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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太阳能光热发电是最有条件逐步替代火电担当基础电力负荷的新能源。当前是全球光热发

电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大环境，也是我国抢占光热制高点的关键时期。      太阳能光热发电

是太阳能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式之一，与光伏发电的原理不同，以目前应用规模最大的槽式太

阳能发光发热为例，它通过槽式抛物型聚光镜面将太阳光汇聚在焦线上，再由在焦线上安装

的管状集热器吸收汇聚热能，流经换热器加热水产生蒸汽，由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另外的3种主要的技术路线分别是塔式、线性菲涅尔式以及碟式光热发电。      和光伏发电和

风力发电不同，由于采用常规的蒸汽轮机，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可以生产较稳定的交流电，

对现有电网压力小，而且光热发电站可以引用现有的成熟火电技术及设备体系，可以节约技

术研发成本和基础建设成本。&rdquo; 储能系统是光热发电的另一大优势，&ldquo;相较风电

或光伏采用的电化学储能（使用蓄电池储能）手段，光热发电的储能系统采用物理热储能手

段，成本要低得多。&rdquo;他说。热储能技术使光热发电系统具备储能和夜间发电能力，将

聚集的高温太阳能蓄积起来，在需要调峰时利用蓄积的太阳能发电，是与其他发电形式相竞

争的一个关键要素。熔融盐是目前较为流行的高温储能材料。 全球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MWp)

    年份   已安装的   累积的       2006   1   355       2007   74   429       2008   55   484       2009   179   663      

2010   307   969       2011   629   1,598       2012   803   2,553       2013   872   3,425          在我国，西藏西部

太阳能资源最丰富，最高达2333kWh/m2 (日辐射量6.4KWh/ m2)，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撒哈

拉大沙漠。根据各地接受太阳总辐射量的多少，可将全国划分为五类地区。       一类地区：为

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6680～8400 MJ/ m2，相当于日辐射量5.1

～6.4kWh/ m2。这些地区包括宁夏北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青海西部和西藏西部等地。

尤以西藏西部最为丰富，最高达2333 kWh/ m2 (日辐射量6.4kWh/ m2)，居世界第二位，仅次

于撒哈拉大沙漠。       二类地区：为我国太阳能资源较丰富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为5850-6680

MJ/m2，相当于日辐射量4.5～5.1kWh/ m2。这些地区包括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南

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和新疆南部等地。       三类地区：为我国太

阳能资源中等类型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为5000-5850 MJ/m2，相当于日辐射量3.8～4.5kWh/

m2。主要包括山东、河南、河北东南部、山西南部、新疆北部、吉林、辽宁、云南、陕西北

部、甘肃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苏北、皖北、台湾西南部等地。       四类地区：是我

国太阳能资源较差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4200～5000 MJ/m2，相当于日辐射量3.2～3.8kWh/m2

。这些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广西、江西、浙江、福建北部、广东北部、陕西南部、江苏北

部、安徽南部以及黑龙江、台湾东北部等地。       五类地区：主要包括四川、贵州两省，是我

国太阳能资源最少的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3350～4200MJ/m2，相当于日辐射量只有2.5

～3.2kWh/m2。太阳能辐射数据可以从县级气象台站取得，也可以从国家气象局取得。从气



象局取得的数据是水平面的辐射数据，包括：水平面总辐射，水平面直接辐射和水平面散射

辐射。       从全国来看，我国是太阳能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绝大多数地区年平均日辐射量

在4 kWh/m2以上，西藏最高达7kWh/m2。      太阳能光热行业研究报告共九章是智研咨询公司

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

咨询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

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太阳能光热行业研究报告是2014-2015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

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

究咨询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

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

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

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太阳能光热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

场机会，报告对太阳能光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

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

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第一

章　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发展综述1.1　太阳能热利用概述1.1.1　太阳能热利用的概念1.1.2

　太阳能光热技术的应用分类1.1.3　太阳能热利用的主要方式介绍1.1.4　工业领域太阳能光

热利用概述1.2　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现状1.2.1　中国太阳能光热利用行业发展回顾1.2.2　中

国太阳能光热利用行业加速迈向产业化1.2.3　太阳能光热产业竞争焦点将从价格转向技

术1.2.4　太阳能热利用产业步向中高温时代1.2.5　国内太阳能光热利用市场潜力有待挖掘1.3

　太阳能热利用重点项目发展动态1.3.1　洛阳项目1.3.2　昆明项目1.3.3　兰州项目1.3.4　上海

项目1.4　太阳能热利用产业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建议1.4.1　太阳能热利用行业政策亟待完

善1.4.2　我国太阳能热利用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策略1.4.3　我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发展的八大

措施 第二章 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运行环境分析2.1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1.1 中国GDP分析

2.1.2 消费价格指数分析2.1.3 城乡居民收入分析2.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5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分析2.1.6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2.2 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政策环境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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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2.3 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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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中国太阳能光热发电行业运行形势分析3.1

　太阳能光热发电基本概况3.1.1　太阳能热发电的概念3.1.2　太阳能热发电原理3.1.3　太阳能

热发电的发展优势3.1.4　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的种类3.2　全球太阳能热发电产业进展分析3.2.1

　全球太阳能热发电发展历程3.2.2　全球太阳能热发电装机规模及行业格局现状3.2.3　国外

各种形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建设情况3.2.4　全球太阳能热发电市场前景展望3.3　中国太阳能光



热发电发展现状分析3.3.1　中国太阳能光热发电迅速发展3.3.2　光热发电与光伏发电的竞争

关系分析3.3.3　光热发电市场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3.3.4　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推进情况3.4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进展分析3.4.1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概述3.4.2　国内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现

