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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国外光热发电从技术诞生到今天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表现为装机量增速出现较大差异。  

全球太阳能热发电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初始研究阶段&mdash;&mdash;1950~1980年  

    前苏联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太阳能塔式电站，建造了一个小型试验装臵。70年代，太阳电

池价格昂贵、效率较低，相对而言，太阳热发电效率较高，技术比较成熟。因此当时许多工

业发达国家都将太阳热发电作为重点投资，兴建了一批试验性太阳能光热发电站。  

    第一次发展阶段&mdash;&mdash;1984~1991年  

    第一批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建设。最早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莫哈维维

沙漠建设的SEGS 电站。  

    停滞阶段&mdash;&mdash;1992~2006 年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对建成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进行技术总结后认为，虽然太

阳能光热发电在技术上可行，但投资过大，且降低造价十分困难。所以各国都改变了原来的

计划，使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的建设逐渐冷落下来。  

    市场复苏&mdash;&mdash;2007~2009 年  

    光热发电市场的复苏是由于不同国家对光热发电采取了不同的公共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快

速推动了光热发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帮助降低了光热发电的成本，拉近了与传统能源发电

的差距。这些扶持政策主要包括如FIT（即给予每度可再生能源上网电力以特定的价格补贴额

度）、PPA（即购电协议，该协议定义了电力公司以何种价格和规则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配额制或可再生能源投资比例限定、贷款担保、税收优惠等。  

    2010~2013：全球迅速发展  

    2010~2013 年，全球光热发电的装机量快速增长。2009 年底装机量仅为700MW，2013 年底

全球总的并网光热发电的装机容量达3320MW，已建成项目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西班牙，在阿

联酋、印度、伊朗、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分布。  

    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商业化太阳能槽式发电站是2013 年10 月投运的美国Solana 槽式电站，

装机为280MW；最大的商业化太阳能塔式发电站是2014年2 月运行的美国Ivanpah 电站，装机

容量为392MW（包括三个塔式电站，装机分别为133MW、133MW 和126MW）。已建成的太

阳能热发电站以槽式发电站为主，所占比例在90%左右，但在规划建设的光热电站项目中塔

式所占的比例已经超出了槽式技术。  

    2014~2020 年：继续高速发展  



    2014~2020 年，全球太阳能光热行业将继续高速发展，光热发电已经开始由美国和西班牙两

大传统市场转向澳大利亚、中国、智利、印度和中东北非地区等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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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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光伏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到 2020 年全球光



伏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200GW，是 2008 年累计装机容量的 13.6 倍；2030 年将达到 1850GW，

是 2008 年的 125.9 倍。  

    国际能源署（IEA） 预测: 2020 年世界光伏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 2%，2040 年将占总发电量

的 20%～28%。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预测，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将占到 30%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将达到 10%以上; 2040 年可再生能源在

总能源结构中将占 50% 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将达 20% 以上；到 21 世纪

末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将占到 80% 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将达到

60% 以上。  

    欧洲一直都是最主要的光伏市场，占据了全球 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光伏产业的勃兴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欧美国家对光伏产业采取了优惠的补贴政策。随着 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各国经济复苏滞缓，光伏补贴持续下调，从而导致整个光伏市场的萎缩，加之各国贸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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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属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全国总面积2/3以上地区年日照时数大于2000小时，年

辐射量在5000MJ/m2以上。据统计资料分析，中国陆地面积每年接收的太阳辐射总量

为3.3&times;103～8.4&times;103MJ/m2，相当于2.4&times;104亿吨标准煤的储量。  

    根据国家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评估中心划分标准，我国太阳能资源地区分为以下四类：  

    一类地区（资源丰富带）：全年辐射量在6700~8370MJ/m2。相当于230kg标准煤燃烧所发出

的热量。主要包括青藏高原、甘肃北部、宁夏北部、新疆南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

蒙古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全年辐射量在5400～6700MJ/m2，相当于180～230kg标准煤燃烧

所发出的热量。主要包括山东、河南、河北东南部、山西南部、新疆北部、吉林、辽宁、云

南、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江苏中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  

