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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5 年，全球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2900 万千瓦，同比增加 29%，比 2010 年的全球累计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4100 万千瓦）增加了 459%，是 2005 年全球累计光伏发电装机容量（500 万千

瓦）的 46 倍。 2015年，全球光伏发电系统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060万千瓦，比2014年 4030 万千

瓦的新增装机容量增加 25.6%。中国在 2015 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1513 万千瓦，同比增长 42.7%

，占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30%。日本在 2015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再次位列全球第二，

达到 11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3%。美国在 2015 年的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排全球第三，达到

76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8%。欧洲从 2011 年以来光伏发电新增装机一直保持缓慢的增长，受

需求下降的影响已连续三年保持 15%的增长水平，2015 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820 万千瓦。但是

仍有三个欧洲国家的新增装机容量进入全球前 10 名:英国（第四）、德国（第六）、法国（第

九）。  

 截至 2015 年底全球前十国家的累计装机容量占比分布图

 

      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4318 万千瓦，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

大的国家。其中，光伏电站 3712 万千瓦，分布式 606 万千瓦，年发电量 392 亿千瓦时。2015 

年新增装机容量 1513 万千瓦，完成了 2015 年度新增并网装机 1500 万千瓦的目标，占全球新

增装机的四分之一以上，占我国光伏电池组件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为我国光伏制造业提供了

有效的市场支撑。全国大多数地区光伏发电运行情况良好，全国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133 

小时，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弃光现象，甘肃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061 小时，弃

光率达31%；新疆自治区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042 小时，弃光率达 26%。光伏发电呈现东

中西部共同发展格局。中东部地区有 6 个省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分别是江苏（422 

万千瓦）、河北（239 万千瓦）、浙江（164 万千瓦）、山东（133 万千瓦）、安徽（121 万千

瓦）和山西（113 万千瓦）。新疆（含兵团）、内蒙古和江苏居新增装机前三位，分别为 210 

万千瓦、187 万千瓦和 165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较大的地区有浙江（121 万千瓦

）、江苏（119 万千瓦）和广东（57 万千瓦）。

 2010-2015 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光伏市场分析预测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二

十二章。首先介绍了光伏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光伏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光伏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光伏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

若想对中国光伏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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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