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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步目标是生产邮政、快递以及城际交

通新能源汽车。”近日，浙江超威电源动力有限公司

周明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他们将进一步加大上下游产业的延伸与发展。

位于浙江长兴县绿色能源产业示范区朗山园区

的浙江超威 1998 年创建的超威动力，经过十几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行业的领先者。2014年，

超威集团实现销售收入超600亿元，在铅酸电池行业

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三。

“新能源园区需要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专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形成产

业链上下游的分工，紧密合作，产业才会有生命力，

园区才会可持续发展。

一县两新能源园区

作为我国的蓄电池之乡，长兴已经从粗放式逐步

向高科技技术方面转型。

“新能源是长兴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下一步政

府重点扶持的产业。”长兴县委宣传部外宣科长张啸

松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长兴电池企业最多时达

几百家，由于多为手工业作坊，铅金属对空气、土壤、

河水造成严重污染。经过几年的努力整改，目前电

池企业减少为 15 家。但在减少企业的同时，产值却

增长了10.5倍，还出现了天能、超威两大产值过千亿

的航母龙头企业。

记者在长兴采访中发现，浙江天能电池股份有限

公司和浙江超威动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两家航母级

企业分别坐落在长兴新能源高新园区和郎山新能源

产业园。两园区均为省级新能源工业区。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容小觑。小浦镇办公室

陈主任告诉记者，现有落户企业14家，亿元以上投资

企业 7 家。截至目前，基础设施已累计投入近 2.3 亿

元，园区是长兴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基地，聚集了

以超威、宝能、铁鹰、美孚为代表的新能源品牌企业，

同时引进了理光、超达、金润大正机械、鑫瑞复合材

料等新能源配套企业落户。2014年园区实现产值达

55.6 亿元（其中新能源 53.9 亿元），同比增幅 10%；税

收6238万元，同比增幅53.9%。预计2015年实现产值

达60亿元，税收近6500万元。

而创建于 2007 年的长兴新能源工业园区，在美

国江森自控、浙江天能国际等大型企业的带领下，先

后有78家企业落户，已投产企业62家。其中10亿元

以上投资企业3家，亿元以上投资企业34家，外资企

业10家。

新能源园区分布不均

事实上，不仅是浙江长兴，在国内新能源产业发

展背景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园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并

通过以优势龙头企业形成集聚效应，形成园区内新

能源产业链条的良好补充，不仅优化了新能源产业

园区的经济发展空间，更吸引了投资，推动了产业的

集群发展。

总体来看，国内新能源产业园区以光伏及风电产

业为主，依托于国家顶层规划的政策背书，地方政府

在发展新能源产业园区上表现异常积极。中研普华

研究员李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到目前为止，国

内以新能源产业为名目兴建的产业园区已不下百

个。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新能源园区建设也存

在不少问题。一些园区并未经过充分论证就匆匆上

马，而园区建成后并未达到应有效果，造成了资源的

极大浪费。

我国新能源产业园主要布局在华南地区、东部沿

海及环黄渤海等经济传统发达地区，而内蒙古、新疆

等新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产业园区发展严重滞

后。此外，东部部分新能源产业园缺乏相关产业基

础，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而存在

的，无法产生经济上的协同效应。在缺乏产业布局的

背景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园区的布局有很多问题。

新能源园区需要龙头带动

新能源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李湖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十三五”规划中，新能源将会成为工业

经济发展的重点。他分析，从趋势上看，我国新能源

产业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新能源作为我国

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必将受到政策上的大力倾斜，

新能源产业园区建设速度仍将进一步加快；二是目

前通过粗放式整合新能源企业模式问题重重，新能

源产业园将呈产业链式及集群化发展趋势；三是新

能源产业园区将依托当地特色项目及资源逐渐向内

地拓展。

尽管新能源园区存在诸多问题，但也有积极表

现。李湖告诉记者，从泰州海陵新能源产业园、江苏

张家港新能源产业园等国内优秀新能源产业园发展

经验来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园的发展首先应当以龙

头产业带动产业集聚，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集

群；其次，应当加快园区载体建设，合理规划布局，为

新能源企业搭建良好的基础设施；第三，完善园区金

融体系服务，缓解新能源企业在资金上的压力。

本报记者 钟文

新能源园区：
龙头企业带动是关键

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了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我国能源发展“十

三五”规划上报等工作将于2016年3

月至5月开展，规划战略导向已基本

明确。

“光伏发电单独编制“十三五”

专项规划尚属首次。”国家发改委能

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讲道。

在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吕锦标看来，整体光伏产业

“十三五”规划前景更为广阔，同时

规划将更注重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

平价上网，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产业

规模目标，发展思路也将更务实高

效。

行业进入关键转型期

“十三五”我国将持续壮大太阳

能光伏发电市场规模，初步规划“十

三五”光伏装机规模目标将达 1.5 亿

千瓦，即每年新增 2000 万千瓦左

右。同时，通过光伏行业规模化发

展促进成本持续降低，力争到 2020

年让光伏电站建设和发电成本在

2015 年的基础上下降 20%以上，尽

早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

从目前情况看，今年，我国将超

过德国成为全球光伏应用第一大

国。光伏行业专家赵玉文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说：“随着能源局增加

5.3GW 的规模，今年四季度我国光

伏装机量将出现大幅上涨的局面，今

年新增光伏装机量约 1500 万千瓦，

全年累计总量将达到4300万千瓦。”

