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储送用”全面布局

常州市加速打造“新能源之都”

本报记者 孟培嘉

在11月11日举行的2022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博览会开幕式上，21个项目在常州市签约落地，总投资额达470亿元，其中包括国能集团常州绿色能源基地、光伏胶膜及固态电池、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发电二期等8个新能源产业项目。

近年来，常州市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20万辆、动力电池产销量占全国五分之一，预计全年新能源领域产值将超过5000亿元。 天合光能、中创新航等一批头部上市公司引领，常州市围绕“发电、储能、输送、应用”四个环节深化产业链布局，逐渐形成生态闭环，不断擦亮“新能源之都”的城市名片。

打造新能源生态闭环

今年前三季度，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光伏行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204.1%、124.8%、34.9%，对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超90%。 数字增长背后，常州市新能源产业链条长、生态全的特点愈发鲜明。

“在 发 电 、 储 能 、 输 送 、 应 用 四 个 环 节 布 局 、 打 造 生 态 闭 环 是 常 州 抢 抓 新 能 源 风 口 的 着 力 点 。 ” 常 州 市 工 信 局 局 长 严 德 群 介 绍 ， 立 足 完 备 的 工 业 门 类 与 扎 实 的 工 业 基 础 ， 历 经 多 年 培 育 ， 常 州 市 走 出 了 一 批 新 能 源 产 业 的 细 分 领 域 龙 头 企 业 与 代 表 项 目 。

在光伏发电领域，常州市电池片及组件产能约占全国10%。 天合光能屡屡刷新电池产品能量转化效率纪录，亚玛顿引领光伏玻璃持续减薄，斯威克光伏胶膜产品不断出新……常州市基本覆盖了除上游硅料环节的全部产业链制造环节。

储能领域 ，动力电 池全球 装机量前 十企业 中有四 家“落子 ” 常州市，常 州市动 力电池 产量占全 国五分 之一。 宁 德时代 2016年在溧阳 落地建 厂 ，本土 企业中 创新航成 为港股 动力电 池“第一股 ” ，蜂巢能 源蓄势 待发，恩 捷股 份 等 一 批 关 键 环 节 企 业 布 局 生 根 ， 围 绕 电 池 材 料 、 电 池 单 体 、 电 池 系 统 及 研 发 检 测 等 一 整 条 产 业 链 的 完 整 度 达 97 % 。

输送 领 域 ， 常 州 市 变 压 器 产 业 历 史 悠 久 ， 产 销 量 连 续 多 年 位 居 全 国 首 位 ， 高 电 压 大 容 量 变 压 器 技 术 不 断 攻 坚 突 破 ； 上 上 电 缆 绝 缘 线 缆 产 品 销 量 领 先 ； 安 靠 智 电 GIL 入 选 工 信 部 第 七 批 单 项 冠 军 企 业（产 品 ） ， 有 效 解 决 城 市 地 下 高 电 压 、 大 容 量 输 电 问 题 。

应用环节 ，比亚迪 新车型 海豹与理 想汽车 正从常 州市国 家高新区 与武进 国家高 新区的基 地中源 源不断 下线 ，常 州市年内 新能源 整车产 量过 20万 辆 ；星星充 电已在 全国累 计投建充 电桩超 过 15万台 ，日充电 量排名全 国第一 。

推动产业升级与场景应用

眺望未来，常州市正擘画该市新能源产业的宏伟蓝图。 “2025年产业规模超万亿元、资本市场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超万亿元，到2035年产业规模在2025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说，要在2025年建成国家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形成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新能源领域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和应用高地。

“发、储、送、用”四大环节产业优势已现，常州市如何推动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推动提升新能源在全市生产、生活中的渗透？

“未来，我们将从产业持续升级与深化场景应用两个方面加快新能源之都的建设。 ”严德群介绍，当前常州市基于各板块的产业现状，正统筹推动各地形成合理布局、优势互补的格局，同时从产业规模、发展质量、创新能力、供应链协同等方面来制定发展目标，促进产业链持续升级。

