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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光伏行业运行现状及投资预测研究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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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703/50644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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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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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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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前言
光伏（Solar Power）：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Solar power system）的简称，是一种

利用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
，有独立运行和并网运行两种方式。

同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分类，一种是集中式，如大型西北地面光伏发电系统；一种是
分布式（以>6MW为分界），如工商企业厂房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
。
光伏电站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1年全球光伏组件突破50吉瓦，与此同时全球光伏装机量却只有大约25吉瓦，产能严
重过剩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业危机。库存增加、产品价格暴跌，再加上海外对我国光伏产业
的“双反”调查，我国光伏产业骤然进入“寒冬”。按照产业的发展规律，我们认为我国光伏行
业已经进入行业内部淘汰整合的新阶段。

据统计：2014年我国光伏产业市场规模为3649亿元，2015年国内市场规模在4590亿元左
右，较上年同期增长25.8%。
2012-2015年我国光伏产业市场规模走势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本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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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国对光伏行业研究
报告是2015-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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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揭示了中国对光伏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对光伏行业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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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行业概述 1
第一节 光伏概念及特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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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伏概念 1
二、光伏原理 1
三、光伏发电系统 3
四、光伏发电优缺点 4
五、中国太阳能资源分布 6
第二节 光伏产业链分析 8
一、光伏产业技术演进 8
二、晶体硅电池产业链分析 9
三、薄膜电池产业链分析 10
四、光伏产业总体特征 11
第三节 中国光伏产业特征分析 12
一、产业链特征 12
二、价值链特征 13
三、技术链特征 1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6
第二章 光伏产业外部环境分析 17
第一节 政策环境 17
一、国际光伏政策 17
二、中国光伏政策 19
1、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体制

所处行业的主管部门为国家发改委及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主要职责是从宏观上组织拟订产
业发展、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协调解决推广应用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承
担规划项目和生产能力布局的责任；拟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
、政策及措施，衔接平衡需要安排中央政府投资和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专项规划推进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等。工信部主要职责是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行业日常运
行；组织领导和协调振兴行业，编制国家重大技术装备规划，
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等。
2、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
行业法规和政策
颁布
时间
颁布
单位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及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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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
2010.1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光伏、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强化基础配套能力，积极发展以数字化、柔性化及系统集
成
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
2011.3
全国人大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行业要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加强重大技术成套装备
研发和产业化，推动装备制造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
制造转变，推进产品数控化、生产绿色化和企业信息化，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及基础设施等重
点领域所需装备。
2011.6
国家发改
委、 科技部、
工信部、商
务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重点研究开发绿色流程制造技术，高效清洁并充分利用资源的工艺、流程和设备，相应的工
艺流程放大技术，基于生态工业概念的系统集成和自动化技术，流程工业需要的传感器、智
能化检测控制技术、装备和调控系统。
2011.9
商务部、国
家发改委、
科技部、工
信部、财政
部、 环保部、
海关总署
《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鼓励高端装备制造业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研发合作，提升创新能力；支
持高端智能装备等产业在海外投资建厂，开展零部件生产和装备组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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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
国务院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以提高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器件使用寿命和降低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为目标，大力发展太阳
能光伏电池的生产制造新工艺和新装备；积极推动多元化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技术新设备、
新材料的产业化及其商业化发电示范。
2012.2
工信部
《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确定“十二五”光伏产业的经济目标为：光伏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
产品适应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确定的装机容量要求，同时积极满足国际市场发展需要；
推动制订和落实上网电价实施细则，继续实施“金太阳工程”等扶持措施，鼓励光伏企业与电
力系统等加强沟通合作，加快启动国内光伏市场。坚持并网发电与离网应用相结合，以“下
乡、富民、支边、治荒”为目标，支持小型光伏系统、离网应用系统、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
发电系统等应用，开发多样化的光伏产品。通过合理的电价标准、适度的财政补贴和积极的
金融扶持，积极扩大国内光伏市场；在关键配套辅料方面，实现坩埚、高纯石墨、高纯石英
砂、碳碳复合材料、玻璃、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胶、背板、电子浆料、线切割液等国产化。
2012.1
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
《关于做好
2012 年金太阳示范工作的通知》
支持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商业区进行集中建设的用
户侧光伏发电项目，优先支持建设规模较大的集中成片示范项目和已批准的集中应用示范区
扩大建设规模；利用工矿、商业企业既有建筑等条件分散建设的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开展
与智能电网和微电网技术相结合的集中成片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示范；解决偏远无电地区居
民用电问题的独立光伏、风光互补发电等项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光伏重点省份光伏政策 22
第二节 经济环境 23
一、国际经济环境 23
二、中国经济环境 41
三、重点省市经济环境 46
第三节 技术环境 60
一、国际技术环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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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技术环境 6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61
第三章 国内外光伏行业分析 63
第一节 全球整体分析 63
一、发展阶段 63
二、产业规模 65
三、产业分布 67
第二节 中国整体分析 68
一、发展阶段 68
二、产业规模 69
三、产业分布及集群 73
第三节 行业发展特征 75
一、行业经营特征 75
二、行业生产特征 76
1．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要素，产业发展国际化程度高

