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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东 1   王 荣 2

在实现“双碳”目标背景

下，内蒙古自治区十一次党代会

提出的“两率先”“两超过”不

仅是调整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发

展的安排，也是促进经济增长、

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催生新兴

服务业的重要契机。深入研究内

蒙古“风、光、氢、储”新能源

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及预测，分

析并破解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可

以更好地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新高地，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内蒙古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发展现状及预测

（一）内蒙古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现状及预测

内蒙古现有电力装机总规模

1.48 亿千瓦，火电装机容量 0.96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容量 5291

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3786

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 1505 万千

瓦。预测“十四五”期间内蒙

把握“两率先”“两超过”发展契机，全力打造
内蒙古新能源产业新高地

古火电装机容量新增 2590 万千

瓦，2025 年末新能源装 机 总 量

增加 6909 万千瓦，其中风电装

机容量新增 4606 万千瓦，光伏

装 机 容 量 新 增 2303 万 千 瓦。

“十四五”期间每年新增新能源

新装机规模 1727 万千瓦，内蒙

古风机整机及配套零件装备制造

企业、光伏装备制造企业应达

到 1151 万 千 瓦、575 万 千 瓦 的

年产能。至 2025 年末内蒙古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年产值将达到

2886.95 亿元。期间，固定资产

投资增加值 1164.4 亿元，新能

源装备制造业投产后直接带动就

业 67438 人。催生新兴产业增加

固定资产投资至少 1.92 亿元，

项目达产后年产值 4.78 亿元，

增加就业岗位 122606 个，其中

光伏新兴产业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最多。假设新能源项目建设期为

1 年，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新增固

定资产投资将拉动经济增长 6.38

个百分点。

（二）内蒙古风电装备制造

业现状及预测

内蒙古现有风电装备制造企

业 40 家，其中风电整机装备制

造企业 11 家，产能 5750 台 / 年，

风电配套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 29

家，叶片生产产能为 10000 支 /

年，风电塔筒产能 52 万吨 / 年，

发电机产能 1000 台 / 年。2020 年，

风电整机产量 1770 台。风电装

备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

盟、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包头

市。假设风机单机容量 2000 千

瓦，预测至 2025 年末内蒙古每

年将安装 5757 台整机。

（三）内蒙古光伏装备制造

业现状及预测

内蒙古光伏装备制造业有 16

家单晶硅、多晶硅生产企业，总产

能 34.7 万吨。2020 年内蒙古单晶

硅产量 17.6 万吨，占全国 41%，

多 晶 硅 产 量 6.3 万 吨， 占 全 国

15%。光伏装备制造企业主要分

布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

淖尔市。预测至 2025 年末，每年

575 万千瓦装机容量，假设光伏电

池板每一块面积 2 平方米，容量

330 瓦，每年需要生产 3480 万平

摘  要 ： 本文着眼于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发展契机，研判发展现状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面临的问

题，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及展望，以此扎实推进内蒙古能源转型，引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打

造内蒙古新能源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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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的光伏电池板。光伏玻璃、

