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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咏梅

国家可再生能源“十四五”

规划提出 , 要在内蒙古等西北部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建设

一批生态友好、经济优越、体现

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的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到 2030 年实现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的目标。这为继续加快

发展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带来了新

的重大机遇，内蒙古新能源产业

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如何让新

能源的春天“风光无限”，成为

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春

天，需要我们审时度势，推动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新

能源产业成为带动全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一、全产业链发展新能源，

提升产业竞争力

内蒙古风、光资源的开发不能

再走煤炭资源开发的老路，从根本

上改变发电卖电的资源开发模式，

推动产业链的延伸耦合，促进新能

源开发与装备制造、运维等生产性

服务业协同发展，提高新能源产业

竞争力，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全国乃

至国际新能源产业高地。

（一）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既包括

推动内蒙古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前端供应链环节的材料、装备制

造，如风力发电装备的叶片、塔

筒、主机、铸件、电线电缆，光

伏 发 电 装 备 的 多 晶 硅、 多 晶 硅

片、电池片、光伏组件、光伏辅

材、光伏逆变器等，也包括后端

运行、科技服务、会展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

及废旧光伏组件、退役塔筒、废

旧电线电缆等资源的回收利用。

一方面，针对目前内蒙古新能源

装备制造仍集中于叶片、塔筒、

多 晶 硅、 单 晶 硅 等 低 端 制 造 环

节，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回收利

用产业发展滞后的现实情况，需

要继续实施延链补链强链工程，

加大高端风电、光伏装备制造企

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引进力度，

风电方面加快发展风电整机、电

机、轮穀、齿轮箱、轴承、控制

系统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光伏

方面加快补齐电池组件、光伏玻

璃、背板、 EVA 、逆变器等关键

零部件以及储能设备制造等配套

产业链条，尽快形成建设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高端风电、光伏制造

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加快发展

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针对新能

源电站建设和装备制造等产业快

速发展衍生出的对研发设计、融

资融信、建筑安装、运行维护的

新需求，大力培育新能源智能运

维、科技服务业、会展、人力资

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二）推动新能源与冶金、化

工等产业耦合发展

一方面，要促进能源耦合，

尤其是行业内不同能源形式的耦

合，“ 十 四 五 ” 期 间， 我 国 将 在

充分发挥火电基础性保障作用的

同时，大力推动清洁电力建设，

以“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

储一体化”为主要模式，大力建

设一批“系统友好型”的综合能

源项目，进一步促进清洁能源的

开发利用，带动能源电力产业的

转型升级，实现我国能源绿色低

碳的发展目标。以能源耦合发展

的方式，形成不同行业间能源利

用形式的优势互补，实现资源梯

级利用，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另一方面，拓展新能源应用

摘  要 ：让新能源的春天“风光无限”，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既需要统筹优化产业

布局，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有序发展，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更需要不断优

化资源开发模式，提高风光资源开发的富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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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推动绿氢和煤化工、冶金等

行业耦合发展，加快钢铁、有色

金属、化工等行业新能源替代，

大力发展绿色制造。这不仅有利

于提高新能源本地消纳能力，也

有利于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二、统筹优化产业布局，推

动产业有序发展

在我国努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已经

成为未来相当时期的蓝海产业。

从全国层面看，各省市区都将新

能源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不论新能源装备制造还是装机规

模，都将大幅度增长，如果将各

省市区的装机规模汇总起来，可

能 已 经 远 远 超 过 12 亿 千 瓦。 从

自治区各盟市看，面对新能源产

业发展的政策红利，目前各盟市

都在抢抓机遇，围绕新能源全产

业链发展加快推动编制规划、出

台政策和引进项目等各项工作，

力求在新能源产业爆发式增长中

抢得先机，在产业分工中抢占有

利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全

国看，不论前端的新能源装备制

造还是后端的生产性服务业都面

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从

区内看，新能源产业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出现了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的现象，面临着产业分工失序、

