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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2-2028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市场现状调查与前景趋势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

，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

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

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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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测算2020年平均度电补贴强度按照0.043元/kwh~0.054元/kwh，年平均利用小时数按照2019

年竞价项目的平均值1211小时进行测算，则10亿元补贴金额可支撑的竞价项目规模

为15.3GW-19.2GW。

        &bull;户用光伏的补贴总金额为5亿元，按照年利用小时数1000小时和国家有关价格政策测

算并按照50万千瓦区间向下取整确定，如果度电补贴强度在0.07元/kwh~0.10元/kwh，则户用

光伏可安排5GW-7GW。2019年户用光伏累计装机情况（MW）（2019年9月底累计装机量已

经超过2019年度安排的3.5GW新增年度装机总量）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市场现状调查与前景趋势研

究报告》共八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太阳能光电建筑整体

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太阳能光电

建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太阳能光电建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

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太阳能光电建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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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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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建筑是指使用直接获取的太阳能作为优先使用能源，利用太阳能供暖和制冷的建筑的

一类建筑。在建筑中应用太阳能供暖、制冷，可节省大量电力、煤炭等能源，而且不污染环

境，在年日照时间长、空气洁净度高、阳光充足而缺乏其他能源的地区，采用太阳能供暖、

制冷，尤为有利。

学术界把太阳能建筑按其有无机械动力分为主动式太阳能建筑和被动式太阳能建筑两大类。

但是由于太阳辐射具有时空不连续性的特点，为了获取舒适稳定的室内热环境，通常在建筑

中需要同时使用被动式和主动式太阳能联合的方式甚至添加辅助能源。     

主动式太阳能建筑   



主动式太阳能建筑的供热系统一般由集热、储热、散热部件、循环管道设备及控制系统组成

。它是一种通过高效集热装置&mdash;&mdash;太阳能集热器来收集获取太阳能，并与风机或

泵、管道、末端散热设备及储热装置等组成的强制循环太阳能供暖系统或者与吸收式制冷机

组成的太阳能空调及供热系统。它对太阳能的利用效率高，不仅可以供热、供热水、还可以

供冷，而且室内温度稳定舒适，日波动小，储存时间长、功率大、使用方便、便于控制，在

发达国家应用非常广泛。但因为它存在着设备复杂、先期投资偏高等缺点，因此，目前在我

国还未得到大面积推广。主动式太阳能系统按传热介质又可分为空气循环系统、水循环系统

和水、气混合系统。       

被动式太阳能建筑   

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是通过建筑朝向、平面布局及外部形态的合理布置、内部空间和外部形体

的巧妙处理、建筑构造的合理设计、建筑材料的合理选择，使得其以自然运行的方式获取、

储存和利用太阳能的一类建筑。被动式太阳房不需借助风机、泵和复杂的控制系统对太阳能

进行收集、贮藏和再分配。窗、墙、楼板等建筑的基本要素，除满足传统的建筑功能需要（

围护和支撑作用）外，还负担着热能的贮存和释放作用。一座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要满

足建筑学的、结构的和能量的三方面需求。每一个被动式太阳能采暖系统至少要有两个构成

要素：朝南向的玻璃集热器和通常由砌块、岩石或水等保温材料组成的能量储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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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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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太阳能建筑发展分析

2.1太阳能建筑发展概况

2.1.1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的三个阶段

2.1.2中国太阳能建筑应用发展分析

2.1.3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环境日趋良好

2.1.4太阳能建筑是节能省地型住宅建设的重要途径

2.2国内外太阳能社区的建设

2.2.1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社区介绍

2.2.2上海宝山试点太阳能小区

2.2.3绍兴绿色能源住宅小区

2.2.4河北雄县建设我国第一家地热太阳能社区

2.2.5江北最大的太阳能生态小区启用

2.2.62019年潞城市首个&ldquo;太阳能社区&rdquo;亮相

2.2.72019年广州建成首个太阳能社区

2.3太阳能建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1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缓慢的原因

2.3.2我国太阳能建筑亟需政策扶持

2.3.3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解决建筑太阳能推广问题

2.3.4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战略分析

2.3.5太阳能建筑发展的技术途径和策略分析

2.3.6我国太阳能建筑应用技术的发展对策

 

第三章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3.1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概述

