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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前景广阔

 代表着三星（海南）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预制棒生产技术的光纤新工法第四、第五期日前投产；今年初落
户定安塔岭工业园区的东方光大集团通信级塑料光纤项目，计划6月动工建设；今年底，海南神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车用压缩沼气项目也将建成投产⋯⋯

 伴随中航特玻、英利、汉能、神州、东方光大等国内知名企业进军海南的脚步，一个个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项目佳音
频传。作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涉足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及特
种玻璃、光纤光缆等众多领域，不折不扣地成为海南集约发展新型工业的重要着力点，为我省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发
展方式提供重要支撑。

 步入低碳经济：海南“两新”产业前景广阔

 一片片巨幅玻璃从主线成型、打磨、下片，被一只只灵活的“机械手”装进了运输车⋯⋯今年5月29日，位于澄迈
老城开发区的海南中航特玻材料生产基地内，1号电子玻璃生产线、2号线超白TCO太阳能玻璃生产线一派红火。7月
底和8月初，3号建筑节能LOW—E玻璃生产线和4号航空玻璃生产线也将相继建成投产。中航三鑫公司总经理、海南
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平元说，一期4条生产线投产后，每天可达产2400吨特种玻璃原片，海南将成为国内
最大的特玻材料生产基地。

 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气候变暖，步入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意味着势必要加快产业机构的调
整。据省工信厅的数字，目前我省新能源及新能源应用、新材料产业项目26个，截至去年已建成投产的项目15个，产
值29亿元，增加值10亿元，占全省GDP0.5%，占工业增加值2.6%；在建项目11个，总投资额215.2亿元。

 作为海南发展新型工业的一个“标杆”企业，去年7月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期100兆瓦项目已正式投产，随后
又启动了一期100兆瓦扩建及二期400兆瓦项目，两个项目预计分别于今年5月、11月投产，今年海南英利预计实现销
售收入22亿元。海南英利方面透露，在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建设的同时，包括光伏组件用焊带、接线盒等项目等配套项
目也已启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7.5亿元。

 去年底，汉能控股集团在海南创下了“汉能速度”：一个多月内，先后完成了公司注册、项目备案、用地转让、环
评、地质勘探、临时道路、进场开工等工作。汉能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未来5年内，汉能集团将在海口综合保税
区内累计投资110亿元，分3期建设1000兆瓦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据悉，预计到2012年底，我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将形成产值161.8亿元，增加值48.5亿元，占全省GDP1.9%，占工
业增加值9.6%。到2015年，我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力争产值超过1000亿元，增加值300亿元，占工业增加值40%左右，
占全省GDP8%，形成超百亿元企业达5个以上。

 优良投资环境：为高新产业提供有力支撑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题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要求，“要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大
力推广，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增添特别魅力。”

 “十一五”期间，我省在石油天然气化工、林纸一体化、汽车及配件、制药、矿产资源加工和农副产品加工等现代
新型工业体系基础上，逐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崛起，新材料、新能源逐渐发展成为我省两大新兴
支柱产业。

 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省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海南将
着重打造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达到6%左右。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材料生产项目，培育从硅片到太阳能电池的完整产
业链，加快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开拓多元化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市场，积极推进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开发
；在新材料产业方面，发展汽车、航天等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所需新材料，大力发展特种玻璃、航空航天玻璃、生物
纤维膜等新型材料，发展工程塑料等先进结构材料，发展通信级塑料光纤产业，扩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产能，发展新
型建材等产业。

 产业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环境。如何引导、扶持和推动企业发展，正成为我省各部门的行动动力。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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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环境资源厅获悉，我省将积极引导项目发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推动生态产业不断发展，并重点从
发展生态产业、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示范创建等方面予以推进。

 省科技厅方面表示，“十二五”期间，海南将加大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建立一批国际级、省级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积极推进太阳能光伏技术、国家级特种玻璃技术、生物质能源等一批企业工程研发中心建
设。同时，大力扶持在本土成长起来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促使企业提高研发能力，保
持技术优势的同时，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其尽快做强做大。

 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将争取到2015年末，建筑工程中新型墙体、节能门窗及环保型涂料等新型建材的应用
率达到75%，使绿色理念真正融入并落到实处。

 突破发展瓶颈：配套和人才制约亟待解决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南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仍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其中，基础设施配套能力和人才问题尤为突
出。

 与内地其它近港城市相比，物流成本高一直是海南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海南制造”源源不断输送往欧美市
场，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越来越感觉到，新生产线的陆续投产后，原材料及成品运输量越来越大。海南英利有关
负责人说，目前通往海口狮子岭工业园的道路只有海榆中线，且道路运输条件极差，希望我省有关部门通过加速狮子
岭道路网建设等一揽子交通改进措施，提高企业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高昂的物流成本，同样令中航特玻颇为“头疼”：码头费用高、出口转港成本高、运输周期长、包装成本高。据中
航特玻统计，由于没有直达航线，中航特玻出口到欧洲、北美、韩国等地的产品，必须要到香港或内地其它港口转运
，每吨产品至少增加运费300元—500元，每集装箱要增加转运费3000元左右。

 产业发展需要高端人才引领，同样需要大批高技能人才支撑。

 成立于2006年的海南天聚太阳能有限公司，是一家海南本土专业生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
至“十二五”末将形成1000兆瓦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能力。海南天聚有关负责人说，海南不属于光伏企业集中地区，相
关的专业人才短缺。公司生产能力达到1000兆瓦太阳能电池片和500兆瓦电池板产能时，需要员工4000余人，其中专
业技术人员400人，生产技术骨干1000人，高端人才150人左右。虽然公司在在引进、留住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
人才流失依然严重。

 省工信厅建议，除了加大项目用地及配套、财政、融资、人才、投资服务等扶持力度外，在海口及周边市县、三亚
及周边市县可建立两大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区，鼓励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集中落户产业基地，发挥产业集聚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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