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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省是国内太阳能高值区。 近年来随着光伏领跑者基地建设、全省光伏扶贫试点工程等光伏项目的实施，光伏产

业发展态势强劲。 在此基础上，山西省将光伏产业链列为 2022 年培育锻造的十条重点产业链之一，以中来为“链主”企

业，引导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产品协作配套，提升本地配套率，增强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去年 9 月 29 日，山西省能源局、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出台《山西省光伏产业链实施方案》，明确“十四五”期间山

西光伏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目标，加快构建以“硅料—硅片—电池—组件”为主链、材料和设备等为侧链的产业链生态

体系，推动山西省光伏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力争到 2025 年，实现光伏产业链总产值超 1000 亿元。

追光逐日 向阳而生

———山西省加快布局光伏产业链

建圈强链 让“光”更聚光

换上洁净服， 全方位除尘……3 月

27 日，走进山西综改示范区潇河园区中

来股份年产 16GW 高效单晶电池智能

工厂，全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无尘车

间正在开足马力生产。

去年 6 月 30 日 ， 山西中来光能

182/210 高效太阳能电池首片成功下线。

该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基于 182/210

大尺寸硅片的 GW 级 TOPCon 智能化

电池工厂，采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一代 N 型 TOPCon2.0 高效太阳能

电池技术， 量产转化效率为 25%， 居行

业领先水平。 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

产值不少于 100 亿元， 年税收不少于

2.6 亿元， 将全面助力山西打造千亿级

光伏产业集群。

光伏产业链分为主链、侧链。 主链

包括上游的硅料开发、 硅片 （拉棒、切

片）、 中游的电池以及下游的组件 4 个

主要环节，侧链则是每个环节上的配套

产品，比如玻璃、边框、支架等，通过主

链和侧链的结合，一步步最终走向 EPC

（终端电站）。

在整个光伏产业链中，电池片生产

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对整个产业

链的降本增效起到极大的综合性推动

作用。“中来光伏生产的电池片发电效

率高，度电成本非常低。 转化采用了量

子氧化的镀膜技术，极大提高了电池效

率。 ”山西中来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谢建军说，“TOPCon2.0 的电池技术

是低成本、大规模、可量产的一个技术，

在山西落地后，将对产业起到强链补链

的作用。 ”

硅片是产业链上游的末端， 是光

伏产品的起点 。 硅片的生产工艺是整

个光伏产业链中技术难度和能耗最大

的环节 ， 也是山西省发展光伏产业链

最缺失的环节 。 去年 3 月， 中来在古

交市布局了年产 20 万吨工业硅 +10

万吨高纯多晶硅项目。 该市锚定打造

光伏制造和应用基地目标 ， 按照“政

府 + 链主 + 产业园”模式 ，设立硅基

材料产业园， 在加速推进多晶硅项目

落地的同时 ， 持续对接上下游头部企

业， 目前通过链主企业推荐 ， 达成意

向落地项目已有 3 个 。“十四五 ”期

间， 山西省有望自己供应硅料， 解决

硅料空白问题 。

建圈强链，才能让“光”更聚光。 成

为链主单位以来，中来成立内部智库团

队，会聚光伏新材、组件、电池、应用、硅

料事业板块市场和技术条线的核心骨

干及专家， 全集团各板块形成合力，为

山西省光伏产业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持。

在《山西省光伏产业链实施方案》

的制定过程中，中来充分发挥了产业专

家与“链主”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协助

梳理产业发展脉络，多次提出光伏产业

链针对性支持政策及建议，为入晋在晋

光伏企业谋求要素 、金融 、招商及市场

等各方面支持政策。

3 月 8 日，由山西省能源局 、山西

省工信厅主办 ， 中来股份承办的山西

省光伏产业链协同发展推进会在太原

如期召开。“链主”“链核”“链上”企业

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产业链发展。

自 2021 年 9 月起，中来协同山西综

改示范区管委会进行全产业链的招商

引资，目前，新疆大全、宇泽（半导体）、

青岛高测、十一科技等上游企业表达了

合作意向，正在进行落地接洽。

“未来， 中来股份将继续主动承担

‘链主’企业责任，当好产业链上的当家

人。 ”谢建军表示，将加快先进技术研发

和推广应用，为上下游企业寻求更普惠

的产业引导政策，助力山西打造千亿级

光伏产业集群。

聚链逐“光” 遍地“向阳花开”

3 月 28 日 ，为期 3 天的“2023 中

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 在北京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 晋能科技作为晋

