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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
2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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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5/59735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8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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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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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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竞争情况
光伏建筑一体化是实现绿色节能、减少碳排放、提高用电效率、节约土地资源、减少大气和
固废污染等目标的重点发展方向。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利好下，我国光伏企业数量保持增长
。2020年以来，光伏企业纷纷布局BIPV市场，光伏建筑一体化市场日益壮大。数据显示，2
020年我国光伏企业新增数量达15.49万家，较上年同比增长107.6%；2021年我国光伏企业
新增数量达27.94万家，较上年同比增长80.4%。

数据来源：企查查、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地方发展紧跟国家政策，各省市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多提及光伏建筑一体化相关内容。为促进
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多个省市已经明确发布了相关补贴政策，其中华东、华南地区政策出
台密集，吸引企业不断涌入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目前我国光伏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福建、
广东、江苏、山东，分别占比约24.4%、13.7%、9.4%、8.5%；BIPV企业多集中在东南沿
海地区，其中以深圳为最。
我国部分省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涉及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相关内容 地区 主要内容 福建 推动超
薄HDT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技术开发应用，发展半片技术，县片技术，双璃组件等光伏组
件产品:推进“光伏+”、微电网、风光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等新能源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提升建筑业发展质量，发展工程总承包和装配式建筑，培育新时期建筑业产业工人大军。绿
色建筑:稳步提高建筑节能低碳水平，加快发展新型建筑工业化，促进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推动机制砂石产业有序发展。 广东 拓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大力推广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支持集中式光伏与农业、渔业的综合利用。积极发展光伏发电，适度开发风能资源丰富地
区的陆上风电。全面发展绿色建筑，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加快推动臀能制造与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 山东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风电统规划、二体开发，规划布局千万千瓦海
上风电和陆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开展海洋牧场融合发展试点，加快发展光伏发电，建设盐碱
滩涂地千万千瓦风光储体化基地和鲁西南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基地，科学发展生物质能、水
能、地热能。积极探索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制氢和低谷电力制氢，推动燃料电池分布式
电源和热电联供系统示范应用，培育“光伏+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新模式，建设国家氢能产业
发展高地，打造山东半岛“氢动走廊”。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绿色建材和装配
式建筑，加快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调发展，因地制直推进既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 江苏 提高晶硅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现代水平。因地制直促进太阳能利用，鼓励发
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推动分布式光伏与储能、微电网等融含发展，建设一批综合利用平价示
范基地。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严格执行国家节能强制性标准。 河北
瞄准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民生需求，在太阳能光伏等领域攻克一批培育产业新优势的技术，
在储能氢能、新型显示、现代通信等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在大数据、机器人、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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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医药、新发突发传染病等领域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坚持高端化、高效化、智能化
主攻方向，大力发展高效光伏设备、高端风电设备、智能电网和高效储能装备产业，加快风
光火储互补、先进燃料电池、高效储能等关键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加快建设
冀北清洁能源基地，以推进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重点建设张承百万千瓦
风电基地和张家口、承德，唐山、沧州、沿太行山区光伏发电应用基地，大力发展分布式光
伙，努力构建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其他能源发展相协调、开发消纳相匹配、“发输储用”相衔接
的新发展格局，助力实现“碳达峰”目标。到2025年，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4300
万千瓦、5400万千瓦。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加快推
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产业发展。 安徽 加
快发展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风电、储能等新能源产业，促进光伏制造关键技术研发，推
进高效率低成本光伏技术应用。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建设并举，有力有序推进风电和光伏发
展。推进光伏组件、风机、逆交器、智能煤机、燃气轮机核心部件等装备创新发展。重点开
发推广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高效节能技术与装备。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打造现代
