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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随着功能性高分子材料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更迭，未来行业整体利

润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而其应用的下游领域中，太阳能背板虽然价格

逐年下降，但由于原材料价格下降和国产化因素，总体利润水平将保

持稳定。 



 

 

根据谨慎财务估算，项目总投资 25721.71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0410.42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9.35%；建设期利息 267.68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1.04%；流动资金 5043.61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9.61%。 

项目正常运营每年营业收入 52300.00 万元，综合总成本费用

42265.85 万元，净利润 7330.80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21.94%，财务

净现值 7223.32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 5.49 年。本期项目具有较强的

财务盈利能力，其财务净现值良好，投资回收期合理。 

本项目生产线设备技术先进，即提高了产品质量，又增加了产品

附加值，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项目生产所需原料立足

于本地资源优势，主要原材料从本地市场采购，保证了项目实施后的

正常生产经营。综上所述，项目的实施将对实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本期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本期项目是基于公开的产业信息、市场分析、技术方案等信息，

并依托行业分析模型而进行的模板化设计，其数据参数符合行业基本

情况。本报告仅作为投资参考或作为学习参考模板用途。 

 



 

 

第一章 行业、市场分析 

一、光伏产业规模及区域格局 

1、全球光伏产业规模及区域格局 

全球光伏产业在各国政府政策支持下，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根

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SolarPowerEurope，原 EPIA）数据显示，2011

年全球光伏发电系统新增装机容量 30GW，推动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70GW。

在我国和日本光伏产业装机容量爆发式增长的带动下，全球光伏产业

连年大幅增长，至 2018 年全球光伏产业新增装机容量 102GW，累计装

机容量达 509GW，行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从全球区域市场情况来看，根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

《GlobalMarketOutlook2019-2023》报告，2018 年我国无论从新增和

累计装机容量方面均处于市场第一位，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总新增装

机容量的 43.4%，累计装机容量占全球总累计装机容量 34.4%；美国的

累计装机容量紧随其后，全球占比为 12.2%；日本的累计装机容量位列

全球第三，占比为 11.0%；德国累计装机容量位列全球第四，占比为

9.0%；印度累计装机容量位列全球第五，占比为 5.4%，未来几年印度

将有机会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之一。  



 

 

未来，随着世界能源结构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的方向转型，

各国政府仍将大力发展光伏行业，光伏行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根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GlobalMarketOutlook2019-2023》报

告预测，2019 年-2023 年期间，中性预测下全球光伏发电系统新增装

机容量将以复合年增长率约 12%的速度增长，到 2023 年全球新增装机

容量将达到 180GW，较 2018 年的全球新增装机容量增加 77.6GW。 

2、我国光伏产业规模及区域格局 

2009 年以前，由于我国光伏行业发展较晚、基数较小，年新增装

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均占当期全球总规模的很小比例；2009 年以后，

由于政府为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先后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和

补贴政策，鼓励在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在人口

稠密的中东部地区发展屋顶、农业大棚、渔业养殖等分布式光伏电站，

2012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已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家；2013 年以来，我

国新增装机容量每年均保持全球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光伏大国。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2018 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44.3GW，累

计装机容量 174.5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其中，集中

式电站 2018 年新增装机容量约 23.3GW，累计装机 123.8GW；分布式光

伏 2018 年新增装机容量约 21.0GW，累计装机 50.6GW。2018 年我国光

伏发电量 1,7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全国平均弃光率降低至 3%，



 

 

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我国目前光伏发电市场主要以集中式电站为

主、分布式光伏发电为辅，从新增装机布局看，由西北地区向中东部

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近年来，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发展提速，

2018 年新增装机容量上升至 21GW，浙江、山东、安徽三省分布式光伏

新增装机位居全国前列。 

进入 2019 年，受欧盟取消光伏双反政策和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

的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中国光伏企业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海外市场。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测算，受补贴政策影响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光伏

