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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太阳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首先介

绍了太阳能的相关概念和太阳能灶的定义、结构类型和推广效益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太

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和太阳能灶具行业的发展状况。随后，报告对太阳灶市场做了区域

发展分析、技术分析和相关替代产品分析，最后分析了太阳灶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 

     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日益严峻，煤气涨价、电价上升、油价连续走高，人们逐渐把目光

转向了太阳能利用上，而缓解农村能源紧缺状况、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方面 太阳灶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并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太阳能灶具涉及到广大的农村，工、矿企业，部队，

学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中国太阳灶的 研究及推广应用已经历了三十多年，从分散的探索性试验，到全国性有组织

的联合攻关、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试制、试用，到组织工厂化批量生产、规模推广；从国 家

无偿投放、补贴推广，到半商品化、商品化销售，无论从设计理论、材料工艺、技术标准，

还是工业化生产、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太阳灶的技术和应用都有了长 足的进展，引起国内

外瞩目。中国已是世界上推广应用最多的国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中国太阳灶的推广和应用区域集中在西部太阳能丰富的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四

川、云南等地区，而这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中国太阳灶潜在市场很大。太阳灶还是政府大力倡导扶持的绿色环保能源免税项目，国家

每年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广大农村安装太阳灶。近年来，国家将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放到国家能源建设开发战略的优先地位，为发展太阳能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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