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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摘要

    薄膜太阳电池可以使用在价格低廉的玻璃、塑料、陶瓷、石墨，金属片等不同材料当基板

来制造，形成可产生电压的薄膜厚度仅需数&mu;m，目前转换效率最高以可达13%。薄膜电

池太阳电池除了平面之外，也因为具有可挠性可以制作成非平面构造其应用范围大，可与建

筑物结合或是变成建筑体的一部份，应用非常广泛。 

    本研究咨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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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海关总署、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对

我国薄膜太阳能电池行业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市场格局与分布、部分地区薄膜太阳能电池市

场的发展状况、薄膜太阳能电池消费态势等进行了分析。报告重点分析了我国薄膜太阳能电

池市场的竞争状况、行业发展形势与企业的发展对策，还对薄膜太阳能电池未来发展趋势进

行了研判，是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薄膜太阳

能电池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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