无论是制造端还是应用侧，光

伏业都在较快发展，而“‘十三五’光

伏规划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尤其

要扩大分布式规模，并重点提高转

换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全产业链竞

争力”。这是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近日传

递的信息。梁志鹏表示，目前光伏

行业处于关键转型期，要实现规模

扩张型发展转变到质量效益型发

展，实现高补贴政策依赖模式向低

补贴竞争力提高模式转变。

吕锦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龙头企业在推动平

价上网，减少甚至不依赖补贴方面

有其发展路线图。比如，“十三五”

期间，保利协鑫在多晶硅及硅片端

就有 40%以上的成本下降目标，同

时，高效系统端，保利协鑫有 30%以

上成本下降的路线图。

而实现这些转变，关键还在于

提升科技力量。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理事长石定寰表示，在“十三五”

期间，我国光伏产业不仅要在规模

上有所发展，更要在全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提升竞争力，特别是掌握各

种核心技术，使产业不断升级换代。

对此，梁志鹏也强调，“十三五”

时期光伏行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

实现产业升级。

业界提出“光伏+”

未来五年，很多企业已经明确

愿景。保利协鑫已经在为“十三五”

的发展做准备，目前通过非光伏资

产的剥离，保利协鑫更专注于上游

光伏材料制造的公司，保证多晶硅

和硅片在光伏产业里有持续的核心

竞争能力，确保有更多低成本高效

率的产品推向市场。在财务方面，

保利协鑫将会坚持稳健的财务策

略，不断改善现有财务状况，降低负

债率，提高抗风险能力。发展思路

上，会改变以往的大手笔投资拉动，

强化精耕细作。

“未来天合光能将会在‘一带一

路’的合作发展中，不仅发展自己的

企业，也为当地的产业发展和人才培

养提供一些支持的力量，帮助当地建

立一些新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天合

光能董事长兼 CEO 高纪凡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高纪凡表示，光伏行业制造端，

经过过去 20 年的发展，未来 5—10

年中，一定会形成大企业主导，小企

业配合的局面。“所以小企业在其中

要找好定位，在特殊领域做好自己

的专业，与大企业配套，形成所谓的

产业整体格局”。

与此同时，“在应用侧，太阳能

随着成本越来越低，用途越来越广

以后，应用将从地面电站、大型分布

式、居民屋顶，走向各种各样新的应

用，在这里面有大量的空间，中小企

业在应用端找到自己的定位点，不

管是技术和商务合作的新模式，和

消费品结合起来，甚至和互联网结

合起来等等，这里面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高纪凡提出了“光伏+”的概

念，在他看来，“太阳能在未来 10 年

将走向平价电力，太阳能可以和所

有事物结合。这是我们全行业的

事，努力形成太阳绿色能源新途

径。”

以政策推动产融结合

王斯成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未来 5 年是我国推进经济转型、

能源转型、体制创新、技术开放的重

要时期，将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更

加广阔的空间，“十三五”的首要任

务就是通过规模化发展促进成本持

续降低，尽早实现光伏发电用户侧

平价上网。

让光伏发电进入寻常百姓家可

以说是核心目标，吕锦标坦言，实现

这一目标需要调整政策引导，需要

优化产业环境。

“‘十三五’能源规划还在制定

中，我们希望随着光伏产业的进步，

光伏技术的提升和成本下降路线

图，发展光伏应该得到持续的、更大

的政策支持。”吕锦标表示，各项政

策应该更加配套完善，避免出现补

贴不到位、送出受阻以及限光伏发

电甚至弃光的情况。

对此，高纪凡的看法是，光伏的

发展目标是发电量，一定要打破“有

装机量没有发电量”的局面，按照国

家可再生能源法，让所有的光伏发

电百分之百上网，并且要适当调整

供电结构，淘汰技术水平落后的、高

污染的火电机组。

吕锦标认为，在光伏制造端的

产业政策应该坚定不移地引导技术

创新，强化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门

槛，形成龙头带动，既有专业分工，

又有产业合作，同时确立光伏制造

业的基础地位，以政策推动产融结

合，以制造业的进步推动光伏产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梁志鹏透露，为了支持行业发

展，光伏补贴未来 8—10 年不会停，

不过未来会重点发展分布式光伏，

补贴也有所倾斜。梁志鹏说，“十三

五”期间，光伏产业发展的使命包

括，实现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标，2020

年比 2014 年需要新增 3 亿吨标准

煤；由于水电投产规模降低，核电建

设规模有限，主要靠风电、太阳能发

电；第二个使命是同步提高转换效

率降低成本，到2020年，系统成本达

到每瓦 5 元以下；第三，要实现产业

升级，具备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关

键设备实现国产化；政策引导先进

技术产品扩大市场，加大领跑者示

范基地建设规模。

本报记者 蔡钱英钟文 陈玮英

王利博制图

光伏：大企业主导 小企业配合

新能源产业

市场普遍预期

“十三五”规划中新能

源目标上调基本确

定。根据最新公布

的《能源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国家将加快

建设分布式光伏发

电应用示范区。到

2020年，光伏装机将

达1亿千瓦左右。核

电领域，到 2020 年，

我国运行核电装机

容量将达 5800 万千

瓦 ，在 建 3000 万 千

瓦。水电领域，2014
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十三五”期

间我国将加快推进

纳入规划的172项重

大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

风电领域，风电工作

重点将不是规划目

标，而是“稳中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