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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2024年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工作谋划公布

 12月28日，宿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宿州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汇报材料》，内容涵盖宿州市当前先
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进展情况、产业发展短板，以及2024年工作谋划。

 以下为原文

宿州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汇报材料

 一、宿州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一）先进光伏产业

 宿州市现有先进光伏企业4户，分别是宿州巨仁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安徽东润玻陶科技有限公司、宿州绍宸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宿州诺亚坚舟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先进光伏行业在建项目4个，分别是国晟晶硅 20GW异质结电池专用
大尺寸超薄硅片基地一期项目、昊晖新材料2万吨高纯石英新材料项目、泉为绿能异质结光伏电池片及组件项目、银
柯年产1000吨低温银浆项目。产品类型涵盖硅片、电池片、组件、支架、低温银浆、边框、光伏玻璃、焊带等，2023
年宿州市先进光伏产业营收规模预计约12.4亿元。

 宿州市光伏发电开发资源较为丰富，截至2023年10月底，全市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为282.1万千瓦，占全市电源总装
机规模比重为43%。其中，集中式光伏发电装机规模87万千瓦，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195.11万千瓦。目前在建集中式
光伏项目2个，分别为：皖能埇桥区蕲县镇光伏项目，装机规模10万千瓦；中广核萧县王寨100MW光伏发电项目，装
机规模10万千瓦。

 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有关政策，宿州市剩余集中式光伏发电资源较少，主要集中于坑塘水面，约为40万千
瓦。分布式光伏剩余开发资源约200万千瓦，但受限于宿州市电网送出和消纳能力，“十四五”期间剩余可开发空间
不大。

 （二）新型储能产业

 宿州市现有新型储能企业6户，分别是安徽格派新能源有限公司、宿州汉泰化工有限公司、宿州晟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萧县鑫辉源电池有限公司、宿州晟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天尚安能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类型涵
盖正极材料、电解液、溶剂、电芯、隔膜、电池包（详见表2）。2023年宿州市新型储能产业规模预计约1.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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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宿州市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短板

 2020年6月巨仁光伏落户宿州市以来，宿州市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从无到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规模不断壮
大，但也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内生动力不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一）产业规模偏小。目前，宿州市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企业仅有10户，其中，先进光伏企业4户、新型储能企业6
户，年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企业只有巨人光伏一户，尚无企业入选国家或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二）产业链条不完整。宿州市先进光伏产业链上游光伏制造设备、光伏组件背板和胶膜基本处于空白；产业链中
游电池片、组件规模不大。新型储能产业总体规模偏小，且主要集中在锂离子电池领域，市场综合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产能有待进一步深度释放。

 （三）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宿州市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总体分布较为分散，未形成相互配套的产业集群，企业
多为生产制造基地，对人才、研发方面投入不足，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研发中心处于空白，导致发展潜力和核心竞争
力不强，与合肥、滁州等省里先进地市相比有较大差距。

 三、宿州市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2024年工作谋划

 （一）培优育强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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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企业梯度培育，发挥专精特新排头兵作用，争创一批在细分领域领先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落实各项惠企稳企政策，稳定现有规模企业生产经营，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培育10亿
、50亿级企业。

 先进光伏领域，围绕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重点环节和光伏设备制造、光伏发电集成等上下游配套，梳理重
点招引企业清单，支持有条件的县区、园区重点引进一批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的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光伏行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进一步增强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
构建“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生态圈。新型储能领域，聚焦电解液、正负极材料、隔膜等具体细分领域强化招商，延
伸壮大电池包、电芯全产业链。积极推动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培育一批新型储能“专精特新”企业，努力打造新型
储能产业配套基地。

 （二）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一是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建立健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重大项目库，加强前瞻布局，做精前期工作，不
断充实储备库、扩大总盘子，形成梯次推进的良性循环。完善“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达效一
批”项目全环节动态管理机制。督促签约项目早开工、建设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标,尽快形成新的增长点,迅速
抢占市场制高点。二是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明确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形成齐抓共管、多方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建立问题收集交办反馈闭环机制，发挥重大项目要素
保障工作机制作用，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三是创新服务机制。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集约节约、分
类保障的原则，有效调动科技、金融、自规、人社等多部门力量，推动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
充分集聚、高效整合、合理配置，加快向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优势区域、重大项目倾斜。

 （三）推动产业聚链成群

 坚持招优引新、招大引强，努力招引一批具有创新引领力、市场主导力、群链带动力的产业链重点企业优质项目。
支持龙头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光伏领域，瞄准先进高效光伏技
术，着力引进一批技术水平领先、辐射带动力强的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围绕电池片、光伏玻璃等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
大招引。新型储能领域，聚焦头部企业需求，重点招引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储能型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
、液流电池、氢燃料电池、储能系统等领域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在宿州市加大垂直一体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
宿州市新型储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四）加快拓展市场应用

 有序发展集中式光伏电站，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填埋场护坡、废弃矿山、闲置水面等未利用土地，有序建设集中式
光伏电站。因地制宜推进农光互补等综合利用模式，探索将光伏电站建设与采煤沉陷区治理有效结合，建设水面漂浮
光伏电站。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推进宿州市各类开发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支持具备安装光伏发电
系统的新建建筑和设施预留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条件，鼓励同步设计、同步建设。积极培育国家级智能光伏试点示范
企业和项目，鼓励智能光伏产品在建筑、交通、农业以及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特色应用示范。聚焦宿州市光伏发电资
源丰富的优势，支持打造光伏+储能发电场景，推动“光伏+储能”新型系统研发及“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带
动行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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