况3.4.3　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项目研究进展3.4.4　各类型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发展3.5　

国内外太阳能热发电建成、在建及拟建项目3.5.1　国外太阳能热电站项目3.5.2　国内太阳能

热电站项目3.6　太阳能热发电产业面临的障碍及对策3.6.1　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面临

的主要问题3.6.2　太阳能热发电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建议3.6.3　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尚需政策助

力3.7　2015-2020年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投资前景分析3.7.1　太阳能热发电的价格及投资预

算3.7.2　太阳能热发电投资趋热3.7.3　光热发电产业前景展望3.7.4　国内企业面临发展良

机3.7.5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规划 第四章　中国太阳能建筑行业运行走势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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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4.1.2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基本形式4.1.3　

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介绍4.1.4　太阳能热水器供暖住宅建筑设计要点4.1.5　太阳能与

建筑一体化设计实例4.1.6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在建筑中的应用分析4.2　被动式太阳房4.2.1

　被动式太阳房施工准备与基础要求4.2.2　被动式太阳房墙体的施工要点4.2.3　被动式太阳

房施工图内容4.2.4　被动式太阳房工程材料预案4.2.5　被动式太阳房设计示例4.3　中国太阳

能与建筑结合现状分析4.3.1　中国建筑对太阳能资源的利用4.3.2　我国发展太阳能不能离开

建筑一体化4.3.3　中国太阳能建筑发展环境日益趋好4.3.4　中国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现况综

述4.3.5　国内外建筑光热利用状况比较分析4.4　中国各地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动态4.4.1

　山东德州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推广成效显著4.4.2　河北邢台太阳能建筑发展取得突破性进

展4.4.3　石家庄全力推进太阳能建筑应用4.4.4　山东潍坊致力加快太阳能与建筑结合发展4.4.5

　山东济南太阳能建筑应用发展现状4.4.6　陕西商洛市首个太阳能建筑项目投用4.4.7

　&ldquo;十二五&rdquo;海南省太阳能建筑应用规划出炉4.5　太阳能社区4.5.1　荷兰太阳能

社区介绍4.5.2　Applied Solar在美启动太阳能社区计划4.5.3　2009年天津建成首个太阳能示范

社区并在市区推广4.5.4　2010年沈阳市内首个太阳能社区落成4.5.5　2010年全球最大太阳能社

区项目在安徽宁国启动4.6　太阳能与建筑结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4.6.1　太阳能与建筑一

体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4.6.2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强制推行须有配套政策4.6.3　中

国太阳能建筑发展战略分析4.6.4　太阳能建筑发展的技术途径和策略分析 第五章　中国太阳

能空调市场运行动态研究5.1　太阳能空调介绍5.1.1　太阳能空调的工作原理5.1.2　太阳能空

调的种类5.1.3　太阳能空调的优缺点5.1.4　太阳能空调应用的基础和意义5.2　太阳能空调的

发展分析5.2.1　国际太阳能空调发展动态5.2.2　中国太阳能空调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5.2.3　校

企联动掘金太阳能空调巨大市场5.2.4　太阳能空调发展存在的短板5.2.5　太阳能空调的发展

趋向5.2.6　太阳能空调发展前景分析5.2.7　我国太阳能空调投资及风险分析5.3　太阳能空调



制冷的方式5.3.1　液体吸收式制冷5.3.2　固体吸附式制冷5.3.3　被动式降温5.3.4　地下冷源降

温5.3.5　太阳能除湿式空调5.4　太阳能空调与建筑5.4.1　100kW太阳能空调系统实例5.4.2　上

海太阳能空调大楼范例5.4.3　太阳能系统在新能源示范楼中的启用5.5　太阳能空调产品及技

术研发动态5.5.1　用于储粮的太阳能空调在苏调试完成5.5.2　上海交大太阳能空调技术研究

取得新进展5.5.3　皇明自主研发的空调系统投用5.5.4　山东企业推出世界首台直驱式太阳能

空调 第六章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深度研究6.1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发展6.1.1　中国

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历程回顾6.1.2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特点6.1.3　我国太阳能热

水器行业各大公司上市提速6.1.4　国内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走向中高温新时代6.1.5　我国太阳

能热水器行业步入智能化时代6.2　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状况6.2.1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产业

发展分析6.2.2　太阳能热水器企业技术创新成效显著6.2.3　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发展盘点6.3　

太阳能热水器下乡分析6.3.1　太阳能热水器&ldquo;下乡&rdquo;概述6.3.2　太阳能热水

器&ldquo;下乡&rdquo;的区域格局分析6.3.3　太阳能热水器下乡的危与机浅析6.3.4　影响品牌

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6.4　中国各地太阳能热水器市场分析6.4.1　山东6.4.2

　江苏6.4.3　浙江6.4.4　河南6.4.5　云南6.5　太阳能热水器市场的竞争格局分析6.5.1　我国热

水器市场总体竞争概况6.5.2　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品牌竞争格局现状6.5.3　我国太阳能热

水器市场竞争局势6.5.4　国产热水器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解析6.5.5　太阳能热水器企业需采

取竞合策略6.6　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面临的问题分析6.6.1　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6.6.2　我国太阳能热水器产业需要改善的几个方面6.6.3　太阳能热水器产业需解决三大

隐忧6.6.4　太阳能热水器产业期待政策扶持6.7　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对策分析6.7.1　太阳

能热水器行业的发展建议6.7.2　模仿创新成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的新思路6.7.3　太阳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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