在应用深化上，常州市则计划在光伏等新能源推广、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充换电设施覆盖程度等方面来制定推广目标。具体来看，该市将在各类园区和广大农村积极建设分布式光伏、光伏一体化建筑、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氢能综合应用等示范工程；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要求党政机关、公共服务领域带头使用，特别是要做好充换电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

此外，秉持着坚持开放、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常州市还将积极招引国内外优质项目，加快储能产业发展，科学布局智能网联汽车和氢能产业，全面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

创新驱动保持产业活力

在11日发布的《2022胡润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中，常州市位居第五，仅次于深圳市、上海市、北京市、武汉市。 抓住了传统产业的蝶变升级与新兴产业的裂变发展，常州市“无中生有”又“从有到优” ，打下了坚实的新能源产业基础。

面对前行者的领先与后来者的追赶，常州市正以人才链的“强” ，激发创新链的“活” ，托举产业链的“优” ，来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以保持生生不息的产业活力。

“我们将加大研发力度，依托成立的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以及中科院长三角物理中心、天目湖储能研究院、中创新航研究院、蜂巢能源研发中心等研发平台，强化共性关键技术的供给，做好技术储备。 常州市近300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是我们的‘创新雨林’ 。 ”严德群介绍。

“让创新创业的氛围在常州市持续蓬勃！ ”常州市科技局局长李磊说，常州市正实施《常州市科创综合体暨人才综合体建设推进三年行动计划》，提升优化一批科创综合体、人才综合体，构建全链条科技创业孵化体系的产业孵育平台，目标以“最优生态”吸引“最强大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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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积极推进CCUS项目

●本报记者 孟培嘉

11月10日晚， 同兴环保公告

称， 拟投资3.4亿元新建环保低碳

装备制造基地项目，预计项目建成

并全部达产后可年产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装备（CCUS）和节能环保

装备3万吨。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近两个月来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公

告CCUS项目动态，进行相关业务

布局。 业内人士表示，在“双碳”

战略目标下，CCUS是大规模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且能在减排的同时产生经济效

益。 随着各地碳达峰实施方案的

出台，对于CCUS等创新技术的部

署持续加码， 多种降碳措施将齐

头并进。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根据公告，同兴环保拟在安徽

含山经济开发区投资新建环保低

碳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建成并全部

达产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约5.7

亿元。 公司表示，项目可以增强公

司在环保低碳装备市场的竞争力，

在巩固烟气治理业务优势的同时，

拓展CCUS市场，培育新的业务增

长极。

记者梳理发现，这已经是近两

个月以来第四家公告CCUS项目

动态的上市公司。

9月19日， 洛阳玻璃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中建材（合肥）新能源

有限公司的太阳能装备用光伏电

池封装材料项目与年产5万吨二

氧化碳捕集提纯绿色减排示范项

目同步投产。

10月18日，华光环能公告称，

与大连理工大学签订了 《技术开

发（委托）合同》，以900万元经费

委托其研究开发 “离子液CO2捕

集中试示范工程开发”项目。本次

公司委托研发的离子液CO2捕集

技术，主要为利用具有特种性能的

有机胺盐（离子液体） 作为吸收

剂，应用于吸收大型发电厂、钢铁

厂、水泥厂等排放烟气中的二氧化

碳技术。双方还合作成立了零碳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展能源

与环保领域的零碳技术路线、技术

开发、技术集成、装备制造及应用

研究，实施成果孵化、标准输出和

产业化应用。

广汇能源在10月24日公告了

其首期“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

与利用示范项目” 的最新进展，土

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主要设备

已全部到场， 预计年内可完成建

设工作。

而在更早之前， 已有多家上

市公司在半年报中提及CCUS业

务。 例如，中国铝业称于今年上

半年规划了降碳路径，其中公用

火电降碳路径包括降低电厂排

放量， 大力发展新能源， 开展

CCUS业务。万华化学则与烟台冰

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

了胶东地区首个15万吨级CCUS

项目。

政策推动低碳发展

近期，《湖南省碳达峰实施方

案》《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

案》相继出台。 记者查阅近半年

来多个省区市发布的碳达峰实施

方案，发现均提及对CCUS的研发

攻坚。

“碳达峰实施方案是现阶段

实现平稳达峰的关键政策引导，

也是各地‘十四五’ 和‘十五五’