3.1.1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概念

3.1.2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的特点

3.1.3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基本形式



3.1.4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意义

3.2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概况

3.2.1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概况

3.2.2中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已经基本成熟

3.2.3中国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发展势头正猛

3.2.4我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推广的探索

3.2.5实现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先从太阳能空调和热水器入手

3.2.6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构想

3.3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实例及应用探析

3.3.1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实例

3.3.2北方新农村建设中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研究

3.3.3太阳能技术与商场建筑的一体化探析

3.4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推广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3.4.1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3.4.2推进太阳能建筑全面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4.3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强制推行须有配套政策

 

第四章部分地区太阳能建筑的发展

4.1山东省

4.1.1山东首个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标准通过初审

4.1.22019年山东出台太阳能建筑一体化设计应用标准

4.1.3德州市积极实施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

4.1.4济南新建住宅实施太阳能建筑一体化规定

4.1.5威海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4.1.6山东打造中国首个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实验中心

4.1.7山东推广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的&ldquo;去家电化模式&rdquo;分析

4.2河北省

4.2.1河北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相结合状况

4.2.2秦皇岛新建住宅全面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4.2.3邢台市打造中国首座太阳能建筑城

4.3广东省

4.3.1深圳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发展势头较好



4.3.2深圳大力推广太阳能建筑

4.3.3广东推广建筑太阳能应用的对策分析

4.4其他地区

4.4.1北京建成我国第一幢综合利用太阳能建筑示范工程

4.4.2浙江永康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试点

4.4.3郑州强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4.4.4武汉建造全国首个并网的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电站

4.4.52019年连云港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

4.4.62019年合肥市将全面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第五章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

5.1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概况

5.1.1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介绍

5.1.2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的五个发展阶段

5.1.3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建筑一体化研究

5.1.4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的新尝试

5.2太阳能光热装置在建筑中的应用

5.2.1太阳能光热产品介绍

5.2.2太阳能光热装置在建筑中的使用

5.2.3太阳能光热产品应用于建筑的好处

5.2.4太阳能光热产品应用建筑的前景

5.3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的技术

5.3.1太阳能热水器供暖住宅建筑设计要点

5.3.2诱导式分体太阳能热水器优势与经济效益

5.3.3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在建筑中的应用分析

5.4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5.4.1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障碍颇多

5.4.2建筑标准是未来发展的技术保障

5.4.3产业发展应与建筑相结合同步进行

5.4.4与建筑亲密结合的普及发展之路

 

第六章太阳能空调及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



6.1建筑一体化太阳能空调技术市场

6.1.1技术关键

6.1.2技术可行性分析

6.1.3市场分析预测

6.1.4技术可持续研究与发展策略

6.2太阳能空调与建筑结合实例

6.2.1100kW太阳能空调系统实例

6.2.2上海太阳能空调节能大楼范例

6.2.3北京北苑太阳能采暖空调示范工程

6.2.4天津太阳能空调在建筑节能的应用

6.3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

6.3.1与建筑结合的并网光伏发电简介

6.3.2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重要意义

6.3.3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成我国建筑节能新热点

6.3.4国内首个屋顶光伏并网示范电站

6.3.52019年我国首座太阳能发电大厦投入使用

6.3.62019年全球单体最大太阳能建筑并网发电

6.3.7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广尚需闯三关

 

第七章太阳能建筑相关企业

7.1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7.1.1公司简介

7.1.2力诺瑞特引领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

7.1.3太阳能行业首家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落户力诺瑞特

7.1.4力诺瑞特公司的发展策略

7.2皇明太阳能集团

7.2.1公司简介

7.2.2皇明在太阳能建筑领域的发展

7.2.3皇明太阳能与建筑结合发展成就

7.3北京天普先行公司

7.3.1公司简介

7.3.2天普先行公司业绩



7.3.3天普启动&ldquo;百村共建工程&rdquo;

 

第八章中国太阳能建筑投资与前景趋势分析（）

8.1中国太阳能光电建筑投资环境分析

8.1.1国家开展光电建筑应用示范

8.1.2太阳能光电建筑的财政扶持政策

8.1.3建设领域的政策扶持

8.1.4太阳能光电建筑项目获高额资金补贴

8.1.5支持加快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政策解读

8.2我国太阳能建筑投资面临的问题

8.2.1业主和发展商兴趣不大

8.2.2对太阳能建筑投资效益的判断不准确

8.2.3投资者与建筑最终使用者利益的不一致

8.3太阳能建筑前景趋势分析

8.3.1未来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展望

8.3.2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8.3.3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的两个趋势

8.3.4中国太阳能建筑技术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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