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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前言
截至2016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7742万千瓦，新

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其中，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6710万千瓦，分布式累计
装机容量1032万千瓦。全年发电量662亿千瓦时，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1%。
2013-2016年我国分布式光伏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2016年底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占比达到13.33%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2016年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占比达到13.33%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本分布式光伏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
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咨询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
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分布式光伏
行业研究报告是2017-2018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
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咨询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
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
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
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分布式光伏相关概述 1
1.1 分布式光伏发电概念界定 1
1.1.1 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 1
1.1.2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1
1.1.3 与集中式发电的对比 1
1.2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相关介绍 2
1.2.1 分布式光伏电站定义 2
1.2.2 分布式光伏电站优势 3
1.2.3 电站逆变器使用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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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布式光伏的应用与影响 5
1.3.1 分布式光伏应用领域 5分布式光伏应用领域
序号
应用领域
主要内容
1
用户太阳能电源
（1）小型电源10-100W不等，用于边远无电地区如高原、海岛、牧区、边防哨所等军民生
活用电，如照明、电视、收录机等；（2）3-5KW家庭屋顶并网发电系统；（3）光伏水泵
：解决无电地区的深水井饮用、灌溉。
2
交通领域
如航标灯、交通/铁路信号灯、交通警示/标志灯、宇翔路灯、高空障碍灯、高速公路/铁路无
线电话亭、无人值守道班供电等。
3
通讯/通信领域
太阳能无人值守微波中继站、光缆维护站、广播/通讯/寻呼电源系统；农村载波电话光伏系
统、小型通信机、士兵GPS供电等。
4
石油、海洋、气象领域
石油管道和水库闸门阴极保护太阳能电源系统、石油钻井平台生活及应急电源、海洋检测设
备、气象/水文观测设备等。
5
家庭灯具电源
如庭院灯、路灯、手提灯、野营灯、登山灯、垂钓灯、黑光灯、割胶灯、节能灯等。
6
光伏电站
10KW-50MW独立光伏电站、风光（柴）互补电站、各种大型停车厂充电站等。
7
建筑
太阳能建筑将太阳能发电与建筑材料相结合，使得未来的大型建筑实现电力自给，是未来一
大发展方向。
8
其他领域
（1）与汽车配套：太阳能汽车/电动车、电池充电设备、汽车空调、换气扇、冷饮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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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阳能制氢加燃料电池的再生发电系统；（3）海水淡化设备供电；（4）卫星、航天器
、空间太阳能电站等。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3.2 主要发电应用形式 6
1.3.3 对电网的影响分析 6
第二章 2014-2016年全球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分析 8
2.1 美国 8
2.1.1 分布式光伏政策背景 8
2.1.2 分布式光伏发展规模 10
2.1.3 SOLAR CITY商业模式 12
2.1.4 第三方模式案例分析 14
2.1.5 分布式光伏前景展望 16
2.2 日本 17
2.2.1 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背景 17
2.2.2 光伏补贴政策发展情况 17
2.2.3 日本分布式光伏发展现状 18
2.2.4 分布式光伏发电将成主导 20
2.2.5 东京屋顶光伏发电目标 21
2.3 其他 21
2.3.1 亚非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部署 21
2.3.2 德国分布式发电发展综述 22
2.3.3 英国分布式发电市场规模 24
2.3.4 澳洲分布式光伏应用现状 24
2.3.5 台湾地区分布式光伏发展 26
第三章 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8
3.1 经济环境 28
3.1.1 国民经济运行综述 28
3.1.2 能源经济发展态势 45
3.1.3 工业经济运行良好 46
3.1.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50
3.1.5 宏观经济发展走势 51
3.2 能源环境 54
3.2.1 能源行业发展迅速 54
3.2.2 能源消费规模现状 55
3.2.3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55
3.2.4 清洁能源投资强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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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分布式能源发展向好 56
3.3 并网环境 57
3.3.1 国内并网要求与规定 57
3.3.2 光伏并网规模分析 59
3.3.3 分布式光伏并网状况 59
3.3.4 电改促进并网消纳 59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分析 61
4.1 2014-2016年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61
4.1.1 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 61