时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

要指引。” 中财绿指首席顾问施懿

宸告诉记者，“各地碳达峰实施方

案与此前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保持了高度

一致， 提出了碳达峰阶段的碳效

和能效目标，并在能源、工业、城

乡建设、交通、循环经济、碳汇等

多个领域部署了具体行动。 随着

实施方案的落地与推进， 诸如攻

坚CCUS技术等具体举措有望逐

步展现成效， 企业将有更多机会

运用低碳科技。 ”

除发展低碳科技外，各地实施

方案中还通过设置能源结构目标、

提倡新能源消费等手段促进降碳，

并体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 例如，

《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力争

提高至54%左右，并率先提出“到

2030年全岛全面禁售燃油汽车” ；

北京基于当前碳效、能效水平位列

全国省级地区最优水平的情况，要

求“十五五” 期间部分重点行业能

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更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出台，将

切实推动各地的低碳发展。 ” 施懿

宸说。

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14日开幕

构建开放融通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格局

●本报记者 王可 汪荔诚

2022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

业周将于11月14日至18日举办。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市政府11

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上海旨在通过举办生物医药

产业周相关活动，搭建吸引国内

外生物医药龙头企业来沪

发展的大平台， 构建开放

融通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

格局， 提升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国际品牌影响力。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链条齐备，创新资源富集，

综合配套优势明显， 产业

发展在国内保持领先地

位。”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

公室主任、 市经济信息化

委主任吴金城在发布会上

说。 据介绍，生物医药产业

是上海集中精锐力量发展

突破的三大先导产业之

一。 近年来，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快速增长， 产业规模从2019

年3800亿元升至2021年7600亿

元，实现翻番。 今年前三季度，上

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6166亿

元，同比增长4.6%。

吴金城介绍， 本届产业周的

亮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构筑

起链接创新的开放场景。 本届产

业周汇聚了全球生物医药领域上

千名嘉宾、20家国内外知名药企、

15家头部金融机构、37家顶尖科

研院所， 将从权威视角分析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源动力， 为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

药产业创新高地建言献策。

二是呈现出生物医药的产业

全景。 本届产业周设置5大“主题

矩阵” ，分别是引领突破、数智发

展、转化融合、生态支持、人才汇

聚，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产

品链不同角度， 贯穿生物医药产

业的全生命周期， 全面展现生物

医药产业全景。

三是开拓融合发展的赋能实

景。 近年来，上海大力推进产医深

度融合发展和生物医药领域数字

化转型。 本届产业周将发布一系

列创新平台和创新成果，将产医深

度融合的蓝图逐步转为可触、可及

的实景。

四是共同擘画生物医药上海

愿景。 开幕活动上，国内外龙头

企业、创新主体将一起发布“生

物医药上海愿景” ， 协力同心勾

勒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未来3-5

年的发展布局。

核电运行装机容量料进一步增加

●本报记者 张军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1-9月，全国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

电量为3046.76亿千瓦时，占全国累计发

电量的4.85%。 业内人士表示，有关规划

提出到2025年全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

达到7000万千瓦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核

电运行装机容量还有近30%的增长空

间，相关上市公司有望获益。

政策支持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数据显示，1-9

月， 全国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

3046.7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0.65%；累

计上网电量为2855.36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0.54%。

截至9月30日， 全国运行核电机组

共54台，装机容量为55805.74MWe（额

定装机容量）。 1-9月，全国有1台核电

机组首次并网发电。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能源

价格高企等背景下， 世界各国重新审视

核电基荷作用。 我国能源禀赋呈现出

“富煤、贫油、少气” 特征，专家认为，发

展核电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不可缺少的

一环。 因此，自2019年核电项目审批重

启以来，我国新建核电机组审批加速，相

关支持政策不断出台。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到2025年核

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0万千瓦左右。

据统计， 今年以来我国已核准5个

核电项目，共10台核电机组。

优势明显

核能作为主流发电方式之一， 具有

能量密度大、 基荷电力稳定、 单机容量

大、占地规模小、长期运行成本较低等诸

多优势。

环保方面， 核能发电不产生二氧化

硫等有害气体，不存在直接碳排放，度电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各类主流发电方

式中最低，仅为煤电的1.6%、太阳能的

7.5%、水电的8.9%。

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远高于其他发

电方式。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1-9月， 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

