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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截至2012年底，全球光伏发电累积装机容量达到1.02亿千瓦，比上年增长44%。除了最大

市场德国表现坚挺之外，中国、美国和日本市场也迅速扩大。中国已超过美国，在累积数据

方面跃居世界第三位。全球市场今后有望以年均3000万千瓦左右的规模持续扩大。在截

至2012年底的全球累积装机容量中，欧洲占70%，德国（31%）和意大利（16%）合计占全球

的接近一半。其次是中国（8%）、美国（7%）和日本（7%）。

　　2012年全球光伏发电新装机容量为3110万千瓦。虽然同比增长率仅为2%，但持续保持较

高水平。在政府的鼓励措施下，中国新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增长1倍，净增加容量仅次

于德国，跃居全球第二位。而美国增长80%，日本增长50%。在一直拉动市场增长的欧洲，由

于鼓励政策被取消，新装机容量下降20%以上。考虑到欧洲增长将放缓，预测2013年全球光伏

发电新装机容量将减至2780万千瓦。但2014年有望恢复至2012年的水平，到2018年有望扩大

至5000万千瓦。

　　2012年我国光伏产业规模增长缓慢，产业逐步恢复理性发展。尽管我国多晶硅、硅片、

电池及组件产量仍然位居世界首位，但增长幅度明显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12年我国

多晶硅产量约7.1万吨，同比下降15.5%；多晶硅进口量约8.3万吨，同比增长27.4%，进口额达

到21亿美元。硅片产能超过40GW，产量达到28GW，同比增长16.7%，世界占比达到77.8%。

组件产量23GW，同比增长9.5%，增幅比2011年下降90.5个百分点，全球占比达到61.8%，比上

年提高1.8个百分点。尽管出口量有所增长，但全年太阳能电池出口额127.9亿美元，同比下

降43.6%。

　　尽管2012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量达到创纪录的4.5GW，但增幅同比2011年显著下滑。2013

年，我国光伏应用市场有望再次爆发，新增光伏装机容量8GW~10GW，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

光伏应用市场。我国相继出台措施推动分布式光伏系统应用。2012年9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的通知》，每个省、区、市申报规模不超

过500MW。同年10月，国家电网正式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大大推进了我国分布式光伏系统的并网进程，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分布式光伏系统的

投资热情。

　　预计2018年中国光伏发电市场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美国将排第二。&ldquo;十二

五&rdquo;期间，光伏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产品适应国家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确定的装机容量要求，同时积极满足国际市场发展需要。支持骨干企业做优做强

，到2015年形成：多晶硅领先企业达到5万吨级，骨干企业达到万吨级水平；太阳能电池领先

企业达到5GW级，骨干企业达到GW级水平；1家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光伏企业，3-5家年销



售收入过500亿元的光伏企业；3-4家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光伏专用设备企业。 

　　中企顾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深度评估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二章，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太

阳能学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研究单

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对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市场

发展现状、市场前景、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先企业等进行了研究，并对未来太阳能光伏发电行

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并重点分析了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相关行业的

市场现状，现阶段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一些前沿的策略。为我国太阳

能光伏发电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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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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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