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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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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主体工程施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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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投资的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合资
各方的发展战略，能充分发挥合资各方在资源、技术、资金、
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打造“强强联合”模式，优势互
补、效益叠加。项目建成后，能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发展平台，
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价值，能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广大
投资者创造更高的投资价值，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本次投
资在资金、资源、影响、收益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已具备了实
施条件，因此本项目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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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化石能源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社
会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的矛盾非常突出；另一方面，我国能
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炭占化石能源消费的95%以上。大量直接
燃用原煤带来了酸雨等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
活质量和身体健康。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约束条件。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必须增强危机意识，
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
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
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是
发展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将推动能源生产
方式变革，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安全、



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大型并网光伏电站的建设将有力地推动河北省光伏产业的发
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通过并网光伏电站技术的
进一步研究，将为大规模开发建设太阳能并网电站提供技术
支持。光伏并网发电是太阳能发电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
必由之路，光伏电站的建设将提供光伏并网发电商业化管理
模式，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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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也是这样道
理，扶贫的最终目的是脱贫，而不是暂时的脱贫。唯有授之
生财之道，才是彻底脱贫。

光伏扶贫瞄准扶贫攻坚的难点问题——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如何脱贫，精准发力，定向滴灌，是20xx年国家精准扶贫
十大工程之一。同时结合低保收入、农村养老金收入、土地
租金收入等其他稳定收入。

对于光伏扶贫模式，操作灵活可以在贫困户的屋顶安装，可
以在村落集中安装。稳定收益。光伏发电可以就近消纳、并
网，国家按照度电补贴0.42元是第一部分收益，节省电费就
是第二部分收益，剩余的电量可以按照当地脱硫电价卖给电
网公司即第三部分收益。持续运行能力。光伏发电可持续运
行25年，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光伏电站设备运行情况，逆变器
厂家质保5年，组件10年。在一定程度保证了电站持续运行能
力。

光伏发电操作简单，收益稳定可靠，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农
村贫困户来说，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无论是建设家用光伏电站，还是发展其他模式的光伏电站，
都可以获得国家补贴，增加自己的收入。



通过在农业大棚上架设不同透光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能满足
不同作物的采光需求，可种植有机农产品、名贵苗木等各类
高附加值作物，还能实现反季种植、精品种植。

光伏农业大棚发电以及渔光互补项目利用的是农业大棚的棚
顶及水面，并不占用地面，也不会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因此
能够节约土地资源。可在有效扭转人口大量增加情况下耕地
大量减少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光伏项目在原有农
业耕地上建设，土地质量好，有利于开展现代农业项目，发
展现代农业、配套农业有利于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结
合。而且可以直接提高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

利用棚顶发电可以满足农业大棚的电力需求，如温控、灌溉、
照明补光等，还可以将电并网销售给电网公司，实现收益，
为投资企业产生效益。

与传统农业相比，更加重视科技要素的投入，更加注重经营
管理，更加注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
产经营模式，在带动区域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同时，
通过实现农业科技化、农业产业化，将成为区域农业增效和
农民增收的支柱型产业。

光伏发电是一种绿色清洁的能源，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发展光伏发电既保护了农村的环境，更推动了绿色农业生产
及美丽乡村的建设。

20xx年我国光伏产业各环节均蓬勃发展，产业全面回暖，产
能利用率大幅提升，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被广大商家及用户
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