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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业深度调研与发展策略咨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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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ogao.chinabaogao.com/fangdichang/859518595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6800元    纸介版：7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2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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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示
通过对光电建筑行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结合国家统计局、工商、税务、海关、各级行业
协会及专业调研机构等部门的数据、资料以及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采用文案调研
、电话访谈、实地调研等多种调研方式，以“数据+图表+论述”的形式，对光电建筑行业的发
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在此基础上对光电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层次、多角
度的分析、预测和论证。
 
（报告以具体数据为基础，辅助以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在深入挖掘数据蕴含的内在规律
和潜在信息同时采用统计图表、分析图示等多种形式将结果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以方便
读者解读分析。报告内容涉及光电建筑行业的国内外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概况、产业集群、市
场规模、需求和供给、价格、市场集中度、竞争格局、用户需求、产业链上下游、渠道、进
出口状况⋯⋯等，并对光电建筑行业规模以上竞争企业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同时分析了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扩大内需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对光电建筑行业的发展影响，报告最
后还对光电建筑行业的营销、投资、应对金融危机等给出了专家意见。）
 
本报告有助于企业和投资机构准确了解目前光电建筑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把握光电建筑
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抓住潜在的投资机会。（在报告的附件里赠送
有全国规模以上光电建筑酸行业竞争企业的信用状况及财务数据，）是企业和投资机构进行
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一章 太阳能建筑概述
1.1 太阳能建筑介绍
1.1.1 太阳能建筑的定义
1.1.2 太阳能建筑的理念
1.1.3 太阳能建筑的优点
1.1.4 太阳房的分类
1.1.5 太阳房的原理与设计要点
1.2 被动式太阳房
1.2.1 被动式太阳房施工准备与基础要求
1.2.2 被动式太阳房墙体的施工要点
1.2.3 被动式太阳房施工图内容
1.2.4 被动式太阳房工程材料预案
1.2.5 被动式太阳房设计示例
1.3 节能住宅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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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节能住宅设计的技术参数
1.3.2 节能住宅设计的原则
1.3.3 推荐节能住宅方案要点
1.3.4 节能住宅的应用前景广阔
1.4 太阳能建筑与节能
1.4.1 太阳能生态建筑介绍
1.4.2 建筑节能与传统节能具有的优势
1.4.3 国内外建筑节能与太阳能利用对比
1.4.4 利用太阳能实现建筑节能
第二章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2.1 2009-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1.1 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2.1.2 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2.1.3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2.2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2.3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2.2.3 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
2.2.3 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3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人口环境分析
2.3.2 教育环境分析
2.3.3 文化环境分析
2.3.4 生态环境分析
2.4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动态分析
3.1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概况
3.1.1 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的三个阶段
3.1.2 中国太阳能建筑应用发展分析
3.1.3 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环境日趋良好
3.1.4 我国开始呈现太阳能建筑集群态势
3.2 近年来国内外太阳能社区的建设分析
3.2.1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社区介绍
3.2.2 Applied Solar在美启动太阳能社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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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2007年江北最大的太阳能生态小区启用
3.2.4 2008年潞城市首个“太阳能社区”亮相
3.2.5 2008年广州建成首个太阳能社区
3.2.6 2009年天津建成首个太阳能示范社区并在市区推广
3.2.7 2010年潍坊大力推广低碳太阳能社区
3.3 2009-2010年太阳能建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3.1 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缓慢的原因
3.3.2 我国太阳能建筑亟需政策扶持
3.3.3 太阳能建筑发展的技术途径和策略分析
3.3.4 我国太阳能建筑应用技术的研发思路
第四章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分析
4.1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概述
4.1.1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概念
4.1.2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4.1.3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基本形式
4.1.4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意义
4.2 2009-2010年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概况
4.2.1 中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已基本成熟
4.2.2 中国各地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发展势头正猛
4.2.3 我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推广的探索
4.2.4 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构想
4.3 2009-2010年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实例及应用探析
4.3.1 福建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实例
4.3.2 北方新农村建设中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研究
4.3.3 太阳能技术与商场建筑的一体化探析
4.3.4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在生态示范楼的应用效果探究
4.4 2009-2010年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推广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4.4.1 政策乏力制约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实施
4.4.2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工程实施的不足及建议
4.4.3 推进太阳能建筑全面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五章 2009-2010年部分地区太阳能建筑的发展动态分析
5.1 山东省
5.1.1 山东出台太阳能建筑一体化设计应用标准
5.1.2 山东德州太阳能“百万屋顶计划”成效显著
5.1.3 2010年山东烟台强制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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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2010年潍坊市重抓节能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5.1.5 山东打造中国首个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实验中心
