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光者，奔向“世界级”

当“群主”，盐城底气何来

风光名城，绿能之都。
综合实力全国第一、产业链完整度超过90%、头部企业集聚、研发创新最活跃……12月16日，盐

城牵头申报的盐常宿淮光伏集群，成功跻身“国家队”。至此，盐城、宿迁、淮安三市实现“国家队”集群
零的突破，也让江苏13个设区市由此实现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全覆盖。

向阳而“生”，逐“光”前行。盐城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碳达峰试点城市，正全面建设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区，勇当全省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碳路先锋”。站在新能源发展时代“风口”，发展晶硅
光伏产业，是盐城的优势所在和必然选择。

十年磨一剑，“追光”启新程。盐城晶硅光伏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不断跃
升，建立起覆盖硅片、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等环节的产业链条，形成链主企业引领、研发平台支
撑、产业园区承载、上下游协同配套的发展格局，龙头企业集聚度、综合产能位于全国前列，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向世界级光伏产业集群迈进，擘画绿色低碳发展的壮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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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个产业，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深
耕细作、久久为功。

天合光能作为第一家落户盐城的光伏组件企业，
既是盐城晶硅光伏产业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
推动者。

2012年，行业龙头企业天合光能与盐城签订合作
备忘录，利用盐城广袤的沿海滩涂，开发建设百兆瓦级
太阳能电站，同时在盐城经开区投资建设当地第一家
组件工厂，开启盐城发展晶硅光伏产业的第一步。

当时的中国光伏市场，面临严峻挑战，一度陷于
原材料、设备、市场“三头在外”的形势。2013年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给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在天合光能的引领下，阿特斯、协鑫、润阳、通威、
晶澳等光伏行业中国前10强企业有7家落户盐城，
也创下多个之最。其中，通威在盐城布局全球光伏行
业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组件生产基地，晶澳盐城基地是行业首家应用TOP-
Con领先工艺全线量产高效能光伏电池和组件的生
产基地。

城市与企业的“双向奔赴”，在盐城这片热土上不
断上演。2021年，《盐城市“十四五”新能源产业发展

规划》出炉，提出要做大做强光伏优势产业，积极打造
世界级新能源产业基地；2022年，盐城又提出构建

“5+8+10”产业链梯次培育格局，晶硅光伏作为重点
打造的5条地标性产业链之一，备受瞩目。

“链式思维”崛起千亿产业集群。百佳、鹿山、小
牛等一大批配套产业领军企业纷至沓来，覆盖硅片、
电池、组件、辅材、智能设备等装备制造关键领域，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

如今，盐城的晶硅光伏产业走过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从最初的摸索尝试，到如今的千亿级产业集
群，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全市
共有晶硅光伏规上企业97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
亿元，电池片和组件综合产能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天合光能作为盐城的“老朋友”，更是持续在盐城
“加仓”。今年3月，投资近10亿元、产能10GW的天
合光能光伏组件工厂在亭湖区投产，这是天合光能在
盐城投资的第七个项目。盐城也因此成为天合光能在
外布局基地最多的城市。

更令人振奋的是，今年天合光能盐城大丰基地荣
获“零废”工厂认证证书和2023年度“零碳”工厂（Ⅰ
型）三星认证证书，成为光伏行业首个获得T V莱
茵“双零”工厂认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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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何以跻身“国家队”

“组团”，从竞争到竞合

当前，全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
培育发展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我国制造业在
产业组织和空间布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对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畅
通制造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入选的盐常宿淮光伏集群有何过人之处？
产业“硬实力”，是它跻身国家队的最大底气。

盐常宿淮光伏集群之所以能够入围，答案是集群
拥有“五个全国之最”——

产业基础最坚实。2023年，该集群总产值达到
3705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其中，盐城、
常州、宿迁三市超千亿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
《2022—2023年中国光伏制造业集群发展研究》，盐
城位列全国第一、常州位列第三、宿迁位列第十四。

产业链条最完备。集群已覆盖硅片、电池、组件、

辅材辅料、装备制造、应用系统、组件回收等环节，产
业链完整度超过90%，基本可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发
展。