建筑业产业集群。积极推进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河南 发展绿色
墙材和装配式建筑，布局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积极发展绿色建筑，推广绿色建材、装配
式建筑和钥结构住宅,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我国部分省市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补贴政策一览
省份
城市
发布时间
文件名
补贴内容
补贴时间
浙江
杭州
20220330
《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对杭州市范围内2021-2025年期间建成并网的，且年光伏利用小时数超过900小时的光伏项
目进行奖补。其中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区按0.2元/瓦标准，其他地区按0.1元/瓦
标准给予投资主体一次性建设奖励。
2021-2025
宁波
202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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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推进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市级财政对2021年至2025年期间并网的建筑屋顶光伏项目按0.3元/千瓦时标准给予补贴
2021-2025
平湖
20220111
《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
1.对在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下同）并网的工商业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
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0.1元/千瓦时电价补助；2.对学校、医院、党政
机关和村社区等公共建筑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
0.15元/千瓦时电价补助；3.对“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行三年发电量补助，每年按实际
发电量给予0.2元/千瓦时电价补助；4.对居民户用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行装机补助，按装机
容量给予1元/瓦的一次性补助。
2021-2023
江苏
苏州
20220301
《苏州工业园区进一步推进分布式光伏发展的若干措施》
对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项目(光伏组件作为建筑构件)投资方按项目发电量补贴0.1元/千瓦时
，补贴3年。
2021-2023
张家港
20210810
《张家港市修订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专项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一星级绿色建筑项目5-10元/平方米，单个项目补助总额不超过50万元
；二星级绿色建筑项目10-20元/平方米，单个项目补助总额不超过80万元；三星级绿色建筑
项目20-30元/平方米，单个项目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2021年起
南京
20210319
《南京市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在资金补助方面，太阳能光伏项目按照不超过500元／kW予以补助，原则上单个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其他不同项目对应不同补助标准，主要为
根据建筑面积分星级进行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2021年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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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
20220222
《徐汇区节能减排降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项目对本区节能减排降碳的贡献，最高按1:0.5比例给予区级资金匹配。单个示范项目
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2022-2025
黄浦区
20210113
《黄浦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办法》
对获得市有关部门补贴的绿色建筑、装配整体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等示范项目的，按市级补贴金额，对项目给予1:1匹配补贴，总金
额不超过100万元（适用简化评审程序或免于评审）
2021年起
上海
20200312
《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办法》
1、将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作为新增补贴项目类型，建筑面积要求0.2万平方米以上，补贴
标准为每平方米300元。2、装配整体式建筑示范项目，对评价等级达AA的，补贴每平米60
元，达AAA的每平米补贴100元，并且建筑规模放宽为1万平米以上。
2020年起
安徽
宣城
20220331
《宣城市光伏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宣城市光伏建筑应用城
市试点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征求意见稿）
1.建筑屋面光伏项目按20元/千瓦标准给予建设补贴；2.建筑立面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按30
元/千瓦标准给予建设补贴。
2022-2023年
广东
深圳
20220121
《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和《深圳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管理操作指引（征求意见稿）》
1.基准常规光伏项目：2022年、2023年并网发电的项目补贴标准为0.3元/千瓦时，2024年
、2025年并网发电的项目补贴标准为0.2元/千瓦时，2026年并网发电的项目补贴标准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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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千瓦时；2.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项目：补贴标准为基准常规光伏项目的1.2倍。
2022-2026
东莞
20210531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1.对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各类型建筑和构筑物业主，按装机容量18万元/兆瓦进行装
机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144万元,补助平均分四个财政年度拨付；2.对机关事业单
位、工厂等非自有住宅建设企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各类投资者，按实际发电量补助0.1
元/千瓦时，补助时间自补助申请批准后的次月起，连续5年进行补助。3.对利用自有住宅及
在自有住宅区域内建设的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人投资者，按实际发电量补助0.3
元/千瓦时，补助时间自补助申请批准后的次月起，连续5年进行补助。
2018-2024
广州
20210520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
1.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项目补贴标准为0.15元/千瓦时[应用方（屋顶方）为非公共机构的]、