5.1.6 山东推广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的“去家电化模式”分析
5.2 河北省
5.2.1 河北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相结合状况
5.2.2 秦皇岛新建住宅全面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5.2.3 邢台市打造中国首座太阳能建筑城
5.2.4 2010年河北全面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工程
5.3 广东省
5.3.1 广东太阳能利用水平低亟需推广太阳能建筑
5.3.2 应对节能需求广州市推广太阳能建筑
5.3.3 深圳大力推广太阳能建筑
5.3.4 深圳争创生态示范城大范围安装太阳能装置
5.3.5 广东推广建筑太阳能应用的对策分析
5.4 云南省
5.4.1 云南率先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工程
5.4.2 云南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节能成效显著
5.4.3 2010年起昆明市全面普及太阳能建筑
5.5 其他地区
5.5.1 2009年连云港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
5.5.2 2009年合肥市全面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5.5.3 浙江省首个太阳能光电建筑示范工程投入运营
5.5.4 2010年太阳能光伏建筑示范工程在上海启动
5.5.5 2010年宁夏逐步推广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工程
5.5.6 “十二五”海南省太阳能建筑应用规划出炉
第六章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分析
6.1 2009-2010年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概况
6.1.1 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介绍
6.1.2 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的五个发展阶段
6.1.3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研究
6.1.4 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的新尝试
6.2 2009-2010年太阳能光热装置在建筑中的应用
6.2.1 太阳能光热产品介绍
6.2.2 太阳能光热装置在建筑中的使用
6.2.3 太阳能光热产品应用于建筑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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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太阳能光热产品在建筑中的应用前景
6.3 2009-2010年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的技术
6.3.1 太阳能热水器供暖住宅建筑设计要点
6.3.2 诱导式分体太阳能热水器优势与经济效益
6.3.3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在建筑中的应用分析
6.4 2009-2010年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6.4.1 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障碍颇多
6.4.2 建筑标准是未来发展的技术保障
6.4.3 与建筑亲密结合的普及发展之路
第七章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空调及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
7.1 建筑一体化太阳能空调技术市场
7.1.1 技术关键
7.1.2 技术可行性分析
7.1.3 市场分析预测
7.1.4 技术可持续研究与发展策略
7.2 太阳能空调与建筑结合的应用情况
7.2.1 上海太阳能空调节能大楼范例
7.2.2 北京北苑太阳能采暖空调示范工程
7.2.3 天津太阳能空调在建筑节能的应用
7.2.4 2009年国产大型太阳能空调系统成功投运
7.3 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概况
7.3.1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的概念及优点
7.3.2 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设计要求
7.3.3 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相关工程介绍
7.3.4 金融危机成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助推器
7.3.5 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第八章 2009-2010年中国太阳能建筑相关企业分析
8.1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8.1.1 公司简介
8.1.2 力诺瑞特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推广获可喜成就
8.1.3 力诺瑞特公司的发展策略
8.2 皇明太阳能集团
8.2.1 公司简介
8.2.2 皇明在太阳能建筑领域的发展
8.2.3 皇明开创国内太阳能系统异地监控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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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
8.3.1 公司简介
8.3.2 桑乐太阳能热水系统成功在高层建筑安装
8.3.3 桑乐成功攻克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技术难题
8.4 北京天普先行公司
8.4.1 公司简介
8.4.2 天普先行公司业绩
8.4.3 天普启动“百村共建工程”
8.4.4 2010年天普顺利完成大马最大太阳能热水工程
第九章 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前景趋势分析
9.1 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建筑前景趋势分析
9.1.1 未来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展望
9.1.2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9.1.3 中国太阳能建筑技术发展展望
9.2 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技术开发方向前瞻
9.2.1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9.2.2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的两个趋势
9.2.3 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技术发展展望
第十章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建筑行业投资前景预测分析
10.1 2010-2015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投资环境分析
10.1.1 国家开展光电建筑应用示范
10.1.2 太阳能光电建筑的财政扶持政策
10.1.3 加强建设领域的政策扶持
10.1.4 太阳能光电建筑项目获高额资金补贴
10.2 2010-2015年我国太阳能建筑投资面临的问题
10.2.1 业主和发展商兴趣不大
10.2.2 对太阳能建筑投资效益的判断不准确
10.2.3 投资者与建筑最终使用者利益的不一致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200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2005-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图表：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2005-2009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图表：2005-2009年财政收入
图表：2005-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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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9年分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亿元）
图表：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图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屋顶
图表：太阳能供暖/生活热水系统的工作原理图
图表：示范建筑应用不同供暖系统各项目数据统计表
图表：年减排二氧化碳（以碳计）分析表
图表：北京市平谷区将军关新村外景
图表：家用太阳能热水工程的分类
图表：恒压变频家用太阳能热水中心示意图
图表：太阳能集热板的技术参数
图表：分体超导热管式太阳能集热板、空气源热泵机组原理
图表：分体超导热管式太阳能集热板、空气源热泵机组应用图例
图表：不同能源形式的热水器经济性分析
图表：1t热水不同能源设备年能量消耗费用对比
图表：北京北苑太阳能采暖空调管系统原理图
图表：青岛客运站效果图
图表：威海市民文化中心效果图
图表：呼和浩特东站效果图
图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效果图
图表：白天辉煌净雅大酒店幕墙
图表：保定电谷锦江国际酒店效果图
图表：台湾太阳能体育场效果图
图表：无锡尚能研发大楼效果图
图表：略⋯⋯⋯⋯更多图表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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