三类地区（资源一般带）：全年辐射量在4200～5400MJ/m2。相当于140～180kg标准煤燃烧所

发出的热量。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福建、浙江和广东的一部分地区，春夏多阴雨，秋冬季太

阳能资源还可以。  

    四类地区：全年辐射量在4200MJ/m2以下。主要包括四川、贵州两省。此区是我国太阳能资

源最少的地区。  

一、二类地区，年日照时数不小于2200小时，是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或较丰富的地区，面积

较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3以上，具有利用太阳能的良好资源条件。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发布《2014年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公报显示：2014

年，全国地表平均水平面总辐射年辐照量约为1492.6 kWh/ m2，较近10 年（2004-2013 年）平

均值偏少约8.1 kWh/ m2，为近10年来次小年。云量和霾日数增多是地表太阳总辐射量减少的

主要原因。  

    通过中国气象局对我国太阳能利用2004-2014年逐年全国气象台站总辐射和日照观测资料，

经统计分析和插值处理,  

得到全国陆地2.5&deg;╳2.5&deg;的格点要素资料，用于评估2014 年太阳能资源参数的年景特

征。  

    2014 年，全国陆地表面平均的水平面总辐射年辐照量为1492.6 kWh/ m2，较近10 年

（2004-2013 年）平均值偏少8.1 kWh/ m2 。近10 年来次小值年。  2004-2014年中国太阳能总辐

射量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2014 年，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区包括青海大部、西藏中西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

新疆东部及四川西部部分地区，年总辐射量超过1750 kWh/  



    m2，等级为A；华北北部、新疆大部、甘肃中东部大部、宁夏、陕西北部、青海南部和东

部、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大部及海南等地为1400～1750 kWh/  

    m2，为太阳能资源很丰富区，等级为B；东北大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

及华南大部为1050～1400  

kWh/m2，为太阳能资源丰富区，等级为C，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湖南中西部、湖

北西部地区不足1050 kWh/ m2，为太阳能资源一般区，等级为D。  中国太阳能资源总量等级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2014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陆地表面平均水平面总辐射偏少，其中重庆、贵州东部、湖南北部

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一般偏少5%以上。全国仅有新疆西部及北部、西藏西部、辽宁、吉林、

云南、海南、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偏多，其中云南大部分地区偏多5%以上。  2014年全国陆

地表面辐射总量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2014年全国陆地表面水平面总辐射量距平百分率  数

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固定式光伏发电太阳能资源  

    对固定式光伏发电，主要分析最佳斜面总辐射和年利用小时数（按80%的总体系统效率考虑

）。  

全国最佳斜面总辐射及光伏发电年利用小时数空间分布显示（图），2014 年，我国东北、华

北、西北及西南大部最佳斜面总辐射年总量超过1400 kWh/m2，年利用小时数在1100 小时以

上，其中新疆大部、青藏高原、甘肃西部、内蒙古、四川西部及云南部分地区，最佳斜面总

辐射年总量超过1800 kWh/ m2，年利用小时数在1500 小时以上，局部超过1800 小时；四川东

部、重庆、贵州中东部、湖南中西部及湖北西部地区，最佳斜面总辐射年总量小于1000 kWh/

m2，年利用小时数不足800 小时；其余地区最佳斜面总辐射年总量在1000～1400kWh/m2 之间

，年利用小时数在800～1100 小时之间。  2014年中国陆地斜面年总辐射量  数据来源：国家气

象局  2014年全国地表光伏年利用小时数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成因分析  

    2014 年，冷空气发生频次偏少、强度偏弱是全国平均风速偏小的主要原因。  

    年内，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总频次为18 次，比常年偏少2.36 次。其中，北方强冷空气次数偏

少2.45 次，南方强冷空气次数偏少1.18次，没有寒潮过程（图14）。此外，冬春季影响我国的

冷空气位置明显偏西，是2014 年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偏大、在中国东北

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偏小的主要原因。2014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云量增多，总云量大于8 成的

月平均日数增多，是近10年来的最大值（图），这是导致到达地表的太阳总辐射量减少重要

原因之一。  2004-2014年影响我国冷空气次数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2004-2014年全国日总云

量大于8成的月平均日照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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