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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能法规〔2024〕143号  

郑静钰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吉林光伏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关于建议 1：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不断创新促进光伏产业发展的相应体

制机制。  

  在招商引资方面，省商务厅帮助地方企业对接央企、民企、上市公司等资

源。在省领导赴京拜访国家电投、中国能建、中国电建等央企总部时，组织白

城、松原、四平等市州有关领导参与会见对接；并通过举办各项重大招商引资

活动，助力白城市等各市州对接洽谈及签约一批风电光伏项目。下一步将进一

步加大新能源产业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帮助重点相关市州谋划包装新能源产业

项目，注重开拓新质生产力，为新能源产业延链补链，助力我省新能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金融政策方面，省委金融办先后出台系列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

政策。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省委金融办会同吉林证监局等中省直相关单位持

续开展了上市公司与投资机构吉林行、资本市场服务周活动；每年定期联合中

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开展了债券融资业务培训、项目推介路演

对接，增强包括光伏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参与债务融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夯

实了我省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基础。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债务融资工

具的宣传和引导，努力推动光伏企业债券融资，有效提升光伏企业债券融资的

能力和水平，力争我省光伏产业迈上新台阶。  

  产业政策方面，省工信厅将太阳能光伏、新型储能电池等领域为代表的能

源电子产业作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重要分支，于 2023 年牵头起草并以省政府办

公厅文件印发了《关于支持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吉政办发

【2023】10 号），提出了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加强企业梯度培育、加快企

业转型升级、加大投融资支持、建立人才留引机制、加强招商引资、强化保障

措施共 7方面 20 条内容，对产业链延链补链、打造产业集群集聚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使各部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为贯彻落实《吉林省制

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省工信厅还建立

了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库，现已将松原市正泰新能 2GW 高效组件及智

能制造产业园区等光伏产业重点项目列入，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资金支

持。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松原市正泰新能 2GW 高效组件及智能制造产业园

等重点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开展智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光伏制造

行业规范公告申报等相关工作。  



  关于建议 2：构建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园区，着力提升我省光伏产业研发

创新能力。  

  在构建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园区方面，省能源局协同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等

部门近年来持续助力我省白城、松原、四平西部地区等地的风电、光伏基地和

专业化园区的规模化开发，组织开展相关园区配套电源和接网工程建设，加强

项目跟踪管理，调度园区内项目进展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园区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步推动敦化零碳储能高端制造工业园等项目加快建

设。  

  在产业集群方面，省工信厅指导成立了吉林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发展联

盟，联盟吸纳了全省范围内从事电子信息制造业及上下游相关企业、事业单

位、高校院所以及域内外专家智库、服务机构等会员单位 65 家，松原市新能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任理事单位，联盟成立以来积极开展了对接交流与合作，为产

业发展不断继续新动能。  

  在提升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方面，自 2021 年以来，依托年度科技发展计划，

省科技厅围绕光伏产业发展支持科研项目 11 项，投入科技经费 1290 万元。特
别是 2023 年启动了《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发展的重大科技专项》，涉及多能耦

合的源网荷储协同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提升电网调节能力的多形态共享储能

协同调控技术研究、园区级多微网系统参与电网友好互动关键技术研究、新能

源场站主动支撑技术研究及应用、应对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规模化电动汽车与

电网互动相应技术研究 5个子项目，支持项目经费 1100 万元。下一步，省科技

厅将依托年度科技发展计划，继续支持智能电网、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与产品

及新型储能技术产品研究，为我省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省商务厅将

积极帮助企业进一步深化与我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重点企业产学研用合

作，以加快光伏发电新技术的研发、引进应用和技术成果转化。  

  关于建议 3：探索构建强大的储能系统，努力提高我省光伏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构建强大储能系统方面，新型储能是构建吉林省新型电力系统、支撑
“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建设的关键技术，对于保障我省电力供应安全、实现能

源绿色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支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力争到“十四五”

末，我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50 万千瓦，综合储能时长不低于 2 小时。现已建成

电源侧新型储能项目 5 个，装机规模 2.1 万千瓦/2.45 万千瓦时；在建项目 3
个，建设规模 30 万千瓦/80 万千瓦时，计划 2025 年全部建成投产；正在探索

重力储能、飞轮储能等不同技术路径，形成储能多元化发展格局。  

  在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方面，“山水蓄能三峡”项目建设作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双碳”目标的重大标志性能源工程，省能源局持续强力推进，力争

到 2035 年我省抽水蓄能装机规模突破千万千瓦目标。目前，我省已建成抽水蓄

能电站 2座，建设规模 170 万千瓦；在建项目 1 个，建设规模 120 万千瓦，正

按施工计划全力建设，计划 2030 年建成投产；纳规项目 7个，总容量 920 万千

瓦，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预计 2030 年后陆续投产。  

  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省商务厅将积极帮助相关市州搭建新能源产业招

商引资平台，在全省重大招商引资活动中邀请国内外知名、头部、重要新能源

企业参会，助力引进和培育战略型、领军型、复合型、专业型人才；邀请赴相

关市州考察对接，推动项目合作，努力提升我省风电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为提升人才政策竞争优势，省人社厅已将各类企事业单位中的科技



创新型光伏产业相关人才纳入人才分类评定范围，并作为重点倾斜对象予以支

持；同时，依据人才分类定级结果和人才需求申请，全面落实子女入学、安家

补贴等待遇兑现工作，为人才解决后顾之忧。下一步我省将逐步探索授权条件

成熟的用人单位自主开展人才分类评价工作。  

  吉林省能源局  

  2024 年 5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