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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光伏制造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各市工信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委会:

 为促进我省光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现将《山西省光伏制造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抓好落实。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12月3日

山西省光伏制造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为优化我省光伏制造业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链条，提升集聚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制订本行动计划。

 一、我省光伏制造业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省光伏制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共有规上企业12家，已形成光伏电池片7.4GW，光伏组件4.3GW
，光伏玻璃2000万平方米的产能，初步形成铸锭/拉晶-切片-电池片-
组件产业链条。2019年我省光伏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7.0亿元，同比增长36.15%。

 （二）产业发展特点

 1.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近年来，我省光伏制造业年均增速超过30%，主要得益于潞安太阳能2GW＋1.5GW单晶PERC
电池片、晋能光伏720MW单晶PERC电池及组件等重大项目的快速达产达效。龙头企业拉动作用显著，潞安太阳能、
晋能科技已进入光伏行业前20强。

 2.技术水平国内先进。我省光伏制造业坚持自主技术创新，晋能科技、潞安太阳能年研发投入均超过1亿元。潞安
太阳能PERC电池量产转换效率达到22.8%以上，高效叠瓦组件功率达到500W。晋能科技与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建
立联合实验室，建成了国内首条百兆瓦级别并实现连续规模量产的高效异质结（HJT）产线，异质结电池量产最高效
率可超过24.7%，达到行业最高水平。

 3.光伏产品大量出口。晋能科技通过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全球光伏一级组件供应商认证，取得了进入高端市
场的通行证，在印度建立了良好声誉，累计向印度销售组件超过1GW，产品还销往日本、乌克兰、荷兰、澳大利亚
、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2019年实现出口额1.27亿美元。潞安太阳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光伏电池产品出口到
德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2019年出口额1300万美元，同比增长195.45%。

 4.龙头引领智能制造。我省光伏制造企业普遍采用了MES（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
统）、设备自动化、生产可视化监控等智能化系统。晋能科技坚持精益化管理，管理制度与ERP、MES、办公OA等
信息化系统高度融合，企业管理、生产管理实现了高度协同一体，积极采用机器视觉、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水平。

 二、发展思路及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四为四
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聚焦“六新”，依托光伏制造领域发展基础，集聚产业创新要素，打造光伏产业创新生
态。以晋中、吕梁、长治为重点，加强重大项目培育和产业链招商，整合提升硅片、电池片、组件等光伏制造产业链
，完善专用设备、光伏玻璃、金刚线、银浆等配套体系，打造光伏制造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发挥山西省光伏产业联盟
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创新，统筹内外创新资源，培育行业创新平台，推动前沿领先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加强
创新产品应用示范，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较强的品牌产品，形成产业高质量增长态势，打造国家级光
伏产业基地。力争到2022年，光伏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30亿元。

 三、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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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龙头企业引领工程。以晋能科技、潞安太阳能等龙头企业为牵引，拓展我省光伏产业链条。鼓励龙头企业向
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产业上游多晶硅、硅片，下游光伏组件产业领域，培育重大项目、扩大产能规模，提升我省光
伏产业影响力。在龙头企业带动下，重点引进正反银浆、铝框、背板、EVA热熔胶膜等生产企业，增强我省光伏产业
配套能力。

 （二）支撑项目推进工程。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加大对光伏产业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一是加快晋能
控股等省属国有企业重组进程，改革国企内部的新建项目、技改项目审批体制，以满足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
。二是加快晋能光伏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3GW高效单晶PERC太阳能电池、潞安8GW光伏182、210大电池等在建、拟
建项目的落地实施。

 （三）人才引进培育工程。加大光伏领域高端领军人才、创新人才、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复制晋能科技高端人才
团队引进模式，不断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加大本地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本省科研院所及高校，培育重点学科，开
展产教互动合作，引领本土人才发展。发挥职业教育优势，鼓励职业院校加强光伏专业建设，打造光伏技能人才培养
基地。

 （四）产品技术突破工程。依托龙头企业联合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以异质结、钙钛矿、Topcon等下一代光伏
产品为重点，强化光伏电池、组件等关键技术的迭代突破，抓住产业变革先机，在下一轮行业洗牌中站稳脚跟，借势
做大做强。

 （五）创新平台搭建工程。依托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中心，提供产业发展的
技术支撑与研发环境，吸引相关领域高端人才集聚，带动上下游产业加速发展。支持以人才团队为核心，设立新型研
发机构，加快光伏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我省光伏产业联盟骨干企业与国内外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加强互动，促
进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深度融入国际国内光伏产业链。

 （六）海外市场拓展工程。鼓励企业扩张产能规模、提升质量技术水平、加大市场营销投入、参与知名光伏行业排
名活动等多方面措施，打造光伏制造品牌。支持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成熟高端市场如欧、日、韩
，以及新兴市场如印度、澳洲、拉美的布局，深入拓展海外市场。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策指导。加大光伏行业政策宣传力度，及时传达国家及省内相关政策措施，指导企业享受政策支持。
解读《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推动企业进入工信部公告名单，引导我省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认真贯彻执行《
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调查制度》，做好企业数据填报咨询服务工作。进行产业运行分析，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和企
业运行情况，做好行业预警分析工作。

 （二）加大资金支持。通过省级技改资金、数字经济等专项资金，加大对光伏企业技术改造、研发投入、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落实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优惠政策，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电价“洼地”。强化银企
对接工作，集中向金融机构推荐一批优秀企业、优质项目，争取融资贷款支持。

 （三）创优投资环境。加快长治、晋中、吕梁等地光伏产业集群建设，鼓励各地区根据光伏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提前进行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对标先进省份“九通一平”等园区标准，加快水、电、气、暖、路、网等
基础设施的完备，推动新建、改扩建项目和招商引资产业配套项目的快速落地。提升物流、金融、人才、法务等新要
素集约水平，完善园区公共服务功能。

 （四）增强服务能力。着力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畅通企业建议、诉求反馈渠道，帮扶解决企业
实际困难。健全我省光伏产业联盟组织功能，对接中国光伏产业联盟、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等国内外行业组织，推动省
内光伏企业与行业龙头的深度交流合作。组织企业参加国际展览会、行业对接会，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客户需求、高效
推广光伏产品、提高企业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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