发展概况
2.6.2 2014年装机规模
2.6.3 2015年发展状况
2.6.4 投资收益分析
2.6.5 市场前景展望
2.7 其他地区
2.7.1 法国
2.7.2 意大利
2.7.3 土耳其
2.7.4 印度
2.7.5 巴西
2.7.6 澳大利亚
第三章 2014-2016年中国光伏发电产业分析
3.1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分析
3.1.1 产业链简析
3.1.2 产业链的产能配套
3.1.3 产业链的空间布局
3.1.4 产业链的时间扩张
3.1.5 产业链辅料分析
3.2 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概况
3.2.1 产业发展优势显著
3.2.2 并网发电综合解析
3.2.3 行业发展格局分析
3.2.4 行业推广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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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商业模式发展路径
3.3 2014-2016年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规模
3.3.1 2014年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3.3.2 2014年光伏电站区域分布
3.3.3 2015年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3.3.4 2015年光伏发电区域分布
3.3.5 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
3.3.6 2016年光伏发电发展动态
3.4 2014-2016年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3.4.1 光伏发电政策解读
3.4.2 规范光伏电站建设
3.4.3 力推光伏企业整合
3.4.4 助力光伏发电消纳
3.4.5 国家光伏扶贫政策
3.5 风力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结合发展
3.5.1 风光互补发电的主要特点
3.5.2 国外风光互补发电研究状况
3.5.3 中国风光互补发电研究状况
3.5.4 风光互补发电需解决的问题
3.6 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发展
3.6.1 光电建筑应用的重要意义
3.6.2 光伏建筑一体化研究进展
3.6.3 光伏建筑发展的鼓励政策
3.6.4 中国光电建筑一体化进展
3.6.5 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困境
3.6.6 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建议
3.7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7.1 发展模式之争
3.7.2 主要制约因素
3.7.3 未来发展挑战
3.7.4 产业发展思路
3.7.5 政策措施建议
第四章 2014-2016年分布式光伏发电业综合分析
4.1 分布式光伏发电相关概述
4.1.1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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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特点
4.1.3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影响
4.2 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业发展综述
4.2.1 发展路径分析
4.2.2 规模快速增长
4.2.3 产业发展态势
4.2.4 区域分布格局
4.2.5 机遇与挑战并存
4.3 2014-2016年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行分析
4.3.1 2014年装机容量
4.3.2 2015年发展状况
4.3.3 2016年装机规模
4.4 2014-2016年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支持政策分析
4.4.1 分布式光伏发电政策汇总
4.4.2 分布式光伏补贴政策
4.4.3 规范分布式光伏发展
4.4.4 推动分布式示范区建设
4.4.5 新电改利好分布式光伏
4.4.6 分布式光伏发电成为扶贫重点
4.5 影响分布式光伏发电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4.5.1 发电成本
4.5.2 自用比例
4.5.3 电费结算
4.5.4 融资问题
4.6 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前景分析
4.6.1 分布式光伏发电前景可期
4.6.2 分布式光伏发电需求预测
第五章 2014-2016年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区域发展分析
5.1 内蒙古
5.1.1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1.2 光伏发电利用效率
5.1.3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1.4 光伏发电发展隐忧
5.1.5 光伏发电扶持政策
5.1.6 光伏发电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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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青海省
5.2.1 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5.2.2 光伏发电产业状况
5.2.3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2.4 光伏发电扶持政策
5.2.5 光伏产业获信贷支持
5.3 宁夏自治区
5.3.1 光伏发电资源条件
5.3.2 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5.3.3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3.4 光伏发电利用效率
5.3.5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3.6 光伏电站地方标准
5.4 江苏省
5.4.1 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5.4.2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4.3 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
5.4.4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4.5 光伏发电发展模式
5.4.6 光伏发电扶持政策
5.5 甘肃省
5.5.1 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5.5.2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5.3 光伏发电发展模式
5.5.4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5.5 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5.6 河北省
