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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长期

以来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火力

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83.7%，风

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比分别

为 11.7% 和 3% 左右。同时，内

蒙古风、光资源丰富，风能资源

总储量占全国 50% 以上，太阳能

总辐射量居全国第二。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要求以能源绿色低

碳发展为关键，立足资源优势，

把握能源供求变革机遇，重点打

造以风能、太阳能和氢能为主的

新能源产业链，是构建内蒙古绿

色特色优势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

一、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发

展基础

（一）资源富集，产业基础

规模较大

内蒙古是我国风光等新能

源的富集区，风能资源总储量达

到 15 亿千瓦，具有风向稳定、

连续性强、可利用率高的特点，

年 日 照 时 数 可 达 2600-3400 小

时，太阳能总辐射量仅次于西

藏，是全国高值地区之一。依托

丰富的风光资源，内蒙古风电和

光电产业迅速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内蒙古风电累计装机量达

3800 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 ；

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超 1200 万千

瓦，新能源装机占发电装机总量

的 34%，是全国装机规模最大

省区。经济发展中加大新能源

的使用，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

内 80% 的能源供应直接来自于

风能、光能以及储能。作为全国

重要的现代化工基地，内蒙古目

前主要以工业副产品制氢为主，

具有成本低廉、制氢总量大等优

点，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也

在积极拓展沿海市场，氢能产业

链也得以稳步发展。

（二）新能源产业链已初具

形态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不断延

链，由资源向制造、消费过渡的

产业链初露端倪。风电产业链的

上游主要包括叶片、塔筒、主机

等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和组装，中

游包括风电整机、电线电缆等，

下游主要包括风电开发建设、风

电运营等。风电产业链中，内蒙

古现有风电整机生产企业 12 家，

风电设备零部件企业 29 家。其

中整机生产产能 5749 套 / 年，叶

片生产产能约为 10000 支 / 年，

风电塔筒产能 52 万吨 / 年，发电

机产能 1000 台 / 年。叶片和风电

整机主要集中分布在包头、兴安

盟、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以生产

发电机和夹层材料为主。光伏产

业链上游为硅棒、硅锭、硅片的

生产加工，中游是光伏电池、电

池组件，下游是光伏应用，主要

有小型分布式电站和大型地面电

站。光伏产业链中，内蒙古单

晶硅、多晶硅生产企业共有 16

家，分布在呼和浩特、包头、巴

彦淖尔，总产能 34.7 万吨。其中

呼和浩特市光伏产业园区涵盖了

单晶硅、多晶硅、电池片、发电

组件、光伏电站、光伏配套等全

产业链环节。氢能产业链上游主

要为制氢环节，中游包括储氢、

运氢和注氢等，下游是氢能源应

用。氢能产业链中，内蒙古煤制

氢及工业副产品制氢主要集中

在乌海市，副产品制氢约为 81.4

亿立方米。中游储运环节比较薄

弱，包头市依托稀土资源，发展稀

土（固态）储氢。氢能下游应用环

内蒙古新能源产业链发展研究

摘  要 ：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

键举措。内蒙古新能源产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但是存在产业链条较短、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新能源消纳不畅、供求矛盾仍较突出等问题，影响了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构建。

应进一步推进“链主 + 链长”工作机制、优化新能源产业链的空间布局、强化政策引导、促进就地消

纳，推动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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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基本空白，鄂尔多斯市正积极

申请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三）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发

展的政策相继出台

内蒙古“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要

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推进风光

等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发展，

壮大绿氢经济，推进大规模储

能示范应用，打造风光氢储产

业集群。根据国家能源局《关

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

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结合内

蒙古实际情况，内蒙古能源局提

出要立足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

源，推动一批集中式风电、光伏

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建设。重点

在荒漠区、采煤深陷区等其他空

地进行风电相关项目统一规划，

优先安排符合政策条件和盟市支

持力度大的集约化项目投建。内

蒙古能源局发布的《内蒙古自治

区促进氢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试行）》中明确指出，从财政补

贴、政策保障、市场机制等方面

对氢的能源化管理给予支持，在

车辆购置、加氢站建设环节予以

财政补贴，在制氢和燃料电池关

键零部件的制造环节实行税收减

免政策，并在风光制氢的一体化

项目中配置平价上网风光资源。

二、内蒙古新能源产业链

构建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链条较短，集中

在产业链上游

目前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还

处于资源转化阶段，仍然以发电

卖电为主，尚未形成上中下游一

体化产业集群，尤其是新能源装

备生产制造能力较弱，主要集中

于产业链上游。风机制造仍停留

在生产重量和尺寸大的叶片、塔

筒等部件上，轴承、控制系统等

关键部件全部在区外配套。风电

产业链代表企业主要集中在江

苏、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区，

其中，江苏风电产业发展领先。

江苏风电装备产业链完整，风电

叶片材料、叶片、主控系统、发

电机、风电铸件、塔筒、风电涂

料、风电电缆各环节都有行业龙

头企业。光伏发电装备主要集中

在上游高耗能的单晶硅、多晶硅

环节，太阳能电池片、组件、逆

变器等高附加值产品仍是空白。

（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关联度较低

新能源企业的产业自主研

发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短板”

