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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摘要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最基本元件是太阳电池（片），有单晶硅、多晶硅、非晶硅和薄膜电池

等。目前，单晶和多晶电池用量最大，非晶电池用于一些小系统和计算器辅助电源等。国产
晶体硅电池效率在10－13％左右，国外同类产品效率约12－14％。由一个或多个太阳电池
片组成的太阳能电池板称为光伏组件。2002年全球太阳电池和光伏组件产量约600MW，其
中日本占45％，美国25％，欧洲约22％。日本是光伏产业发展最快的因家，在不到10年的
时间里超过了美国，2001年世界10大太阳电池生产厂，日本就有4家，分别是夏普、京都陶
瓷、三洋和三菱。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制订了“阳光计划”，并采取措施鼓励居民安装太阳能发
电系统，比如部分赠款、无息贷款和“种子基金”等，并以高出普通电价几倍的价格购买居民
家中多余的太阳能电量。

本研究咨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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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海关总署、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对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市场格局与分布、部分地区太阳能光伏发电市
场的发展状况、太阳能光伏发电消费态势等进行了分析。报告重点分析了我国太阳能光伏发
电市场的竞争状况、行业发展形势与企业的发展对策，还对太阳能光伏发电未来发展趋势进
行了研判，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太阳能光
伏发电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依据。
目录
第一章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1.1 2009-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3.1.1 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3.1.2 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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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建筑能源新政策将推动欧洲光伏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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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德国光伏产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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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008年德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2.2.4 2009年德国光伏系统价格及并网光伏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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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2012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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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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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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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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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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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深圳市创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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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投资概况
12.1.1 中国发展光伏发电产业的投资环境分析
12.1.2 太阳能发电与核电投资前景比较
12.1.3 国内太阳能光伏行业面临4万亿投资机会
12.1.4 中国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机会
12.2 光伏产业的投资特性分析
12.2.1 光伏发电的投资特点
12.2.2 光伏发电能耗分析
12.2.3 光伏发电投资经济性
12.2.4 光伏发电的社会效益分析
12.3 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投资风险及建议
12.3.1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要适度发展
12.3.2 进入太阳能光伏市场发展建议
12.3.3 光伏发电投资建议
第十三章 2010-2015年中国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前景与预测分析
13.1 2013-2015年世界光伏发电产业的未来
13.1.1 2013年全球光伏市场规划展望
13.1.2 未来三年欧美仍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市场主流
13.1.3 到2020年太阳能光伏产业将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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