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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9年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市场发展

现状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

第一章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概述

1.1行业背景及发展历程

(1) 中国太阳能 EVA 行业作为光伏产业链中的重要一

环，自 20 世纪末开始萌芽。随着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

和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太阳能 EVA薄膜的需求量逐年攀升。

初期，我国太阳能 EVA薄膜市场主要依赖进口，技术水平和

产品性能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然而，经过多年的

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我国太阳能 EVA薄膜产业取得了显著

进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2) 发展历程上，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005

年），以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为主，国内企业逐步开始生产

太阳能 EVA 薄膜。第二阶段为成长阶段（2006 年至 2010

年），随着国内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太阳能 EVA薄膜市场

需求旺盛，行业规模迅速扩大。第三阶段为成熟阶段（2011

年至今），我国太阳能 EVA薄膜产业进入成熟期，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部分企业已具备国际竞争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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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太阳能 EVA 行业经历了多次技术

革新和市场变革。从最初的单一产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产

品性能和稳定性不断提高。同时，行业内部竞争加剧，促使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此外，随着光伏产业的

不断拓展，太阳能 EVA薄膜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为行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1.2行业政策及标准规范

(1) 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政策方面，政府高度重视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其中涉及

太阳能 EVA薄膜的生产和应用。这些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研发投入支持等，旨在降低光伏产品的成本，提高

市场竞争力。此外，政府还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推动产

业技术创新等措施，促进太阳能 EVA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 在标准规范方面，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参照国际标

准，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范。这

些标准和规范涵盖了太阳能 EVA薄膜的生产、检测、应用等

多个环节，如《太阳能光伏组件用 EVA薄膜》、《太阳能光

伏组件用 EVA胶膜》等。这些标准对提高产品质量、规范市

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3) 为了确保太阳能 EVA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还加

强了对行业的监管，对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实施严格的

质量监督。监管部门通过定期检查、抽检、举报查处等方式，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同时，政府还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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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

国太阳能 EVA行业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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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趋势

(1) 中国太阳能 EVA 行业市场规模在过去几年中呈现

显著增长趋势。随着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太阳能 EVA薄膜

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市场规模逐年扩大。据统计，2018年中

国太阳能 EVA 薄膜市场规模达到 XX 亿元，预计到 2023 年，

市场规模将突破 XX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XX%以上。

(2) 市场增长趋势得益于多方面因素。首先，国内光伏

装机容量的持续增长为太阳能 EVA薄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其次，随着太阳能 EVA薄膜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性能

和成本优势逐渐显现，进一步推动了市场需求的增长。此外，

国际市场对中国太阳能 EVA薄膜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出口业

务成为行业增长的新动力。

(3)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市场规模仍将

保持高速增长。一方面，国内光伏市场将继续扩大，为太阳

能 EVA薄膜行业提供持续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

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完善，太阳能 EVA薄膜的国际

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有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同时，随着新能源政策的持续优化和新能源消费市场的逐步

成熟，太阳能 EVA行业市场规模有望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第二章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市场分析

2.1市场供需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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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阳能 EVA 市场供需分析显示，近年来市场需求

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光伏装机

容量的增加，太阳能 EVA 薄膜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然而，

由于国内产能扩张速度较快，部分时间段内出现了供需失衡

的现象。特别是在光伏产业高峰期，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导

致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2) 在供给方面，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产能主要集中在

华东、华南和华北地区。主要生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等方

式，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尽管如此，在光伏产业

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太阳能 EVA薄膜的供给能力仍难以满

足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缺口。

(3) 面对市场供需矛盾，行业内部正在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寻求平衡：一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性能和降低

成本，以适应市场需求；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

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能；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和设备，提升国内太阳能 EVA薄膜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同时，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产业政策调整，引导企业合理规划

产能，以实现供需平衡。

2.2产品结构分析

(1) 中国太阳能 EVA产品结构分析显示，市场上主要分

为两类产品：通用型 EVA薄膜和专用型 EVA薄膜。通用型 EVA

薄膜适用于大多数光伏组件制造，具有较好的耐候性、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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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机械强度。而专用型 EVA薄膜则针对特定应用场景设计，

如高透光率 EVA、高耐候性 EVA 等，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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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产品规格方面，太阳能 EVA 薄膜的厚度一般在

100-300 微米之间，宽度可达 1.5 米以上。根据厚度不同，

产品可分为薄型、中厚型和厚型三类。其中，薄型 EVA薄膜

适用于高效光伏组件，中厚型 EVA薄膜适用于常规光伏组件，

厚型 EVA薄膜则适用于特定场合或特殊要求。

(3) 近年来，随着光伏技术的不断进步，太阳能 EVA薄

膜的产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一方面，高透光率、高耐候性、

高耐热性等高性能 EVA 薄膜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另一方面，

为了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企业开始推出定制化 EVA薄膜产

品。此外，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生物基 EVA薄膜等环保型

产品也逐步进入市场，丰富了太阳能 EVA产品结构。

2.3地域分布分析

(1) 中国太阳能 EVA 行业地域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均衡

性，主要集中在光伏产业发达的地区。华东地区，尤其是江

苏、浙江和上海，因拥有较为成熟的光伏产业链和丰富的市

场需求，成为太阳能 EVA薄膜生产的重要基地。这些地区的

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2) 华南地区，以广东、福建为主，也是中国太阳能 EVA

薄膜产业的重要区域。该地区的光伏产业起步较早，产业链

较为完整，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此外，华南地

区的地理优势也为其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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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和河北为代表，近年来在光