新增装机容量约 11.4GW，同比降幅超 50%，其中集中式电站新增装机

约 6.8GW，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约 4.6GW。虽然国内市场低迷，但海外

市场的快速增长给国内光伏产业带来了强劲的需求，2019 年上半年全

球装机约 47GW，中国组件总出口量达 34GW，同比增长了近 100%，组件

主要出口到荷兰、越南、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 

二、光伏产业规模及区域格局 

1、全球光伏产业规模及区域格局 

全球光伏产业在各国政府政策支持下，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根

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SolarPowerEurope，原 EPIA）数据显示，2011

年全球光伏发电系统新增装机容量 30GW，推动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70GW。

在我国和日本光伏产业装机容量爆发式增长的带动下，全球光伏产业



 

 

连年大幅增长，至 2018 年全球光伏产业新增装机容量 102GW，累计装

机容量达 509GW，行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从全球区域市场情况来看，根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

《GlobalMarketOutlook2019-2023》报告，2018 年我国无论从新增和

累计装机容量方面均处于市场第一位，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总新增装

机容量的 43.4%，累计装机容量占全球总累计装机容量 34.4%；美国的

累计装机容量紧随其后，全球占比为 12.2%；日本的累计装机容量位列

全球第三，占比为 11.0%；德国累计装机容量位列全球第四，占比为

9.0%；印度累计装机容量位列全球第五，占比为 5.4%，未来几年印度

将有机会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之一。  

未来，随着世界能源结构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的方向转型，

各国政府仍将大力发展光伏行业，光伏行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根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GlobalMarketOutlook2019-2023》报

告预测，2019 年-2023 年期间，中性预测下全球光伏发电系统新增装

机容量将以复合年增长率约 12%的速度增长，到 2023 年全球新增装机

容量将达到 180GW，较 2018 年的全球新增装机容量增加 77.6GW。 

2、我国光伏产业规模及区域格局 

2009 年以前，由于我国光伏行业发展较晚、基数较小，年新增装

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均占当期全球总规模的很小比例；2009 年以后，



 

 

由于政府为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先后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和

补贴政策，鼓励在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在人口

稠密的中东部地区发展屋顶、农业大棚、渔业养殖等分布式光伏电站，

2012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已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家；2013 年以来，我

国新增装机容量每年均保持全球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光伏大国。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2018 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44.3GW，累

计装机容量 174.5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其中，集中

式电站 2018 年新增装机容量约 23.3GW，累计装机 123.8GW；分布式光

伏 2018 年新增装机容量约 21.0GW，累计装机 50.6GW。2018 年我国光

伏发电量 1,7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全国平均弃光率降低至 3%，

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我国目前光伏发电市场主要以集中式电站为

主、分布式光伏发电为辅，从新增装机布局看，由西北地区向中东部

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近年来，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发展提速，

2018 年新增装机容量上升至 21GW，浙江、山东、安徽三省分布式光伏

新增装机位居全国前列。 

进入 2019 年，受欧盟取消光伏双反政策和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

的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中国光伏企业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海外市场。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测算，受补贴政策影响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光伏

新增装机容量约 11.4GW，同比降幅超 50%，其中集中式电站新增装机



 

 

约 6.8GW，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约 4.6GW。虽然国内市场低迷，但海外

