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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一种技术。主要

由太阳电池板（组件）、控制器和逆变器三大部分组成，主要部件由电子元器件构成。太阳

能电池经过串联后进行封装保护可形成大面积的太阳电池组件，再配合上功率控制器等部件

就形成了光伏发电装置。

        光伏项目实现平价测算主要是基于项目系统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实现平价来考虑

，具体来说，在设定的情况下，求解系统成本的值以使得项目IRR达到8%，并将求解的系统

成本与当前系统成本的情况进行对比，来判断与平价的距离。测算结果显示，当光伏系统成

本下降至3.5-4.0元/W时，对于集中式（不弃光）、集中式（弃光率5%）、分布式（50%自用

）、分布式（100%自用）四类光伏项目，全国可以实现平价区域的占比分别为63%、50%

、87%、97%，这些区域用电量占全国用电量的比例分别为63%、47%、90%、98%。当前我国

光伏系统成本约为4.0-4.5元/W，考虑到低成本产能投放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我们预计我国光

伏系统成本1-2年内或可降低至3.5-4.0元/W，届时全国50%用电量的地区有望实现平价。不同

地区光伏发电实现平价时的系统成本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光伏发电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共八

章。首先介绍了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光伏发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光伏发

电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光伏发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光伏发电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光伏发电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光伏发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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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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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河南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2广东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3山东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4湖北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5安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6上海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7黑龙江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8内蒙古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9西藏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10新疆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第7章全球光伏发电产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1国际光伏发电企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1.1美国First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与技术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2德国Q-Cells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与技术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3台湾茂迪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与技术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4日本Sharp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与技术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5台湾昱晶能源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6日本Kyocera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与技术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中国光伏发电产业链上游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2.1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2.2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2.3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2.5东方电气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3中国光伏发电产业链中下游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3.1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3.2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3.3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3.4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7.3.5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第8章中国光伏发电投资分析（）

8.1光伏发电产业效益分析

8.1.1光伏发电产业经济效益分析

（1）与其他发电成本对比分析

（2）光伏发电应用的经济使用范围分析

8.1.2光伏发电产业社会效益分析

8.2光伏发电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8.2.1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有利因素分析

8.2.2光伏发电产业发展不利因素分析

8.3光伏发电的投资特性分析

8.3.1光伏发电的壁垒分析

（1）进入壁垒分析

（2）退出壁垒分析

8.3.2光伏发电盈利模式分析

8.3.3光伏发电产业盈利因素分析

8.4中国光伏发电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8.4.1光伏发电产业政策风险分析

8.4.2光伏发电产业技术风险分析

8.4.3光伏发电产业供求风险分析

8.4.4光伏发电产业经济风险分析

8.4.5光伏发电产业汇率风险分析

8.5中国光伏发电产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8.5.1光伏发电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8.5.2光伏发电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8.5.3关于光伏发电产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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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15-2019年全球多晶硅市场需求（单位：万吨） 

图表11：2015-2019年中国多晶硅市场需求（单位：万吨） 

图表12：2015-2019年我国多晶硅进口数量汇总（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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