背板项目新增年产能 3480 万平

方米，EVA 胶膜项目新增年产能

6960 万平方米。

（四）内蒙古氢能装备制造

业现状及预测

内蒙古氢能产业比较优势

显著，内蒙古 2020 年氢能投资

项目总金额 330 亿元，居全国第

一，2021 年蝉联第一。氢能装备

制造业主要包括氢燃料发动机生

产、氢基熔融还原法高淳铸造生

铁项目、氢燃料电池重卡、高压

车载储氢瓶的研发制造等。2021

年内蒙古新签 10 个氢能投资项

目，总投资金额 500 亿元，涵盖

氢能全产业链。氢能装备制造企

业主要分布在乌海市、鄂尔多斯

市、呼和浩特市。其中乌海市每

年副产制氢 81.4 亿立方米，具

有多种加注方式的加氢站。预测

“十四五”期间氢能装备制造产

业制氢及工业副产氢提纯设备产

能 800 台套 / 年以上、储氢设备

的生产能力 40 万吨 / 年以上。绿

氢制取能力 10 万吨 / 年，建成加

氢站 60 座，矿山、物流、公交等

领域的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达

到 3800 辆以上。

（五）内蒙古储能装备制造

业现状及预测

内蒙古储能装备制造业集中

在电池及正负极材料生产领域。

储能项目建设均是电源侧项目，

100MW 级及以上规模储能项目

共有 2 个，其中光伏＋储能项目

8 个，储能辅助调频项目 2 个。

通辽市“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

示范项目、乌兰察布市“源网荷

储一体化”项目成为全国最先开

展大规模新能源与储能协同发展

的商业示范。储能装备制造企业

主要分布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

斯市。预测储能装备制造产业储

能装备制造应达到年产 360 万千

瓦以上、燃料电池汽车电堆系统

5000 套以上。

二、内蒙古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发展主要瓶颈

（一）内蒙古风电装备制造

业发展主要瓶颈

内蒙古风电项目本地采购率

为 30%，整机装备制造企业产能

利用率低。因风电装备体积大、

远距离运输困难，在本地市场需

求较小时，整机生产企业产能利

用率会降低，制约企业发展（预

测整机装备制造企业产能利用

率 由 现 有 30% 提 高 至 100% 可

满足“十四五”期间内蒙古风

电装机需求）。核心、高附加值

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与整机装

备制造企业的匹配度低。内蒙

古 2020 年风电零部件装备制造

企业为自治区整机装备制造企

业平均配套率为 10%，其中叶

片配套率为 25%、塔筒配套率

为 50%、齿轮箱和发电机配套

率不足 5%。高附加值节点零部

件环节中主轴、法兰、变流器节

点区内暂时空白。龙头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2020 年内蒙古最

大的风机整机装备制造企业年产

量 530 台，仅为国内最大企业金

风科技的 1/7 ；内蒙古最大的叶

片装备制造企业株洲时代年产量

1140 套，产量仅占全国 6%。科

技创新能力不足。风电装备制造

企业科研投入少，企业创新主体

作用发挥不够，缺乏核心关键技

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多数企业主

要靠出售基础材料获取利润，先

进适用技术应用不够。新兴产业

布局不足。风机设备的大批量安

装会增加特殊运输、安装装备的

需求，因风电装机需求逐渐转变

为高性能大型风电机组，假设 1

台整机需要 1 辆特殊运输装备，

内蒙古至少需要生产 5757 辆特

殊运输装备。在吊装过程中对于

特殊吊装钢缆等安装装备的需求

也会增加。同时风电产业发展可

以促进风电运维服务业发展，

预测到“十四五”末，内蒙古

有 18930 台风机需要专业运维人

员进行运行维护。现有技术背景

下，退役风叶按照一般废物回收

利用。预测未来风叶循环利用环

节将成为风机装备制造原材料来

源的重要支撑。

（二）内蒙古光伏装备制造

业发展主要瓶颈

内蒙古光伏装备制造产业

链断链，多数组件环节无发展基

础。只有上游光伏硅材料和少量

中游硅片产业，下游光伏电池组

建及配套产业基本空白，光伏原

材料 99% 外销。光伏玻璃、背

板、EVA 胶膜、逆变器等项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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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空白。现有产业延伸产业链条