我国光伏产业充分运用国内外资金、人才两大市场要素，“十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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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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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竞争特征 76
第三节 本章小结 78
第四章 成本、价格及上网电价分析 81
第一节 光伏成本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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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件成本 81
二、系统成本 81
一、组件成本结构 83
二、系统成本结构 83
第三节 光伏上网电价分析 84
一、有效日照利用时间 84
二、核算本假设 86
三、光伏上网电价核算 8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88
第五章 国内外多晶硅行业发展分析 90
第一节 多晶硅产业简介 90

多晶硅，是单质硅的一种形态。熔融的单质硅在过冷条件下凝固时，硅原子以金刚石晶格
形态排列成许多晶核，如这些晶核长成晶面取向不同的晶粒，则这些晶粒结合起来，就结晶
成多晶硅。利用价值：从目前国际太阳电池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发展趋势为单晶硅、多晶
硅、带状硅、薄膜材料（包括微晶硅基薄膜、化合物基薄膜及染料薄膜）。

多晶硅是光伏产业的关键原材料，处于光伏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其工艺任务是将自然界广
泛分布的硅矿提炼为高纯度的多晶硅硅料。相较于硅片组件，多晶硅是光伏制造端壁垒较高
的环节，表现在生产技术复杂、投产周期长等。
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增加值
资料来源： Pvinsights
第二节 全球多晶硅生产概况 90
第三节 中国多晶硅生产概况 91
第四节 全球多晶硅供需分析 94
第五节 全球多晶硅价格分析 94
第六节 本章小结 97
第六章 国内外薄膜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102
第一节 薄膜电池总体分析 102
一、主要优势 102
二、主要劣势 102
第二节 三种商业化薄膜电池分析 103
一、非晶硅（A-SI） 103
二、碲化镉（CDTE） 106
三、铜铟镓硒（CIGS） 110
第三节 全球薄膜电池发展概况 114
一、产业规模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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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厂商 116
三、原材料生产 117
四、生产设备生产 117
第四节 中国薄膜电池发展概况 118
一、产业规模 118
二、主要厂商 119
三、原材料生产 119
四、生产设备生产 120
五、现存问题 120
第五节 薄膜电池投资前景分析 120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21
第七章 光伏产业技术水平分析 122
第一节 晶体硅电池 122
一、多晶硅 122
二、硅片 131
三、电池及组件 134
第二节 薄膜电池 137
第三节 国内外光伏专利分析 138
一、全球太阳能技术专利情况 138
二、中国太阳能专利技术情况 13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42
第八章 国内外光伏市场分析 144
第一节 市场规模 144
一、国际市场规模 144
二、国内市场规模 144
第二节 市场分布 146
第三节 市场结构 149
一、国际市场结构 149
二、国内市场结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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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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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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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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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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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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国电力生产结构
资料来源：中电联
2014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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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G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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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我国分布式光伏占光伏累计装机量的14.03%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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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比为9.19%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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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伏发电统计信息表 省（区、市） 累计装机容量 新增装机容量 其中：光伏电站
其中：光伏电站 总计 4318 3712 1513 1374 北京 16 2 2 2 天津 12 3 3 0 河北 239 212 89
89 山西 113 111 69 68 内蒙古 489 471 187 187 辽宁 16 7 6 3 吉林 7 6 1 黑龙江 2 1 1
上海 21 2 4 江苏 422 304 165 132 浙江 164 42 90 39 安徽 121 89 71 63 福建 15 3 3 3
江西 43 17 4 4 山东 133 89 73 67 河南 41 14 18 7 湖北 49 43 35 35 湖南 29 0 0 0 广东 63
7 11 5 广西 12 5 3 3 海南 24 19 5 5 重庆 0 0 0 0 四川 36 33 30 28 贵州 3 3 3 3 云南 65 63
30 30 西藏 17 17 2 2 陕西 117 112 62 60 甘肃 610 606 93 89 青海 564 564 151 151 宁夏
309 306 92 90 新疆 406 402 131 131 新疆兵团 160 160 79 79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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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关于推动光伏行业发展的部分政策整理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关于进一步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
13/04/15
国家能源局
中东部地区要发挥市场优势，积极开发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资源，做好风能、太阳能、生物
质能和地热能利用的布局工作，落实好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任务。
关于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
20/03/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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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年度发电计划时，优先预留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机组发电空间；风电、
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按照本地区资源条件全额安排发电
关于做好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16/12/14
国家能源局
要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发挥太阳能在新城镇建设和旧城镇升级改造中的作用；要创新
发展机制实现发展模式新突破。结合扩大太阳能利用，探索推动分布式能源利用的新机制
关于做好2014年光伏发电项目接网工作的通知
16/12/14
国家能源局
健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机制；做好光伏项目发电项目并网衔接工作；正确处理实行
规模管理前的光伏发电项目问题继续完善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加强光伏发电接网和并
网运行监管服务
关于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设的通知
21/11/14
国家能源局
在国家能源局已公布的第一批18个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外，增加嘉兴光伏高新区等1
2个园区，共30个国家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
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09/10/14
国家能源局
加强光伏电站规划管理工作；创新光伏电站建设和利用方式；加强电网接入和并网运行管理
；创新光伏电站金融产品和服务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19/11/14
国务院
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到2020年，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左右，光伏发电与电网销售电价相
当。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第四节 行业进出口 156
第五节 市场潜力及趋势 160
一、细分市场潜力 160
二、市场趋势 161
第六节 光伏市场发展规律 161
一、光伏市场需求决定因素 161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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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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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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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中国光伏产业未来投资建议（ZYLYC）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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