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朔
州市面临转型压力和产业升
级挑战的十年，更是砥砺奋
进、硕果累累的十年，工业经
济总量达到了历史新高。

十年来，在省委、省政
府坚强领导下，朔州市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
大和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全
力推动产业转型提速度、出
实绩、上台阶，全市已初步
形成以新材料、装备制造、
高端陶瓷、化工、医药、食品
等新兴产业为支撑，低碳硅
芯等前沿产业为引领的现
代产业结构体系。朔州市
先后被评为全国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全国工
业绿色转型试点城市、资源
综合利用“双百”示范基地、
全国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
范基地、中国北方日用瓷都
等，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发
展成果显著。

规模以上经济总量大幅提高

截至 2021 年底，朔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量达到 365 家，较 2012 年底的 238 家增长
53.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 2012 年增长
8.8%；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755 亿元，
较 2012 年的 1129 亿元增长 55.4%；规模以上
工业实现利税 445 亿元，较 2012 年的 295 亿元
增长50.8%。

煤电支柱产业发展提质换档

十年间，朔州市以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为
引领，全面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煤电产
业“减优绿”发展成效显著。十年来，煤炭产能
稳定在 2 亿吨，2631 万吨煤炭低效产能退出市
场，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92%，累计原煤产量达
18.4 亿吨；煤矿智能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已完
成智能化改造工作面 20 处，正在有序推进的有
61 处。十年来，电力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实
现翻番，成为中部地区清洁电力外送的主要基
地之一；发电装机容量由 656 万千瓦增长到
1531万千瓦；年发电量由264亿度增长到523亿
度，十年间，累计发电量约 3456 亿度；淘汰电力
落后产能 40 万千瓦，所有燃煤机组全部完成超
低排放与节能改造；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新
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快速上升，发电装机容量由
2012 年的 37 万千瓦增长到 2021 年的 591 万千
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比例由 5.6% 提升至
38.6%；含在建新能源项目，“双千万千瓦”级电
力外送基地基本建成。

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十年间，以新材料、低碳硅芯、高端陶瓷、新
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加工为重点的
新兴产业渐成竞争优势，支柱作用开始彰显。
低碳硅芯产业从无到有，朔州市高起点谋划，布
局了从工业硅到晶硅、硅片等的硅芯产业园，将
成为全球首个低碳硅芯园区，光福科技公司

5GW 异质结全产业链生产
项目、晋芯基业科技公司
300mm（12英寸）芯片级硅基
长晶炉制备项目、海泰新能
1GW 高效 HJT 光伏组件项目
等一批重大项目已落地。新
材料产业规模从弱到强，氟离
子膜、超级电容炭、煤制合成氨、
功能性高岭土材料、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硅酸钙材料等一批重大项
目建成投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品
由单一到多元，依托全市煤炭、电力产业
对装备产业的需求优势，以新能源装备制
造、智能装备制造、煤机装备制造为主的装备
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产品涵盖钒液流电池、锂电
池、新能源矿用重卡、井下智能巡检机器人设
备、无轨胶轮车、煤机装备、光伏组件、风电塔筒
等多个领域。陶瓷产业由规模化向集聚化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全市全链条陶瓷企业达
到108户，日用陶瓷产能达到38亿件，建筑瓷产
能达到 7200 万平方米；在国内率先建成了一批
陶瓷自动化、智能化示范生产线。医药产业布
局由散到聚，以怀仁医药园区为承载，全市建成
医药项目企业已达 9 户，产品涵盖成品药、医药
中间体、原料药各个领域。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加工链由短变长，28家企业被评为省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达到 165 家。建成 6 个大型电子商务平台，
实现了从农业生产到农产品、食品加工，再到市
场流通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大力推动草牧业和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成功创建全省有机旱
作农业示范市，被中国粮食协会命名为“中国杂
粮强市”。

产业创新生态逐步形成

十年间，全市上下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新
兴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关键技术、创新项
目、试点示范引领，制定实施了《关于加快构建
朔州市创新生态的指导意见》和《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实施“111”创新工程支撑引领高质量

转型发展的意见〉的实施方案》等创新引领政
策，坚持把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作为转型升级的
中心环节，以推动企业研发机构、研发项目建设
为切入点，推动“朔州制造”向“朔州智造”转
变。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59 家，医药等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速由不足 7%提升到 40%以
上。全市各级各类技术中心达到 137 户，其中，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5 户、省级行业技术中心 1
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121 户。陶瓷、医药、化
工、食品等特色优势行业企业研发机构数量
覆盖率达到 80%以上。“政产学研用金”积极
融合，落地了山西省煤系高岭土深加工省级
工程技术（晋坤）研究中心等一批高端创新平
台，突破了一批重大技术，规上工业企业实现
创新全覆盖，全社会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创新
生态活力迸发。

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现

十年间，朔州市高度重视绿色环保项目建
设，把节能降耗、固废产业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循
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抓手，万元GDP能耗
年平均下降 3.06%。已连续成功举办九届国际

工业固废综合利
用大会，并被确定
为国际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大会永久会

址。全市建成固废
综合利用企业 99 家，

初步形成以煤矸石发
电、煤矸石制材、粉煤

灰综合利用和脱硫石膏
综合利用等四大固废综合

利用产业集群，全市工业固
废利用量达到了 3100 万吨，利

用率达到了 73%以上，固废综合
利用产业走出一条“资源—产品—废

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新产品”的绿色
发展新路径。

工业两化融合步伐加快

十年间，朔州市 5G 建设及应用加快拓展，
累计开通 5G 基站已达 3526 座，已开通 5G 用
户达 69 万余户，实现了市中心区 5G 网络连续
覆盖和重点场景、重点区域 5G 信号覆盖。持
续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全市固定宽带接入
用户普及率达到 77%，移动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达到 91%。智能矿山建设、无人驾驶纯电动宽
体车等“两化融合”项目加快推进，平朔公司、
平朔矸石电厂、三元炭素、优尊陶瓷、燕京啤
酒 5 家企业被评为全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试点企业。北方能源和碳计算中心、右玉
晋北大数据中心等一批大数据产业项目正加
速实施。

未来十年，朔州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
重大战略，以抓铁留痕的毅力和逢山开路的
勇气，攻坚克难，抢抓机遇，推动全市工业转
型再创新成就，加快建设以能源产业为基础、
新兴产业为支撑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塞
上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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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88月底月底，，朔州市低碳硅芯产业园首批入朔州市低碳硅芯产业园首批入
驻项目集中开工驻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朔州市低碳硅芯产业园建设标志着朔州市低碳硅芯产业园建设
驶入快车道驶入快车道。。

▲▲朔州诺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矿用宽体车朔州诺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矿用宽体车。。 ▲▲中泰特种机器人公司特种机器人装备产品中泰特种机器人公司特种机器人装备产品。。

全省首个整装最大的风电项目—平鲁大山台风电场项目全省首个整装最大的风电项目—平鲁大山台风电场项目。。

朔州经济开发区中小制造业产业集聚园朔州经济开发区中小制造业产业集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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