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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青海省光伏发电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七章。报告介绍了青海省光伏发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青海省光伏发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了中国青海省光伏发电行业的现状、中国青海省光伏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青海省光伏

发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青海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青海省光伏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青海省光伏发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数 据显示，青海省2014年10月份光伏利用小时数为151小时，1至10月光伏利用小时数

为1498小时，光伏发电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0月份德令哈 市光伏电站利用小时数最高，

为163小时。共和县和乌兰县利用小时数相等，为156小时。格尔木市利用小时数最低，为140

小时。据了解，格尔木市10月 份由于电网线路故障维修、光伏电站母线对接等原因，导致部

分电站小规模停运，影响了全市利用小时数。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及荒漠

化土地资 源，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2014年青海省光伏

电站装机规模名列前茅，电站设备可利用程度高。随着各路投资商更大规模的 聚集，光伏发

电能力进一步增强，电网建设和规划将成为青海省光伏产业的重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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