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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BIPV即Building Integrated PV是光伏建筑一体化。PV即Photovoltaic。BIPV技术是将太阳能发

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光伏建筑&mdash;体化(BIPV)不同于光伏系统附着在建

筑上(BAPV：Building Attached PV)的形式。 现代化社会中，人们对舒适的建筑环境的追求越

来越高，导致建筑采暖和空调的能耗日益增长。在发达国家，建筑用能已占全国总能耗

的30%&mdash;40%，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2009年我国启动了&ldquo;太阳能屋顶计划&rdquo;，2009年支持了111个太阳能光电建筑应

用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91MW；组织实施&ldquo;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rdquo;

和&ldquo;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rdquo;工作，确定了第.一批21个示范城市和38

个农村地区县级示范，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作方式从抓单个项目转向了抓区域整体，

统筹兼顾城市与农村。至2009年年底，光电建筑应用装机容量420.9MW，实现突破性增长。

截至2010年年底，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实施了371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210个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47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98个示范县、光电建

筑应用已建成及正在建设的装机容量达850.6MW。2011年光电建筑已建成装机容量

达535.6MW。

 2009年-2016年中国BIPV行业安装规模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本对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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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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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行业研究报告是2016-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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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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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研数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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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揭示了中国对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对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对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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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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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台了各种建筑节能法律法规与技术规范，旨在推动节能建筑的建造和非节能建筑的改

造以及控制非节能建筑的产生。

 我国历年来发布的建筑节能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政策时间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1986年   

《北方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建设部   正式启动国内的建筑节能战略       1986年   《民

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建设部   要求新建居住建筑，在1980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水平基础上

节能30%       1995年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修订版   建设部   将第二阶段的建筑节能指标

提高到50%       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人大常委会   用法律的形式明确

了&ldquo;节能是国家发展经济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rdquo;， 首次给节能赋予法律地位      

2000年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建设部   明确了建筑节能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对违反

建筑节能要求的行为明确了处罚措施       2001年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建

设部   对夏热冬冷地区建筑从建筑、热工和暖通空调设计方面提出节能措施，对采暖和空调能

耗规定了控制指标，标志着我国的建筑节能已经向中部地区推进       2005年   《关于发展节能

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   建设部   强制执行建筑节能50％的标准，北京、天津、

大连、青岛、上海、深圳六个发达地区率先试点节能65％标准；2020年全国所有城市强制执

行节能65％标准       2006年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修订版   建设部   大力鼓励发展建筑节

能新技术和产品、施工工艺、管理技术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推动民用建筑节能工作

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2006年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发改委   提出单位GDP能耗



下降20％的节能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       2007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

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   对新建建筑实施建筑能效专项测评，节能不达标的不

得办理开工和竣工验收备 案手续，不准销售使用       2007年   《建筑节能管理条例》   国务院   

明确实施节能建筑的重点是地级以上城市，政府办公楼、大型公共建筑（2万m2以上）将率

先进行节能改造       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修订版   人大常委会   调整范围扩

大，增加了建设、交通、公共机构等工业之外，强调建筑节能是民用建筑工程的必须内容；

法律明确了国家实行促进节能的财政、税收、价格、信贷和政府采购政策       2008年   《民用

建筑节能条例》   国务院   明确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以及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等项目提供支持。民用建筑节能项目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2008年   《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公布实行免征

增值税政策产品，涉及新型墙体建筑隔热保温材料       2009年   《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

装饰防火暂行规定》（46号文）   住建部、公安部   对保温材料的防火性做出了明确规定，要

求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宜为A级，且不应低于B2 级       2011年   《关于进一步明确

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监督管理有关要求通知》（65号文）   公安部   强制要求民用建筑的

外保温材料，必须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       2011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ldquo;十二

五&rdquo;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   提出单位GDP能耗在2010年的基础上下

降16％的节能目标，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4亿m2以上，夏热冬冷

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5000万m2，公共建筑节能改造6000万m2       2011年   《&ldquo;十二

五&rdquo;建筑节能专项规划》   住建部   到&ldquo;十二五&rdquo;末，建筑节能将形成1.16亿

吨标准煤节能能力。城镇新建建筑执行不低于65%的节能标准，鼓励北京等有条件的地区实

施节能75%的节能标准，完成4亿m2的既有建筑改造任务，开始实施农村建筑的节能改造试点

。       2011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46号）   国务院   明确

规定外保温材料一律不得使用易燃材料，严格限制使用可燃材料       2012年   《关于加快推动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财政部、住建部   2012年在建筑节能方面的投入将超过40亿

元；提高绿色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重，到2014年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和保障性住房全面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到2015年，新增绿色建筑面积10亿m2以上，到2020年，绿色建筑占新建

建筑比重超过30%       2012年   《关于推进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实施意见》   

财政部、住建部   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地

方各级财政要把节能改造作为节能减排资金安排的重点       2012年   《&ldquo;十二五&rdquo;节

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国务院   提出到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4.5万亿元，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左右的总体目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建筑节能与光伏建筑一体化相关政策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4）行业补贴政策解读     22

 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相关政策     政策   内容       6兆瓦以下光伏电站将免收接入费   针对单个并

网点装机容量在6兆瓦以下，且接入电压在10千伏以下的光伏项目，将减免包括调试、检测等

在内的服务费用。       分布式光伏补贴方案基本形成   所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包括自发自

用和余电上网部分，都可以获得0.4-0.6元/度的补贴。       《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

征求意见稿   根据各地太阳能资源状况和工程建设条件，将全国分为四类太阳能资源区，制定

了相应的标杆上网电价。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完成新建绿

色建筑10亿平方米；到2015年末，20%的城镇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开展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地区示范，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集中连片推广，到2015年末，新增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面积25亿平方米，示范地区建筑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建筑能耗总量的比例达

到10%以上。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国家扶持光伏建筑一体化的现行政策包括两类。其一，2009年，国家给予BIPV的扶持政策是

每瓦投资补贴9元，2010年改为每瓦投资补贴8元，2011年调整为每瓦投资补贴7元。自2013年

开始，对光伏产业统一执行分布式发电补贴政策，即每度电补贴0.42元。其二，国家对于满足

绿色建筑要求的建筑业主给予相应的绿建补贴，符合2星认证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贴45元

，符合3星认证的每平方米补贴80元。

但相比普通建材，BIPV的初始投资成本仍然较高。以光伏幕墙（BIPV）替代玻璃幕墙为例，

平均成本高出约750元/平方米。以北京地区为例，光伏幕墙每年的发电约为37度/平方米，可

实现发电收益52元/平方米（北京市商业电价1元/度，国家分布式补贴0.42元/度），静态回收

期约14年，难以满足当前市场的投资回报需求。

目前，德国、法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BIPV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市场应用广泛，这与他

们普遍采用区别于传统光伏电站的BIPV 补贴政策关系密切。以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及

西班牙为例，其对BIPV应用最显著的激励方式就是实行差异化电价补贴。

 欧洲部分国家BIPV差异化电价政策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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