为5576小时，较排名第二的火电设备高

出69.23%。

专家表示， 大力发展核电能为提升

空气质量和减缓温室效应做出巨大贡

献， 核能发电将成为我国未来清洁能源

系统中优先发展的方向和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

川财证券研报表示， 世界各国重新

审视核电基荷作用， 核电业务有望持续

放量。银河证券研报表示，核电属于出力

稳定的清洁能源， 在新能源占比不断提

升、 碳排放趋紧的环境下作用凸显。

《“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

到2025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0

万千瓦左右， 这意味着我国核电运行装

机容量还有近30%的增长空间。

上市公司受益

在上述背景下， 相关上市公司运营

的核电机组不断增加。

中国广核9月8日发布公告，公司全

资子公司中广核陆丰核电有限公司的陆

丰5号机组已于9月8日进行核岛首罐混

凝土浇筑（FCD），即陆丰5号机组于该

日开工建设，进入土建施工阶段。 陆丰5

号机组采用华龙一号核电技术， 单台机

组容量为1200MW。

今年核准的10台核电机组，中国核

电有4台。 截至9月30日，中国核电控股

的核电在运机组25台， 装机容量达

2375.00万千瓦；控股在建项目机组8台，

装机容量达887.80万千瓦； 控股核准机

组3台，装机容量达367.50万千瓦。 核电

合计装机容量达3630.30万千瓦。

在核电技术上， 中核集团研发了我

国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

核电机型“华龙一号” 。 目前，采用该技

术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福清5号 （“华龙

一号” 全球首堆）和6号机组每年发电

接近200亿度。

中国核电日前在接受机构投资者调

研时表示，漳州核电3、4号机组于今年9

月13日获得国务院核准。 公司正在按照

计划有序推进开工前的各项工程准备工

作。按惯例，核电项目将在核准后一年内

正式开工。 根据中国核电“十四五” 规

划，公司将在2025年实现核电装机容量

2617.4万千瓦。

作为我国核电运营商双巨头之一，

中国核电也在进军新能源发电领域。

2022年5月，中国核电发布公告，中核汇

能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包括川投能源、

浙能电力等7家战略投资者， 募集资金

75亿元。 中国核电“十四五” 规划提出，

公司将在2025年实现新能源装机容量

3000万千瓦。 为实现规划目标， 公司

2021-2025年新能源装机容量年化增长

率将至少达到35.60%。

业内人士表示， 考虑到目前国家大

力支持核电发展，2019年起核准的项目

将从2024年开始陆续投入运营， 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业务高速增长， 中国核电

业绩具备多重增长动力， 当前具有较高

的投资价值。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 新能源业绩贡

献可观，“十四五” 有望成为中国核电第

二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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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能源生态闭环

今年前三季度，常州市新能源汽车

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光伏行业产值分

别同比增长204.1%、124.8%、34.9%，

对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超

90%。 数字增长背后，常州市新能源产

业链条长、生态全的特点愈发鲜明。

“在发电、储能、输送、应用四个

环节布局、打造生态闭环是常州抢抓

新能源风口的着力点。 ” 常州市工信

局局长严德群介绍，立足完备的工业

门类与扎实的工业基础，历经多年培

育，常州市走出了一批新能源产业的

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与代表项目。

在光伏发电领域，常州市电池片及

组件产能约占全国10%。天合光能屡屡

刷新电池产品能量转化效率纪录，亚玛

顿引领光伏玻璃持续减薄，斯威克光伏

胶膜产品不断出新……常州市基本覆

盖了除上游硅料环节的全部产业链制

造环节。

储能领域， 动力电池全球装机量

前十企业中有四家“落子” 常州市，常

州市动力电池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

宁德时代2016年在溧阳落地建厂，本

土企业中创新航成为港股动力电池

“第一股” ，蜂巢能源蓄势待发，恩捷

股份等一批关键环节企业布局生根，

围绕电池材料、电池单体、电池系统

及研发检测等一整条产业链的完整

度达97%。

输送领域，常州市变压器产业历

史悠久，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

位，高电压大容量变压器技术不断攻

坚突破；上上电缆绝缘线缆产品销量

领先； 安靠智电GIL入选工信部第七

批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有效解决

城市地下高电压、大容量输电问题。

应用环节， 比亚迪新车型海豹与

理想汽车正从常州市国家高新区与武

进国家高新区的基地中源源不断下

线， 常州市年内新能源整车产量过20

万辆； 星星充电已在全国累计投建充

电桩超过15万台， 日充电量排名全国

第一。

“发储送用”全面布局

常州市加速打造“新能源之都”