伏产业布局上逐渐发力。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

华北地区的光伏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太阳能 EVA薄膜的生

产和销售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西北地区如新疆、内蒙

古等地，凭借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也在积极发展太阳能 EVA

产业。然而，整体来看，这些地区的太阳能 EVA产业发展相

对滞后，市场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2.4市场竞争格局

(1) 中国太阳能 EVA 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

展态势。一方面，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如德

国莱宝、美国杜邦等，它们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在

高端市场占据一定份额。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在积极拓展

市场，如中来集团、福斯特集团等，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

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2) 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产品性能、价格、服务等方面。

在产品性能方面，企业通过提高 EVA薄膜的透光率、耐候性、

耐久性等指标，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在价格方面，由于

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时有发生，但同时也推动

了行业整体成本的降低。在服务方面，企业通过提供完善的

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增强客户粘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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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太阳能 EVA 市场竞争格局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市场集中度较高，前几家企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二是

行业竞争格局逐渐稳定，新进入者面临较高的市场门槛；三

是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将在

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此外，随着光伏产业的全球化和国际

化，中国太阳能 EVA企业正面临着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

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第三章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产业链分析

3.1上游原材料市场分析

(1) 中国太阳能 EVA 上游原材料市场主要包括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EVA）、丁基橡胶（IIR）、交联剂等。其中，

EVA 是太阳能 EVA 薄膜的主要原料，其价格波动对整个行业

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内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EVA

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应逐渐紧张，价格波动较大。

(2) 上游原材料市场供应格局较为集中，主要供应商包

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

以及埃克森美孚、BP等国际石油公司。这些供应商在原材料

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同时，随

着国内 EVA生产企业规模的扩大，本土供应商的市场份额也

在逐步提升。

(3) 上游原材料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国际原油价

格、国内政策调控、市场需求变化等。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直

接影响 EVA等原材料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太阳能 EVA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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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国内政策调控，如环保政策、税收政策等，也会对

上游原材料市场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将对原

材料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3.2中游生产制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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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太阳能 EVA 中游生产制造环节是整个产业链

的核心部分，涉及 EVA薄膜的熔融、混合、流延、冷却、拉

伸、复合等多个工艺步骤。这一环节的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

产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太阳

能 EVA生产制造技术已逐步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部分企业

甚至实现了自主研发和创新。

(2) 中游生产制造环节的关键设备包括 EVA反应釜、流

延机、复合机等。这些设备的性能直接影响着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近年来，国内企业在设备研发和制造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步，部分高端设备已具备与国际品牌竞争的能力。同时，

设备国产化率的提高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

(3) 中游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不

同的竞争策略。一些企业专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通过

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来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另一些企业则通

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以价格优势占领中低端市场。此外，

部分企业还通过产业链整合，向上游原材料环节延伸，或向

下游光伏组件环节拓展，以实现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3.3下游应用市场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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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阳能 EVA 下游应用市场主要包括光伏组件、建

筑一体化光伏（BIPV）、光伏发电系统等领域。光伏组件是

太阳能 EVA薄膜最主要的下游应用市场，随着光伏产业的快

速发展，光伏组件对 EVA薄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此外，随

着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理念的推广，BIPV 市场也逐渐成为

EVA薄膜的重要应用领域。

(2) 在光伏组件领域，太阳能 EVA薄膜作为光伏组件的

核心材料之一，其性能直接影响组件的寿命和发电效率。随

着光伏技术的不断进步，对 EVA薄膜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更高的耐候性、耐久性和透光率。因此，下游光伏组件企

业对 EVA薄膜的选择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

(3) 建筑一体化光伏（BIPV）市场是太阳能 EVA薄膜的

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BIPV产品将光伏发电功能与建筑材料

相结合，具有节能、环保、美观等特点。随着 BIPV 技术的

成熟和成本的降低，其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此外，

光伏发电系统领域也对太阳能 EVA薄膜的需求不断增加，尤

其是在分布式光伏和大型地面电站项目中的应用。这些下游

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太阳能 EVA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四章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主要企业分析

4.1行业龙头企业分析

(1) 中国太阳能 EVA 行业的龙头企业通常具备较强的

研发能力、生产规模和市场竞争力。例如，中来集团作为中

国太阳能 EVA薄膜的领军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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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市场。中来集团在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和市场营销等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是国内 EVA薄膜行业的标杆企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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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家知名企业福斯特集团，凭借其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在太阳能 EVA薄膜领域同样具有较高地

位。福斯特集团的产品线丰富，覆盖了光伏组件、BIPV等多

个领域，其市场拓展能力和品牌影响力在行业内享有盛誉。

(3) 国际知名企业如德国莱宝、美国杜邦等，凭借其全

球化的布局和强大的技术实力，在中国太阳能 EVA市场也占

据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基地，通过本地化

生产和服务，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并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拓

展方面保持领先地位。这些龙头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推动了

中国太阳能 EVA行业的整体发展。

4.2中小企业竞争力分析

(1) 中国太阳能 EVA 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这些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资金实力和研

发能力相对较弱，难以与大型企业抗衡。然而，中小企业在

产品差异化、市场细分和客户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通

过专注于特定领域或细分市场，中小企业可以发挥其灵活性

和快速响应市场的特点。

(2)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展现出积极态度。一些

中小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结合自身实际需求

进行改进和创新，开发出具有特色的产品。这种灵活的研发

模式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一定的竞争力。此

外，中小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精细

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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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88037102130007010

https://d.book118.com/488037102130007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