能 控 股 旗 下 新 能 源 代 表 公 司 ， 携

PERC、TOPCon、HJT 三款产品出席展

会 ， 多样化产品方案获得大量现场参

展嘉宾的关注。

作为山西省光伏产业链“链核 ”企

业， 晋能科技坚持技术迭代的核心战

略 ， 组建了包含国内外光伏行业专家

及优秀人才的运营管理和研发团队 ，

通过技术革新和精益生产， 构建起具

有技术和成本竞争力的电池、 组件生

产能力。 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快速发展，

预计 2023 年底， 晋能科技综合产能将

达 10GW。

同为“链核 ”企业的潞安太阳能近

年来为省内光伏电站项目持续供应大

量优质可靠的光伏组件产品，广泛应用

于大型地面项目、 工商业屋顶项目、居

民屋顶项目等不同的场景，截至 2022 年

底光伏产品累计出货量达到 30GW 以

上，在电站终端表现出了优异 、稳定的

发电性能。 其产品畅销卢森堡、克罗地

亚、印度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连续 5 年

长治市出口创汇第一。

“向阳花开”，处于能源革命加速期

的三晋大地上，传统煤炭国企的转型之

路正围绕光伏制造展开。

山西省发展的光伏产业链主要是工

业硅—多晶硅—拉棒—切片—电池—组

件—专用设备—辅料—光伏发电系统 。

截至目前， 山西省光伏产业链共有 15 户

企业，初步形成以山西中来、晋能科技、

潞安太阳能为重点的光伏产业链中下游

电池、组件制造企业；以日盛达太阳能、

长治高测、 中电科二所等为重点的配套

材料、装备企业。 2021 年，山西省光伏电

池产能 5.3GW， 光伏组件产能 6GW，并

布局了光伏玻璃 2000 万平方米等配套产

品产能，产业链整体实现营收 83 亿元。

目前， 山西省光伏产业链发展的

产业规模及技术水平处于我国中游，

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但可以看到，山

西省光伏产业链短板主要是上游多晶

硅、拉棒、切片环节基本缺失 ；中下游

电池组件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优势 ，需

通过“补链”“强链”补足短板。

为此，《山西省光伏产业链 2022 年

行动计划》 提出， 依托长治、 晋中、朔

州、综改示范区和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等

地区的产业基础， 持续推动项目签约、

开工、投产“三个一批”活动，形成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四大产业集群。 精准

补齐短板弱项，发挥中来股份、潞安太

阳能等“链主”“链核 ” 企业的牵引作

用，重点针对硅料、拉晶切片等产业链

缺失和薄弱环节拓展强化，促进产业链

延链补链。

截至目前， 光伏产业链 9 个重点

项目已完成投资 39 亿元。“补链”项目

共 2 项，其中中来股份新建年产 20 万

吨工业硅、 10 万吨多晶硅项目， 项目

正办理合规性手续。“强链”项目 7 项，

其中晋能科技年产 3GW 太阳能高效

组件项目已达产 ； 山西中来 16GW 单

晶 高 效 电 池 智 能 工 厂 项 目 已 完 成

4GW 投产， 一期剩余 4GW 将于 4 月

底投产， 争取 2023 年完成 16GW 全部

投产达效率 ； 潞安太阳能高效单晶太

阳能电池大尺寸升级改造项目、 日盛

达 2×1000t/d 光伏玻璃生产线及配套

深加工项目、 壶关高测光伏金刚线生

产装备降本增效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已

逐步完成设备调试，正常推进。

蓝色好风景带来绿色好“光”景

年发电率小时数 8000 多万 ， 年利

用率小时数 1600 个小时……大同熊猫

电站在 25 年的运行周期内， 可实现高

达 32 亿千瓦时的光伏电力， 相当于节

约煤炭使用量 105 .6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2 .6 万吨，减少粉尘 1600 万吨 。

中来负责在每年的春检秋检期间，对其

光伏组件进行热斑检测，以提升光伏组

件的发电量，实现绿色 、低碳 、可持续

发展。

年初 ， 中来与在晋能源集团包括

格盟 、华能山西公司、华电山西公司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 合力推动山西光

伏产业链制造板块与下游投资应用形

成产业联动与拉动， 并与华电山西公

司、华能山西公司、中电建贵阳院等单

位达成深度合作， 预计 2023 年实现电

池片及组件销售 1GW， 真正实现晋材

晋用。

这两天 ， 晋能科技接到了欧洲老

朋友抛来的第三次合作橄榄枝。 此前，

该公司采用晋能科技组件建设了一座

异质结分布式电站， 并且将该项目地

面全部铺设白色石子， 增加光照地面

反射量。 晋能科技双面组件优异的背

面发电效果完美匹配该方案 ， 整体发

电量提升十分明显 ， 大幅超出预期并

满足该项目初始发电要求。 为此，该公

司又向晋能科技采购了第二批更先进

的异质结半片组件 ，用来打造“地中海

最美丽的太阳能园区”，目前也已投入

运营。

不仅如此，晋能科技还于近日出货

约 30MW 光伏组件，助力打造沿山西省

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项目。 该工程将在

收费站、服务区、空地车棚、匝道 、隧道

出入口 、低边坡等区域装机建设 ，利用

高速公路周边设施的闲置空间进行太

阳能发电。

不论是“光”耀三晋 ，还是“日”照

海外 ， 山西省光伏产业链在聚力实现

全链闭环的同时 ，着力提升应用场景 ，

以“商业纽带 ”角色连接山西—中国—

全球市场互通， 激活地方产业发展新

动能，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与经济发

展两大核心。

人才为产业链可持续生态化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现在，晋能科技在山西

参与创建了 3 个省级科技创新基地 ，

即山西省企业技术中心 、 山西省光伏

电池组件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 山西

省太阳能光电 转 换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保障优质人才向上输送渠道畅通，

最大化发挥科研人员研发助力价值。

追光逐日， 向阳而生。 把空白的

“链”补齐 ，将有基础的“链”补强 ，形

成全产业链纵向成链、 横向成群的态

势之后， 山西千亿光伏产业集群指日

可待。

（曹婷婷）

中来电池智能工厂里的机械臂正在进行自动化取放片。 图片由中来公司提供

【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