截至2016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7742万千瓦，新
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其中，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6710万千瓦，分布式累计
装机容量1032万千瓦。全年发电量662亿千瓦时，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1%。
2013-2016年我国分布式光伏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2016年底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占比达到13.33%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2016年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占比达到13.33%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2016年光伏发电统计信息表 省（区、市） 累计装机容量（万千瓦）
新增装机容量（万千瓦） 其中：光伏电站 其中：光伏电站 总计 7742 6710 3454 3031
北京 24 5 8 3 天津 60 48 47 44 河北 443 404 203 192 山西 297 284 183 172 内蒙古 637
637 148* 166 辽宁 52 36 36 29 吉林 56 51 49 45 黑龙江 17 12 15 11 上海 35 2 14 0 江苏
546 373 123 70 浙江 338 131 175 88 安徽 345 267 225 178 福建 27 11 12 8 江西 228 171
185 154 山东 455 336 322 247 河南 284 248 244 234 湖北 187 167 138 124 湖南 30 0 1 0
广东 156 68 92 61 广西 18 9 6 4 海南 34 24 10 5 重庆 0.5 0 0 0 四川 96 90 60 57 贵州 46
46 43 43 云南 208 208 144* 145 西藏 33 33 16 16 陕西 334 322 217 210 甘肃 686 680 76
74 青海 682 682 119 118 宁夏 526 505 217 199 新疆 862 862 329* 333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4.1.2 分布式光伏区域分析 64
4.1.3 东部地区产业高速发展 65
4.1.4 企业布局分布式光伏市场 66
4.1.5 分布式光伏市场竞争现状 67
4.2 2014-2016年农村分布式光伏发展分析 68
4.2.1 农村分布式光伏建设优势 68
4.2.2 政策利好农村分布式光伏 70
4.2.3 电改促进分布式光伏发展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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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农村光伏扶贫现状区域分析 73
4.2.5 农村分布式光伏问题分析 75
4.3 2014-2016年分布式风光互补系统分析 76
4.3.1 分布式风光互补系统定义 76
4.3.2 分布式风光互补优势分析 77
4.3.3 分布式风光互补应用案例 77
4.3.4 农村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79
4.4 互联网+分布式光伏的融合发展分析 79
4.4.1 “互联网+”促进分布式能源开发 79

能源互联网，强调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新能源与分布式能源）和互联网的融合发展，这将
颠覆传统的能源系统，并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的供给和安全问题，将助推新一次能源革命的崛
起。我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中还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类型以及传统电网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发展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互联互通的能源互联网将是大势所趋。能源互联网等技术进步
（能源革命的外因）将会是新能源发展的催化剂或推动力量。
能源互联网互动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能源互联有几个特点：

第一，电气化。在我国终端用能中，电力只占了20%，这个比例还需要提高，能源电气化
是分布式能源必然的发展方向。

第二，低碳化。煤电属于高碳，如果要实现能源低碳化，首要的就是实现电力电源的低碳
化，而且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要提高。我国2014年非化石能源占到12%，计划2020年要提高
到15%，2030年要达到20%。2015年，在终端能源中，电力中的非化石能源比例只达到25
%，这个比例要提高上去。原因有两点，一是缓解大气污染。大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煤炭石
油的燃烧，燃烧产生的颗粒物占到整个颗粒物的三分之二以上。二是缓解气候变化。二氧化
碳等的浓度不断的、大幅度增加，带来了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原因也是由于煤炭和石油的
燃烧。虽然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是两个概念，但却是同根同源的。所以要逐步减少化石能源
的使用，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对于电力来说，逐渐要让非化石能源电力占主角。

第三，智能化。在电力系统中，智能化为提高能效管理提供了可能性。信息技术、大数据
技术的发展将给的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也让有条件和需求实现分布式能源管理的智能化
。

另外，分布式能源网络需要与智能电网相结合。首先，传统集中式电网仍然需要，但也一
定要注重发展分布式的低碳能源网络，它可以与大电网进行相互补充。长期以来，我国都是
集中式的电网，但随着可再生能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电网应运而生。随着分布式太阳
能和风能的发展，家家户户都可以成为能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发展分布式的低碳能源网络很有必要。未来我国会有十个甚至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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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的城镇化率的增加，城镇化以后，农民变成了市民，生活质量都会提高，包括留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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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碳能源网络，将集中式电网与分布式网络相结合，包括农网改造也要注重发展分布式网
络，多使用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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