质量效益不高、利益流失严重等

问题。既需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政

策支持，从国家层面优化产业布

局，也需要从自治区层面加强顶

层设计，统筹规划赛道，推动有

序竞争。

（一）国家顶层设计方面，要

不断优化产业布局

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不论是新能源

的生产和输出端，还是负荷消纳

端，都具有其他省市区不可比拟

的优势，因此内蒙古应该积极争

取国家支持，在布局建设新能源

基地项目的同时，引导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新能源生产性服务

业向内蒙古集中集聚，支持和引

导企业将产业配套、核心技术和

关键设备放到内蒙古建设。

（二）自治区层面，统筹区内

产业布局

目前各盟市都在积极推进新

能源全产业链发展，布局建设新

能源装备制造项目。但是，新能

源装备制造与电站建设有其自身

特点，例如 ：叶片、塔筒具有体

积大、质量重的特点，运输半径

只有 200-300 公里，生产制造一

般需要在电站附近就近布局 ；太

阳能装备制造中的单晶硅、多晶

硅生产属于高耗能产业，在电力

充裕、电力低廉的地区布局更具

有经济性，因此，新能源全产业

链布局需要根据不同环节产品的

价值特点和运输要求进行统筹谋

划，既要避免遍地开花，更要防

止低水平重复竞争。

１. 风电装备制造方面。结合

全区大规模风电基地的建设规模、

地区分布、开工时序等项目进展

情况，坚持分区导引、就近项目

原则，按照合理的覆盖半径，在

自治区东中西部统筹选择布局 3-4

盟市、集中集聚建设低端风电制

造产业集群。对于风电整机、电

机、轮穀、齿轮箱、轴承、控制

系统等技术含量高、单位产品价

值高、就近配套要求高、运输成

本影响小的核心装备及高端零部

件制造产业，在自治区东西部各

选择一个科技创新体系较完善、

制造业配套条件相对好、人力资

源相对丰富的盟市，通过建设高

水平的产业集群载体，全链条、

整园区地引进国内外行业龙头企

业及其供应链企业，并扶持本地

配套中小制造企业发展，以近期

保 障 区 内、 远 期 服 务 全 国 为 目

标，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

风电制造产业集群。

２. 光伏发电装备制造方面。

根据光伏制造产业链前端硅材料

生产环节能源依赖性强、规模经

济要求高的产业特点，结合西部

盟市光热条件更优的资源条件，

继续发挥蒙西地区电力充裕、电

价优惠、电网独立等优势，支持

现有多晶硅、单晶硅企业适度扩

大硅材料生产规模，并推动从原

料加工到电池组件延伸发展。加

大光伏装配制造企业和核心零部

件 企 业 引 进 力 度， 补 齐 电 池 组

件、光伏玻璃、背板、逆变器等

关键零部件以及储能设备制造等

配套产业链条。重点推动呼和浩

特、包头创新化、高端化、全链

条发展，建成引领全区光伏制造

产业的龙头集群。

三、创新资源开发模式，提

高资源开发富民贡献

在努力实现“双碳”目标的

背景下，新能源作为我国未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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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时期的蓝海产业，已经成为

资金追逐的新热点，内蒙古也再

次成为了投资的热土，但已经建

成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多数都以区

外企业开发为主，内蒙古的收益

很低。高质量发展新能源产业，

必须深刻吸取煤炭资源开发的历

史教训，创新资源开发模式，要

为自治区争取更多的利益。一是

提高新能源项目的“本地成分”。

尽快完善政策措施，明确新能源

开发项目本地采购、本地融资、

本地招标、本地运维的比例标准

和要求，鼓励新能源基地项目企

业提高“本地成分”，进一步加大

本地采购、本地融资、本地招标、

本地运维等力度，共同带动内蒙古

新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二

是提高本土企业对新能源项目的参

与度。加强对风、光、土地资源的

统筹，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相

参股和以土地、风光资源入股等方

式，支持区内企业参与新能源项目

建设。三是完善地区之间通过股权

分配、税收分成等政策措施。支持

盟市之间围绕产业链协同共建、新

能源消纳加强合作，开展产业协作

和配套，例如，可以发挥乌海电网

结构完善、电力消纳条件好、抽水

蓄能调峰优势突出等优势，推动乌

海与阿拉善、鄂尔多斯、巴彦淖尔

等周边盟市开展新能源消纳合作。

四、加大研发创新力度，

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

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都离不

开科学技术的加速迭代，离不开

前瞻性、颠覆性能源技术快速兴

起，新能源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

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

切，能源科技创新进入持续高度活

跃期，在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双重

驱动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兴未艾。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能源产业的突

出短板，需要根据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加快补

齐短板，推动新能源产业从资源、

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一）大力推动创新平台建设

针对内蒙古能源领域科技创

新的薄弱环节与关键环节，坚持

战略需求导向，重点围绕煤炭勘

探 开 采、 风 光 高 效 开 发、 氢 能

安全利用、储能经济应用、电网

智慧运行、碳捕集封存利用等重

点领域，紧跟世界能源技术革命

新趋势，密切追踪关键技术研发

动态，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业园区为载体，加强与国内外

科研院所、高校、能源企业科研

力量合作，积极开展联合技术创

新，培育一批国家级能源技术创

新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大力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以项目换技

术，以技术带产业，通过“人才

飞地”“飞地实验室”等多种形

式，大力引进海内外能源领域高

层次人才，着力解决制约自治区

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重大技术难

题，打造“研发在北上广、转化

在内蒙古”的创新驱动试验田。

（二）提升科技创新有效供给

能力

聚焦制约新能源产业发展的

突出短板，紧扣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加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路线

图的动态调整，紧密结合产业发

展的技术需求，攻克一批“卡脖

子”技术问题，力争在煤电“三

改联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制氢、

先进大规模储能、碳捕捉封存与

利用、智慧电力调度等领域取得

一批重大技术突破，破解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实际需求“两张皮”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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