龙头企业最集聚。光伏行业全国前10强的企业
有8家在集群内多点布局。盐城规上企业97家，综
合产能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产业特色最鲜明。先行先试建设4个零碳产业
园，拥有8家国家级绿色园区、16家绿色工厂、4家绿
色供应链企业。集群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260万千
瓦，占江苏三分之一，盐城“风光渔”模式创全国先河。

研发创新最活跃。拥有光伏科学与技术全国重
点实验室、天合光能技术中心等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
15家，汇聚褚君浩院士、杨德仁院士等顶尖人才21
名。天合光能电池转化效率和组件输出功率28次刷
新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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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国家队选拔赛”仅仅是开始，集群化
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推动各地产业质态、产业
层级的全面提升，有更大竞争力去力拼“国际
赛场”。

目前，盐常宿淮光伏集群业务布及全球
170多个国家。2023年，集群利用外资总额2.8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400亿元。

如何奔向“世界级”舞台？技术创新、自主
研发已成为行业共识。

不懈的探索，如今仍在光伏行业每个环节
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博阳智能深耕光伏装备
行业多年，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实践，
先后获得技术专利47项，发明专利19项。该
公司最新研发的一款新型光伏组件全自动排
版机，实现综合排版的自动化，单串排版节拍
低于4.5秒。

公司总经理曹雪生表示，博阳将聚焦光
伏自动化领域，积极开拓和布局未来先进光
伏技术，研发制备钙钛矿封装产线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储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将抢抓技术迭代、产能结构性调整
的产业格局重塑机遇，强化与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等院校合作，加快推动基于N型TOP-
Con、HJT、BC技术的高效晶硅电池和组件规
模化生产。”天合光能副总裁冯志强介绍，公司
将重点开展高转换率、长寿命晶硅电池的研发
与制造，抢先布局钙钛矿、叠层等新型电池组
件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抢占新一轮技术产业
化赛道。

省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范国远表示，协会
将联结四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光伏先进制造业
领域的高端产业，打造生态走廊；推动集群内
政产学研用深度结合，依托光伏科学与技术全
国重点实验室，促进创新资源要素加快聚集，
逐步实现科研、开发、产品、市场的良性循环；
建立光伏全产业链碳足迹数据库，为全产业链
低碳绿色制造提供数据支撑。

追光，从不止步。晶硅光伏产业正迎接光
之所向的每一个瞬间。盐常宿淮四市将携手
书写更多辉煌篇章，共创更加绿色、低碳、可持
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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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目
前，江苏光伏产业已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形
成无锡、常州、苏州、盐城、宿迁等多个产业
集聚区，主要产品产量和产能连续10多年保
持全国乃至全球第一。

尽管我国在全球光伏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是全球最主要的光伏出口国家，但与美国、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组团建群”成为集群培育的特色。打造
盐常宿淮光伏集群，对于提升我国光伏产业的
原创研发、协同合作、产业控制等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盐城、常州、宿迁、淮安四市之间，既是竞

争关系，也是竞合关系。在光伏产业生态创新
大会上，盐常宿淮四市与西宁共同发布《创新
光伏产业生态常州倡议》，致力于南北共建、区
域互补、东西协作、协同发展，携手构建光伏产
业发展新生态。

常州光伏产业链覆盖除多晶硅料以外的
所有生产制造环节，拥有天合光能、东方日升、
亿晶光电等一批龙头企业，产业规模居全国前
列，位列中国光伏制造业集群综合排名第三。

宿迁围绕建设“光伏之都”，将光伏新能源
产业列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培育的六大主导产
业之一，已形成涵盖光伏硅片、光伏电池、光伏
组件及辅材四大板块，汇聚天合光能、龙恒新
能源、阿特斯等一批国内光伏龙头企业的重点
产业。

盐常宿淮四市光伏产业关联度高、耦合
性强，“南北呼应、联动发展”，产业发展基础
厚实和龙头企业集聚，具备承接国家战略的
能力。市工信局局长孙庆树表示，我们将按
照“一核一区一中心”的发展定位，当好集群
培育的组织员、引航员、观察员、服务员，推动
四市之间强化协同配合，推进资源高效流动、
要素集成共享、政策协同，形成错位布局、合
作共赢的产业集聚态势，努力打造世界级光
伏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