市场的快速增长给国内光伏产业带来了强劲的需求，2019 年上半年全

球装机约 47GW，中国组件总出口量达 34GW，同比增长了近 100%，组件

主要出口到荷兰、越南、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 

三、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 

1、技术壁垒 

薄膜形态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行业涉及多种核心技术，如材料设计、

树脂改性、胶粘剂配方、界面技术、测试评价的基干技术和涂布、复

合、流延制膜的工艺技术，根据不同应用领域、不同应用产品开发出

不同功能的材料的技术等，没有深耕功能性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多年经

验和不断更新技术的能力，便难以在行业内持续不断的发展。 

太阳能背板是薄膜形态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的一个重要应用产品，

也是光伏组件封装的重要材料。太阳能电池组件一般有 25 年寿命及以

上的要求，因此太阳能电池组件对背板的厚度、抗张强度、断裂伸长

率、收缩率、层间附着力、与 EVA 粘结强度等性能指标有着很高的要

求。原料配方、制膜工艺、核心生产设备对上述指标有决定性作用，

需要企业多年的摸索和不断改进，才能设计出合理的生产线和关键装

备，得到较理想的配方和工艺参数，确保产品质量以及稳定性。可见，

新进入企业在不具备丰富的胶粘剂配方经验、熟练的生产工艺操作和



 

 

领先的生产设备调试能力等技术储备的情况下，难以满足客户全部性

能需求，从而在竞争中缺乏竞争力。 

2、客户资源壁垒 

对于薄膜形态的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而言，由于特定的功能性需求，

下游大型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要求非常严格，如太阳能背板，若因为

背板失效而使光伏组件的使用寿命大大减少，将使下游光伏组件厂商

和电站出现重大损失。一般大型光伏组件企业对太阳能电池背板均采

用自主检测，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并通过 6-12 个月的认证后才会试

用，进而批量采购。因此对于新进入者，在稳定、规模化地生产出合

格的产品后，尚需接受下游客户较长时间的考察，才有可能进入其采

购客户名单。 

3、人才壁垒 

薄膜形态的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行业作为技术专业性较强的产业，

其生产技术的发展速度及更新换代的周期较快，因此行业对高端技术

研发人才的要求较高。 

在薄膜形态高分子材料领域，对人员的专业需求涵盖胶粘剂、合

成树脂、技术工艺等各个方向，要求相关技术人才具备较强的专业复

合能力，能够应对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和技术难题；

另外，对于太阳能背板、胶带等产品而言，其与普通的消费性产品具



 

 

有较大的应用差异，其往往应用于特定功能需求，因此需要相关的营

销服务人员充分了解产品技术功能、性能及技术特点，为客户做专业

化的产品介绍，从而更加有利于扩大其产品市场覆盖能力。可见，本

行业的新进入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和引进完全符合行业生产需求所

需的优异人才，因此对于其进入本行业构成一定的壁垒。 

4、资金壁垒 

薄膜形态的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行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其专业性较

高，对生产条件、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等方面也提出较高要求。目前

国内行业在该方面技术水平尚不足，多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还需依靠

国外供应商提供，提高了产品的成本；此外，该行业对技术研发能力

的要求较高，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开发和创新。因此对本行

业而言，资金壁垒较高，从而为资金实力较为有限的企业进入制造了

一定的壁垒。 



 

 

第二章 背景及必要性 

一、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 

由于薄膜形态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行业，技术方面涉及材料设计、

树脂改性、胶粘剂配方、界面技术、测试评价等基干技术和涂布、复

合、流延制膜等工艺技术，技术壁垒较高，行业整体利润水平相对较

高。具体到不同的应用领域，光伏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已相对成熟，竞

争格局已经形成，因此利润水平总体较为稳定，但近年受市场影响利

润水平有一定下降；智能手机、高铁车辆等应用领域由于产品性能要

求较高，参与竞争企业数量较少，因而整体利润相对较高。 

随着功能性高分子材料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更迭，未来行业整体利

润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而其应用的下游领域中，太阳能背板虽然价格

逐年下降，但由于原材料价格下降和国产化因素，总体利润水平将保

持稳定。 

二、光伏行业发展历程 

1、全球光伏发展历程 

1839 年，法国物理学家 A.E.贝克勒尔（A.E.Becqurel）在实验时

意外地发现“光生伏特效应”；1883 年，美国发明家查勒斯• 福瑞茨

（CharlesFritts）在半导体硒和金属接触处发现了固体伏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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