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７〕７８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水电硅材

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促进工业硅传统产业调整优化,依托水电清洁能源优势进

一步延伸硅产业链,培育新兴产业,现就推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

化产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化认识

我省依托硅矿资源、小水电清洁能源和木质碳还原剂等比较

优势,逐步形成了以滇西地区为主的工业硅产业集群.工业硅科

技创新和工艺技术装备水平行业领先,产能产量全国第二,产品

质量蜚声国内外.在有效消纳小水电、带动区域脱贫的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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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经济效益难以弥补优质硅矿和林业资源遭到破坏、区域环境

受到影响的损失.调整优化工业硅产业,依托水电清洁能源优

势,加快发展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水电优势与工业硅基础优势深度融合,尽

快转化为经济优势.水电是我省优势产业之一,以工业硅为基础

的硅晶材料 (以下简称硅材)产业属于典型的高载能产业.由于

我省硅材产业发展滞后,致使清洁能源优势在硅的全产业链中未

能得到充分发挥,水电弃水压力日益增大.推动水电产业与硅材

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将有力促进包括工业硅在内的硅材产业有

效消纳水电电量,将水电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实现

水电产业与硅产业融合共赢发展,为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示

范.

(二)有利于精准培育新兴产业,支撑工业跨越发展.硅被

称为 “工业味精”“半导体之王”和 “光伏产业的火车头”,工业

硅、多晶硅、单晶硅、有机硅和碳化硅等硅产品及下游加工器件

是新能源、新材料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加快发展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可以精准培育和发展新材料

产业、光伏产业、光电子产业和精细化工产业,为全省工业跨越

式发展提供支撑.

(三)有利于通过大产业带动大扶贫,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我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将产业发展同脱贫攻坚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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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通过大产业带动大扶贫,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

攻坚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推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

展,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在具备水电、环境、资源等发展

优势的贫困地区布局发展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不仅能直接

提供就业岗位,还能拉动关联行业协同发展,有效带动当地群众

就业和脱贫,增强当地政府脱贫攻坚的财力保障.

(四)有利于进一步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硅

材为主的太阳能电池在寿命周期内所提供的电量,是其从硅矿石

开始生产转化过程中所消耗电量的２２倍以上.加快推动水电硅

材加工一体化中的硅光伏产业发展,不仅能够持续提供绿色低碳

的太阳能光伏能源,而且对进一步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

染、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环境优先、结构优

化,以调整优化工业硅产业为基础,以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建设

为核心,统筹考虑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重点在水电、环境、资

源等优势明显的贫困地区布局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集群,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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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产业链布局,积极构筑硅光伏、硅电子、硅化工和碳化硅产

业链,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中国绿色水电硅材

加工一体化制造基地.

(二)主要目标

产业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工业硅总产能控制在１３０万吨

以内,前５户企业产能产量提高到５０％以上,产业布局更加优

化,工艺技术装备和节能减排水平进一步提高,木质碳还原剂替

代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力争建成７万吨多晶硅、８８万吨单晶硅

及 “切片加工—１５GW 电池组装—太阳能发电”硅光伏产业链,

初步形成 “晶圆片—集成电路元件”等硅半导体材料及硅电子元

器件的硅电子产业链,硅化工及碳化硅产业链发展取得初步成

效.全产业力争消纳水电３００亿千瓦时.

投资贡献目标:到２０２０年产业发展目标完成后,通过水电

硅材项目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００亿元左右,带动下游加工应

用及配套产业投资５００亿元左右,有效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民间

投资和工业投资.

经济效益目标:到２０２０年产业发展目标完成后,水电硅材

加工一体化产业实现总产值１１００亿元、增加值３１０亿元左右.

其中,工业硅产业实现产值１２０亿元、增加值２０亿元左右;太

阳能级多晶硅、单晶硅及电池组装的硅光伏产业实现产值８８０亿

元、增加值２６０亿元左右;硅电子、硅化工及碳化硅产业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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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１００亿元、增加值３０亿元左右.

