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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加紧布局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正在成为各地弥补财政资金缺口的抓手。新能源产业在我国已进入高成长的黄金期，各

地密集出台新能源发展规划。“光伏+治沙”“新能源+氢能”“新能源+储能”等新能源应用项目

正加快落地。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发展将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更多绿电将

走进千家万户。

一、新能源产业进入高成长的黄金期

目前，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在我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在国际市场上，2022年我

国光伏产业出口总额超过512亿美元，同比增长80.3%。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

件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重提升至70%。在国内，风电光伏也已成为新增发电装机和新增发电量的主

体，2022年占比分别达到78%和55%以上，累计装机突破7亿千瓦，相当于30多个三峡电站。

按照《“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将实现

翻倍。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突破1.2亿千瓦，达到1.25亿

千瓦，连续三年突破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52亿千瓦，占全国新增

发电装机的76.2%，已成为我国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

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新高，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同比增幅均超过55%；行业总产

值突破1.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95%；光伏组件产量、新增装机量分别连续16年、10年位居全球首

位。

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2023年底全国并网风电4.3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4.9亿千瓦，太

阳能发电及风电装机规模均有望在2023年首次超过水电装机规模。

二、新能源成为各地方政府替代土地财政的重要财源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5月，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16.7%，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20%。对许多依赖土地税收的地方来说，随着土地财政的落幕，亟需培育新的

财政增长点，新能源有可能成为替代土地财政的新财源。目前，各地对发展新能源给予了大量政策

支持，推动“双碳”节能减排的目标完成，发展新能源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做大绿色GDP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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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能源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支撑，产业

链的完善将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光伏产业链的优化、电池产业链的完善等都将为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截至2023年5月底，全国已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200万千瓦。

目前，超过10个省份正在开展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带动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多

种技术路线快速发展，相关产业链体系也不断健全完善。

新能源基地开发建设，亦能有效促进相关装备制造业及配套产业聚集，拉动当地产业发展并促

进本地就业。在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混凝土、钢材等建筑材料的使用，可有效促进地方相

关产业发展。在新能源项目生产运维、检修维护等工作中，可明显拉动地方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

入。随着新能源产业的不断壮大，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扩大、光伏发电市场的拓展等都将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市场支持。

发展新能源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类可利用空间的潜力，可以尽可能在不与其他生产活动争地

的基础上利用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未利用地，规划建设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同时，还可向海上拓展空间，发展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打造“风光渔”一体

化发展新模式。

三、各地密集出台新能源建设规划

新能源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资金缺口的抓手，全国各省市区密集出台新能源建设规划。随着

各地方省级能源国企的成立，新的国资力量开始崛起，“央企+地方国企”的能源开发大格局正在

形成。据《2023胡润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显示，深圳、上海、苏州位列前三，北京、常

州则并列第四，广州、武汉、成都、天津和合肥分列6-10位。

上海市规划提出，今年要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民用航空、空间信息等产业补链固链强链。实

施煤电节能降碳改造，推进LNG站线扩建、分布式光伏建设，规划建设深远海海上风电示范、外电

入沪等重大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新疆具有突出的“风光”资源优势。在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中，新疆明确将新能源作为未来发展方向，为“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注入更多绿能。在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加快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初步实现了新能源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利用，新能源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仅今年上半年，新疆新增新能源装机容量达701.7万千瓦，是2022年同期数据的

10.5倍，创造了多个“历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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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能源革命成效明显，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加快构

建，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95%左右，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4%。2023年重点工作包括建

设风电光伏五大基地，支持大同市抓好风光火储及源网荷储一体化。推进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

等开发利用，力争开工5个以上抽水蓄能项目，加快推进2座新能源汇集站建设，发展移动储能。

山东省正加快建设海阳核电二期、烟台港至裕龙岛输油管道，开工6个超超临界大型煤电项目，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000万千瓦左右。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力度，整合锂电、动

力系统、整车制造等资源，尽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竞争优势。培育壮大油气开发、新能源等高

端海工装备，加快发展高技术船舶。

内蒙古则提出全力推动新能源加快开发和全产业链建设，坚持以新能源带动新工业，锚定“两

率先”“两超过”目标，加快大型风光基地和源网荷储、风光制氢等场景项目建设，力争并网装机

2500万千瓦以上，建成拓展场景应用规模1000万千瓦以上。集中打造风光氢储产业集群和呼包鄂通

装备制造基地，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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