●本报记者 孟培嘉

在11月11日举行的2022世界

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博览会开幕式

上，21个项目在常州市签约落地，

总投资额达470亿元， 其中包括

国能集团常州绿色能源基地、光

伏胶膜及固态电池、 盐穴压缩空

气储能发电二期等8个新能源产

业项目。

近年来， 常州市新能源产业

快速崛起，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突破20万辆、动力电池产

销量占全国五分之一， 预计全年

新能源领域产值将超过5000亿

元。天合光能、中创新航等一批头

部上市公司引领， 常州市围绕

“发电、储能、输送、应用” 四个环

节深化产业链布局， 逐渐形成生

态闭环，不断擦亮“新能源之都”

的城市名片。

视觉中国图片

创新驱动保持产业活力

在11日发布的《2022胡润中国新

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中，常州市位

居第五，仅次于深圳市、上海市、北京

市、武汉市。 抓住了传统产业的蝶变升

级与新兴产业的裂变发展，常州市“无

中生有” 又“从有到优” ，打下了坚实

的新能源产业基础。

面对前行者的领先与后来者的追

赶，常州市正以人才链的“强” ，激发创

新链的“活” ，托举产业链的“优” ，来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以保持生生不息

的产业活力。

“我们将加大研发力度，依托成立

的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以及中科院长

三角物理中心、天目湖储能研究院、中

创新航研究院、蜂巢能源研发中心等研

发平台，强化共性关键技术的供给，做

好技术储备。 常州市近3000家的高新

技术企业，就是我们的‘创新雨林’ 。 ”

严德群介绍。

“让创新创业的氛围在常州市持

续蓬勃！ ” 常州市科技局局长李磊说，

常州市正实施 《常州市科创综合体暨

人才综合体建设推进三年行动计划》，

提升优化一批科创综合体、 人才综合

体，构建全链条科技创业孵化体系的产

业孵育平台，目标以“最优生态” 吸引

“最强大脑” 。

推动产业升级与场景应用

眺望未来，常州市正擘画该市新能

源产业的宏伟蓝图。“2025年产业规模

超万亿元、资本市场新能源常州板块市

值超万亿元， 到2035年产业规模在

2025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常州市委

书记陈金虎说， 要在2025年建成国家

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形成在国内有影响

力的新能源领域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和

应用高地。

“发、储、送、用” 四大环节产业优

势已现，常州市如何推动各个环节的深

度融合、 推动提升新能源在全市生产、

生活中的渗透？

“未来，我们将从产业持续升级与

深化场景应用两个方面加快新能源之

都的建设。 ” 严德群介绍，当前常州市

基于各板块的产业现状，正统筹推动各

地形成合理布局、 优势互补的格局，同

时从产业规模、发展质量、创新能力、供

应链协同等方面来制定发展目标，促进

产业链持续升级。

在应用深化上， 常州市则计划在光

伏等新能源推广、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充

换电设施覆盖程度等方面来制定推广目

标。具体来看，该市将在各类园区和广大

农村积极建设分布式光伏、 光伏一体化

建筑、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氢能综合应

用等示范工程；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

要求党政机关、公共服务领域带头使用，

特别是要做好充换电设施的规划和建

设，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

此外，秉持着坚持开放、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常州市还将积极招引国内外

优质项目，加快储能产业发展，科学布

局智能网联汽车和氢能产业，全面深度

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

近年来， 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快速增长， 产业规模从2019

年3800亿元升至2021年7600亿

元，实现翻番。 今年前三季度，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6166

亿元，同比增长4.6%。

76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