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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太阳能资源丰富、分布广泛，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随着全球能源短缺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太阳能光伏发电因其清洁、安全、便利、高效等特点，已成为世

界各国普遍关注和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在此背景下，全球光伏发电产业增长迅猛，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成本持续下降。我国

光伏发电产 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有望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行业。崛起了以尚德电力、英利绿色能源、江西赛维LDK、保利 协鑫为代

表的一批著名企业和以江苏、河北、四川、江西四大光伏强省为代表的一批产业基地。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光伏发电市场调查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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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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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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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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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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3 日本Sharp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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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5 日本Kyocera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6 美国Sun Power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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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2 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3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4 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5 东方电气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6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7 阳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8 卡姆丹克太阳能系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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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2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3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4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5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6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7 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8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9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10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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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产业投资建议

 

第9章 电商行业发展分析

9.1 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9.1.1 电子商务定义及发展模式分析

9.1.2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政策现状

9.1.3 2013-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现状

9.2 &ldquo;互联网+&rdquo;的相关概述

9.2.1 &ldquo;互联网+&rdquo;的提出

9.2.2 &ldquo;互联网+&rdquo;的内涵

9.2.3 &ldquo;互联网+&rdquo;的发展

9.2.4 &ldquo;互联网+&rdquo;的评价

9.2.5 &ldquo;互联网+&rdquo;的趋势

9.3 电商市场现状及建设情况

9.3.1 电商总体开展情况

9.3.2 电商案例分析

9.3.3 电商平台分析（自建和第三方网购平台）

9.4电商行业未来前景及趋势预测

9.4.1 电商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9.4.2 电商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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