0.3元/千瓦时[应用方（屋顶方）为公共机构的]。单个项目最高享受补贴时间为5年；2.对采
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应用方（屋顶方）补贴标准为0.2元/瓦。单个
项目最高补贴200万元；3.对建设充电设施项目的投资方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单个项目最
高补贴100万元。
2021-2025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企查查、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主要企业
光伏建筑的应用形式包括光伏屋顶、光伏幕墙、光伏遮阳板、光伏车棚、光伏站台等。光伏
屋顶和光伏幕墙是光伏建筑一体化两大细分方向。
光伏屋顶应用范围最广泛，是具有承重隔热防水功能、并叠加电池板形成的屋顶，并能有效
提供工业厂房用电需求的绿色建筑类型。为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城乡建筑领域的应用
，国家相关部委推出太阳能屋顶计划。太阳能屋顶计划调动了光伏企业的积极性，光伏屋顶
领域涌现了以隆基股份、天合光能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企业。原来倚重传统能源的电力央企
也开始加大力度布局光伏市场。如2021年12月12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县域和
大用户开发推介会，全力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试点业务，目标县已突破100个。中
国华能位于福建的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项目总投资18亿元，还拟收购林洋能源600兆瓦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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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
光伏幕墙则是将幕墙（比如石材幕墙、玻璃幕墙）和光伏发电功能相结合的幕墙。当前光伏
幕墙渗透率不足10%,参与企业数量也较少。相较于光伏屋顶，光伏幕墙表面积更大，能有
效提高发电量，更适用于高楼大厦安装光伏发电的需求。未来随着新建建筑对光伏发电需求
的增加，光伏幕墙市场预计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届时行业渗透率提升，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加
入竞争。
我国光伏屋顶、幕墙领域代表企业 企业名称 业务简介 隆基股份 “隆锦”“隆顶”是分别针对建
筑墙面和屋顶的BIPV产品，具备较强的防水、防火以及抗风等优点，可组成一套的屋面围
护系统。 天合光能 由边框组件、彩钢瓦以及210组件等结构组成，由于设计采用榫叩结构
，瓦片具备较强的防水性和稳固性，采用定制化、整体化的设计交付形式。 汉能 推出光伏
屋顶产品“汉瓦”及光伏幕墙产品“汉墙”，可全面替代传统材料成为节能建筑建材，“汉瓦”应用
于浙江、江苏等多地项目，“汉墙”应用包括汉能总部外观 龙焱能源科技 产品包括光伏屋顶
及光伏辈墙，光伏瓦应用包括哈工大校园、渐能长兴展示馆，光伏募墙应用包括青海国投广
场、嘉兴科创中心等。 阿特斯阳光 2007年布局BIPV,光伏玻璃幕墙技术应用于洛阳中硅研
发楼、奥运中心区景观信息柱等，光伏屋顶应用于香港、美国、欧洲等地的住宅及商用项目
瑞科新能源 光伏玻璃运用于建筑外观，并推出产品装配一体化光伏瓦及户用光伏瓦，可在
工商业屋顶及户用进行应用 尚德 BIPV屋顶及幕墙在商业、户用领域均有应用 英利 英利为
国内BIPV单体容量最大的江西丰城100兆瓦屋顶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主体提供93.347
兆瓦高效光伏组件。推出光伏幕墙户品“琉璃·璃光四时” 韩华 采用BIPV技术打造中国首座绿
色建筑侨福芳草地，光伏眼墙应用于韩国常绿区政府大楼、昌原Solar
Tower.韩华总部BIPV大楼日托光伏推出光伏幕墙产品日托Z6炫彩组件及光伏屋顶产品柔性
60片MWT组件，其中光伏屋顶产品应用于荷业、日本、武汉等工商业项目 精工钢构
旗下精锐金属推出过建筑光使一体化屋面及墙面系统产品 中信博 公司凭借其在光伏支架领
域积累的经验，可以对BIPV产品进行防渗况，抗沉降、防伸缩等各项设计。 正泰电器 针对
工商业屋顶的BIPV系列产品，具备防水、防火以及建构稳定等建材属性，组件拆卸便捷，
使用寿命可达25年。 晶华新能源 晶华新能源“晶面”主要针对建筑物的墙面，便于维护;“华顶
”由铝合金边框和双玻组件构成，主要应用于建筑物屋项，可取代传统瓦片，使用寿命可达3
0年，安全可靠。 上麦新能源 吉瓦采用轻质的eArc组件与铝镁锰板的结合，产品每平米重
约4kg,降低了建筑屋面的承载压力;具备较强的防水和散热性能，能够有效提高转换效率;同
时产品可以采取传统瓦片的安装方式，安装便捷。 晶科能源 晶科能源推出适用于建筑玻璃
外墙的BIPV彩色幕墙产品，以及针对工业新建或翻新建筑屋顶的BIPV彩钢瓦产品。亚玛顿
建筑光伏玻璃、防水BIPV组件、可弯曲的光伏组件、防眩光组件、彩色组件以及可投影显
示的光伏幕墙。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三、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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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BIPV累计装机容量约为2.3GW，其中我国6家主要企业的BIPV装机容量达709
MW，占比30.8%，行业集中度较高。目前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乾坤
未定。未来随着BIPV发展向好，企业争相入局，产业格局或发生新的变化。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zl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
2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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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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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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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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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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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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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风险分析
一、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技术风险
三、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竞争风险
四、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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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定价策略
三、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渠道策略
四、光伏建筑一体化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5/597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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