明显。氢能储运及燃料电池的关

键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和零部件

主要靠引进，不能形成强有力的

产业链条。新能源装备本地生产

配套能力不足，核心零部件企业

与整机生产企业尚未形成配套链

条，零部件企业为区内整机企业

平均配套率约为 10%，叶片配

套率为 25%、塔筒配套率约为

50%，齿轮箱和发电机的配套率

不足 5%。风电项目本地采购率

仅为 30% 左右。坩埚、石墨、

碳毡、铝浆、银浆、超白玻璃、

EVA 膜、铜箔带、铝合金材料

等辅料生产，产量与质量都与光

伏主产业链息息相关，这些配套

性中游环节产业，在内蒙古配套

生产能力极弱。

（ 三） 产业 组 织 结 构不合

理，缺乏龙头企业

新能源产业组织结构不合

理，既缺乏龙头企业，也缺乏

“专精特新”的小企业。为数不

多的龙头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

不足，内蒙古最大的风机整机企

业 2020 年产量为 530 台，仅为

国内最大企业金风科技的 1/7 ；

内蒙古最大的叶片生产企业株洲

时代 2020 年产量 1140 套，产量

仅占全国 6%。光伏产业中多晶

硅生产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江苏

中能产能占全国的 50% 左右，

单晶硅一线企业主要为隆基股

份、中环股份、卡姆丹克、晶龙

集团、阳光能源。

（四）新能源消纳不畅，供

求矛盾仍较突出

受储能技术、上网政策和

新能源电力消纳政策的制约，导

致风光新能源未能充分利用，风

电和光电产能利用率低，弃风弃

光等现象仍比较突出。“十三五”

期间，内蒙古风力发电装机总量

占发电装机总量的比例保持在

22.5%-23.5% 之间，风力发电的

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却一直

保 持 在 11.7%-12.7% 之 间 ；太

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占电力装机总

量 的 比 例 保 持 在 5.7%-8.1% 之

间，太阳能发电的发电量占总发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37

电量的比例却一直维持在 3% 以

下。从全国看这种情况也比较明

显，2020 年全国风能、光能的

装机占比在 24% 以上，但电力

贡献仅为 9% 左右。

三、加快构建新能源产业

链发展的建议

（一）推进“链长 + 链主”

工作机制，着力打造三大产业链

推 进“ 链 长 + 链 主 ” 的 工

作体制，“链长”由地方政府担

任，积极招商引资，培育龙头企

业，“链主”由各产业链“头部”

企业负责。明确“链长”的统筹

带动作用，鼓励产业链中占主导

地位的“链主”企业发挥引领支

撑作用，集中力量在各产业链的

空缺或薄弱环节进行重点攻破，

加快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一是着力构建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加快形成与新能源倍增

工程衔接匹配的配套能力。推动

现有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加快改造

升级，做大做强轴承、超长叶

片、大容量发电机等拳头产品，

打造区域绿色、智能风电装备制

造中心。推进光伏材料向下游硅

片、电池、组件拓展，突破太阳

能薄膜电池、电子级晶硅、先进

运维设备等环节的空白。二是以

氢能为主攻方向延伸产业链条。

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引进氢

能领军企业，加快发展规模化风

光制氢，构建绿氢制造、存储、

运输、应用一体化产业链，打造

风光氢储一体化发展基地。三是

加快布局发展大容量、高效率储

能，推动新能源与储能高效耦合

发展，推广“新能源 + 储能”模

式，加快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项

目，提高新能源储能配套能力。

（二）优化新能源产业链的

空间布局

按照内蒙古国土空间规划

和“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生产力

空间布局，因地制宜，优化产业

布局，推动新能源产业集中集聚

错位发展。风电产业链上游在蒙

西地区，打造包头风电组件生产

基地，在蒙东地区，打造通辽风

电组件生产基地 ；中游围绕锡

盟、乌兰察布、通辽以及兴安盟

的大型风电基地布局 ；下游部署

在现有特高压和超高压变电站附

近，分布式布局则主要围绕工业

和大规模商业负荷。多晶硅的提

纯、铸锭和切片则需要在电价低

和靠近市场的地方，多晶硅电池

的生产则需要良好的原辅材配

套，而光伏组件由于运费较高，

最好在靠近终端市场即光伏电站

的附近。光伏产业链上游维持现

有布局，适度控制规模 ；中游围

绕现有硅片生产企业，打造光伏

组件核心部件 - 电池的生产企

业，同时加强引导现有硅片生产

企业向光伏组件集成商转型 ；下

游光伏电站开发主要在中西部地

区，以光伏治沙、工业分布式光

伏以及边境地区微网为主要开发

场景。氢能产业链上游制氢环

节，制氢产业基地与内蒙古大型

化工产业基地布局相结合，重点

布局在乌海及周边的“小三角”

地区、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等，

中下游氢能源储运、应用环节的

装备制造布局在包头、呼和浩

特、通辽、赤峰等地区。

（三）强化政策引导，促进

就地消纳

以新能源开发指标分配为

牵引，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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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向优势企业倾

斜、向优势产业倾斜、向具备本

地消纳条件的优势地区倾斜。明

确盟市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责任权重和激励权重，充分

调动消纳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可

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的约束性

和激励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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