力度不佳。现有光伏材料生产企

业几乎未发展下游电池片、电池

组件。新兴产业有待开发。随着

光伏发电站及分布式光伏的广泛

应用，会催生光伏清洁服务业，

预测“十四五”期末光伏设备总

面积可达到 23078 万平方米，对

光伏运维服务需求会大量增加。

光伏装备的大批量运输，会催生

减震运输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三）内蒙古氢能装备制造

业发展主要瓶颈

绿氢制取发展不足。目前绿

氢制取成本为每千克 19.65 元，

其中电价成本占总成本 78%，成

本远高于灰氢制取。而内蒙古现

阶段主要以灰氢制取为主，绿氢

制取技术、应用、装备制造均未

能达到规模化生产。氢能储运装

备制造环节发展不足。如氢燃料

电池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 ；50

兆帕以上超大容积固定式储氢容

器和 90 兆帕的氢气压缩机设计

制造还有短板 ；抗氢气高速冲击

高压加氢站阀门、耐深冷温度液

氢阀门、高集成度瓶口组合阀等

特殊阀门零部件还存在“卡脖

子”问题 ；70 兆帕车载Ⅳ型储

氢气瓶和 50 兆帕大容量管束集

装箱设计制造技术还未完全掌握

等。

（四）内蒙古储能装备制造

业发展主要瓶颈

储能装备制造产业链关键节

点空缺。内蒙古储能装备制造主

要集中在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

料节点，隔膜、逆变器、电池系

统等关键节点均是空白。与其他

新能源产业的耦合研究不足。储

能具有“移峰填谷”的作用，且

与风电、光伏、氢能产业关联密

切，同时也是新能源发展的重要

瓶颈，内蒙古在储能装备制造产

业的发展尚处在发展阶段，深入

研究未有明显优势。新兴产业布

局不足。储能产业的大范围应用

会促进储能器材的循环利用产

业发展，目前储能器材的循环

利用研究尚处在基础阶段，预

测 2030 年真正开始，内蒙古在

该环节的布局基本空白。预测

“十四五”末内蒙古现有储能器

材开始退役。

三、内蒙古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建议及展望

（一）统筹推动产业链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促能源结构转变，

催生新发展机遇

研究统筹内蒙古新能源产

业发展需求，统筹产业基础、区

位条件、资源要素等因素，针对

空白、高附加值、发展不足产业

节点，依托现有产业分布区域集

中布局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打

造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形

成基地化规模化布局，打造内蒙

古新能源产业新高地。其中，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重点招引变流

器、法兰、主轴等配套零部件制

造项目，重点发展大功率发电

机、高性能齿轮箱、变桨变频控

制系统等装备制造，提高整机产

能利用率。重点研发高性能大型

风电机组。预测增加固定资产投

资 143.9 亿元，项目达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 863.5 亿元，增加 9067

个就业岗位。光伏装备制造产业

重点填补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空

白，形成与新增新能源装机规

模相匹配的光伏装备制造生产

能力。重点招引光伏玻璃、EVA

胶膜、逆变器等项目，鼓励多晶

硅、单晶硅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发展下游电池片、电池组件。

预 测 增 加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402.5

亿元，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684.25 亿元，增加 40200 个就业

岗位。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

展电解水制氢、工业副产氢提

纯、氢能储运装备，重点招引氢

燃料电池等装备制造业。预测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258 亿元，实

现年产值 619.2 亿元，增加 7371

个就业岗位。储能装备制造产业

重点发展储能电池、储能控制系

统制造，培育发展配套产业。重

点招引掌握核心技术企业，鼓励

发展先进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

储能、电磁储能、储热蓄能装备

及智能控制系统等先进装备制

造业。预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360 亿元，项目达产后实现年产

值 720 亿元，增加 10800 个就业

岗位。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展精准招

商，不断培育壮大新能源装备产

业。未来，电力部门致力于以低

碳转型为第一要务，致力于以风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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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发电为主实现深度脱碳。非电

力部门将逐步实现终端的电气化

和清洁化。同时，新能源产业的

发展将为分布式储能、多场景应

用、智能微网等新能源产业配套

系统的发展创造机遇。

（二）统筹产业创新，布局

重点新兴产业，打造新能源全新

应用场景

统筹推进新能源产业创新

与装备制造业发展。借助新能源

技术与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深

度融合，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创新

投入，加大政府对于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创新的奖励与补助，构

建“政产学研”发展模式，围绕

能源经济的跨学科特点，打破学

科壁垒，培养创新人才，鼓励龙

头企业重塑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提升内蒙古新能源产业价值链。

加大引资、引智、引才力度。提

前布局新兴产业，风电光伏特殊

装备运输产业建设、运维服务业

发展，预测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1.92 亿元，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 4.78 亿元，增加 7213 个定

检就业岗位。优先开展退役风叶

循环利用研发。提前储备新能源

产业催生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人

员，预测需要 115393 个就业岗

位。开拓氢能在重卡、航天等重

点领域的应用。做好氢能装备、

储能装备的回收利用研发筹备工

作。未来，内蒙古新能源产业与

数字化技术融合发展，持续保持

“微笑曲线”优势位置，打造全

新新能源应用场景。

（三）统筹要素资源，强化

产业支持，加快推进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发展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

态保护红线要求的前提下，统筹

优化用地、用能、环保等要素配

置，优先保障新能源装备制造重

大项目建设，统筹推进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强化财

政、税收、金融政策支持，推动

设立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基

金，对区内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

上市的分阶段给予奖补。加强以

市场换项目、以项目育产业，鼓

励新能源项目就地采购、使用区

内整机设备和配套零部件，以此

提高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产能利

用率，通过提高产能利用率促进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内外

协调、统筹维护区域能源安全。

以新能源开发指标分配为牵引，

带动重点招引企业落地，完善新

能源开发指标分配规则，明确资

源配置与产业落地捆绑的要求，

注重向本土企业倾斜。明确盟市

行政区域新能源装备区内消纳责

任权重和激励权重，充分调动消

纳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新能源装

备消纳责任权重的约束性和激励

性作用。对于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中的重点发展节点，依托“专

精特新”企业培育机会，通过培

育、扶持和引导，提升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产业

链配套协作体系，加快形成一批

拥有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的高精

尖产业集群。落实对认定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奖励。未

来，内蒙古依托现有重点新能源

装备制造企业集聚地建立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形成基地化

模块化布局，推动内蒙古新能源

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打造内蒙

古新能源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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