三、重点任务

(一)持续推进工业硅产业优化调整

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工业硅产业结构调整

的意见»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２〕２３６号)要求,促进工业硅产业优

化调整.全面淘汰工艺技术装备落后产能,依法依规关停布局不

合理、资源能源消耗高、环保措施不到位、安全质量不达标和木

质碳消耗多的生产装备,对连续２年受到省行业主管部门资源能

源消耗黄牌警告通报的企业,由当地政府立即实施关停淘汰.新

(改、扩)建工业硅项目,一律实施产能减量置换,产能减量置

换方案报经省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并经州、市人民政府公示后,完

善有关手续方可建设.以州、市优势企业为龙头,加快推进兼并

联合重组,组建区域性工业硅产业集团.(有关州、市人民政府,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林业厅、安全监

管局、质监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打造水电硅材加工产业体系

利用工业硅产业基础、稳定低廉水电清洁能源和 «云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细则的通知»

等优势条件,积极主动招商国际国内硅材及硅材加工应用大中型

企业,投资发展多晶硅、单晶硅及硅光伏、硅电子、硅化工、碳

化硅等产业集群化项目建设.(有关州、市人民政府牵头;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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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委、招商合作局等部门配合)

突出打造硅光伏产业链.以西安隆基、中电电气、协鑫集团

等企业为主体,加快发展太阳能级多晶硅、单晶硅及 “切片加工

—电池组装—太阳能发电”硅光伏产业链.

努力构建硅电子产业链.以云芯硅材电子级多晶硅为依托,

努力构建电子级硅晶材料及切片、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

试等相关多元配套的多规格、全流程硅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产业

链和产业基地.

适时发展硅化工产业链.依托化学级工业硅、氯碱化工和磷

化工等产业优势,适时发展有机硅单体材料,引进发展纳米级有

机硅防水材料,积极构建从有机硅单体到终端加工应用的硅化工

产业链.

积极推进碳化硅产业链.依托优质煤炭、硅石资源和清洁能

源,适时发展碳化硅和以碳化硅为基础的碳化硅晶体、不定型新

型耐火材料和碳化硅纤维等下游加工应用产业链,构建碳化硅产

业集群.

(三)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依托硅石、优质煤炭和清洁水电资源优势,工业硅、多晶

硅、碳化硅重点布局保山、德宏、怒江、临沧、昭通等州、市.

综合要素条件,多晶硅、单晶硅重点布局曲靖、保山、丽江、楚

雄、大理等州、市.依托昆明、曲靖、楚雄、玉溪滇中城市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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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和红河、文山等州、市产业基础,重点布局硅光伏、硅电

子、硅化工等下游加工应用产业.鼓励有关州、市努力推进硅光

伏、硅电子、硅化工、碳化硅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积极构

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水电硅

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基地.(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有关州、市

人民政府及省直有关部门配合)

(四)着力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年内启动怒江１０万吨一期３万吨多晶硅、昭通１０万

吨多晶硅产业园及一期２万吨多晶硅项目建设,力争２０２０年建

成投产.在进一步优化曲靖现有６０００吨多晶硅生产系统基础上,

力争２０１８年启动二期１５万吨多晶硅项目建设.加快临沧３０００

吨超大规格多晶硅铸锭项目建设.２０１７年底前建成保山、丽江

各２２万吨单晶硅项目,２０１８年上半年达产达标.改造提升保

山昌宁已有单晶硅项目.加快推进西安隆基楚雄１０GW、红河

５GW 单晶硅切片加工及电池组装项目,力争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投

产.尽快启动１０万吨有机硅及以纳米有机硅防水新材料为重点

的下游应用产业化项目建设,力争２０２０年底前建成投产.适时

推动昭通、保山碳化硅及下游加工应用项目建设.(有关州、市

人民政府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

国土资源厅等部门配合)

(五)制定专项用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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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水电产业和硅材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统筹考虑发电、电

网、用电企业等多方利益及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等因素,优化

电力发、输、供、用各环节电价结构,千方百计降低各环节成

本,制定出台水电硅材一体化产业发展专项用电方案.引导电力

企业同硅材企业达成长期供电合同,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原则,积极推动建立硅材电价联动机制,鼓励采取参股等方式组

成产业联盟.(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物价局、能源局、工业和

信息化委,云南电网公司等部门和单位配合)

(六)增强研发创新能力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

学研用相结合的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研发创新体系.瞄准世界一

流水平,深化与国际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知名企业合作,引进

高水平专家和团队,依托昆明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成的

“硅冶金与硅材料省级创新团队”“云南省硅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云南省高等学校硅冶金与硅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硅材料国

际合作研究室”等平台、人才及技术力量,组建硅材及加工应用

研究院,推进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加强物理法太阳能级硅

材技术攻关,不断研发低成本新技术,加快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引领硅材产业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科

技厅、教育厅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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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各地各部门要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合力,扎实做好推动水电硅材加工一

体化产业发展各项工作.由省人民政府领导牵头,成立省水电硅

材加工一体化产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重大问题.通过

部门协商机制,简化办事程序,开辟绿色通道,协调解决有关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立项、土地、环评、林地、电价及社会配

套等问题,切实为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提供便捷、优

质、高效的服务.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职责,加强沟通,密切配

合,落实有关政策,完善配套措施.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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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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