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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太阳能建筑在中国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最初的太阳能建筑为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太阳房，主要采用被动技术，通过被动设计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现在，太阳能技术除被

动技术外，还发展了主动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太阳能光热利用和太阳能光电利用两个方面。

光热利用主要是用于采暖和制冷，根据利用温度的高低分为高温利用、中温利用和低温利用

。太阳能光电技术主要是利用单晶硅或多晶硅将光能转化为电能，一般用于航天飞机、空间

站或边远地区。太阳能建筑的光电利用，主要是用来实现太阳能照明。

　目前，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呈现出广泛认可、全面推广、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在

众多太阳能企业的大力推动下，随着节能减排意识以及城市高层建筑的普及，太阳能与建筑

一体化已经被包括政府主管部门、设计院、房产开发商、太阳能企业、消费者广泛认可。政

府主管部门在相应的太阳能推广政策中也明确提出了应大力推广&ldquo;太阳能建筑一体

化&rdquo;的模式，优先支持一体化项目，在济南、烟台、上海等30余省市都出台了建筑强制

安装太阳能的政策规定，为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在我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已基本成熟的条件下，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是我国太阳能

利用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政府对CO2减排国际义务的承诺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以及

不断加强的建筑节能全民意识和日益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促进了建筑节能完整利益链与

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形成，为建筑利用太阳能提供了良好机遇。可以肯定，未来的建筑市场将

是节能减排的市场，太阳能建筑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本行业发展分析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

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太阳能协会、中国太阳能协会、中国太阳能学会、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太阳能光电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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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整体发展环境，对中国

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的发展情况、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部分地区太阳能建筑的发展、太阳

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太阳能空调及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太阳能建筑相关企业等进行了分

析及预测，并对未来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最后

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了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今后的发展与投资策略。

　本太阳能光电建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为太阳能光电建筑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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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