5.6.1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6.2 光伏发电并网消纳
5.6.3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6.4 光伏发电扶持政策
5.6.5 光伏发电前景展望
5.7 山东省
5.7.1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7.2 光伏发电产业现状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5.7.3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7.4 光伏发电扶持政策
5.7.5 光伏发电发展模式
5.8 浙江省
5.8.1 光伏发电获信贷支持
5.8.2 鼓励分布式光伏发电
5.8.3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8.4 光伏发电项目动态
5.8.5 光伏发电建设困境
5.8.6 光伏发电规划目标
5.9 其他地区
5.9.1 新疆
5.9.2 河南省
5.9.3 江苏省
5.9.4 湖北省
5.9.5 江西省
5.9.6 广东省
5.9.7 海南省
第六章 2014-2016年光伏发电技术分析
6.1 世界纳米太阳能电源研制技术动向
6.1.1 光电化学太阳能电池
6.1.2 NPC电池的结构、原理及性能分析
6.1.3 染料光敏化剂研发进展
6.1.4 染料光敏化剂的分类及性能
6.1.5 NPC电池现存主要问题与对策
6.2 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分析
6.2.1 “采用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产生概况
6.2.2 “采用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概念和特点
6.2.3 与“平板固定式光伏发电系统”的经济性比较
6.2.4 “采用数倍聚光的光伏发电系统”的其他独特优点
6.3 光伏发电技术发展及动向
6.3.1 中国光伏发电技术水平大幅提升
6.3.2 光伏发电系统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
6.3.3 中国自主研发4倍聚光光伏发电技术
6.3.4 中国聚光光伏发电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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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高倍聚光光伏电池研究开发状况
6.3.6 中国新一代光伏发电技术实现突破
6.3.7 我国光伏并网关键技术取得新进展
6.3.8 光伏发电的并网技术解析
6.4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发展趋势
6.4.1 国际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趋势
6.4.2 未来五年多倍太阳能电池功率将可提升
6.4.3 中国未来光伏发电技术的发展趋势
6.4.4 中国太阳能发电技术的两大趋向
第七章 2014-2016年光伏电池产业分析
7.1 太阳能电池简介
7.1.1 光电转换原理
7.1.2 太阳能电池及材料
7.1.3 太阳能电池应用领域
7.1.4 太阳能电池的应用历程
7.2 2014-2016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分析
7.2.1 产业发展规模
7.2.2 产品结构分析
7.2.3 企业竞争格局
7.2.4 市场需求状况
7.3 2014-2016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概况
7.3.1 行业发展回顾
7.3.2 产量规模状况
7.3.3 对外贸易状况
7.3.4 产品研发进展
7.4 2014-2016年光伏电池原材料市场分析
7.4.1 多晶硅产业发展综述
7.4.2 多晶硅产业集中度上升
7.4.3 2014年多晶硅行情分析
7.4.4 2015年多晶硅产能分析
7.4.5 2016年多晶硅市场状况
7.4.6 多晶硅行业面临的挑战
7.4.7 多晶硅产业发展策略探讨
7.5 太阳能电池产业前景及趋势分析
7.5.1 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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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未来太阳能电池发展趋向
7.5.3 未来太阳能电池价格走势
第八章 2014-2016年光伏发电上市公司经营状况
8.1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Yingli Green Energy）
8.1.1 企业发展概况
8.1.2 2014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1.3 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1.4 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2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Trina Solar）
8.2.1 企业发展概况
8.2.2 2014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2.3 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2.4 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3 CSI阿特斯（Canadian Solar Inc.）
8.3.1 企业发展概况
8.3.2 2014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3.3 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3.4 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4 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Hanwha Solar）
8.4.1 企业发展概况
8.4.2 2014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4.3 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4.4 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5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8.5.1 企业发展概况
8.5.2 2014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5.3 2015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5.4 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8.6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1 企业发展概况
8.6.2 经营效益分析
8.6.3 业务经营分析
8.6.4 财务状况分析
8.6.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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