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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8 日 21：18 分许，万人瞩目
——

“乐山造”的晶硅光伏片，吸收峨眉山金
顶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继而产生的“火
种”，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点燃第十四届
省运会开幕式。

全球晶硅看中国，中国晶硅看四川，“中
国绿色硅谷”在乐山。

2000年 1月 9日，四川乐山市峨眉半导
体材料厂承担的国家重点科技创新项目
——我国首条年产 100 吨多晶硅工业试验
示范线通过国家鉴定。

2021年，全国多晶硅产量约 50万吨，占
全球产量的七成以上，四川乐山多晶硅产量
则约占全国产量的 13%。预计未来两年，全
国多晶硅产能约有一半出自“四川造”。

四川，正在成为中国多晶硅的原点和未
来的制高点。

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赋予乐山建设
“中国绿色硅谷”的重要使命，以“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为引领，乐山市将“晶硅光伏”作
为乐山“头号工程”，被写进城市产业发展的
长期规划中。

锚定建设“中国绿色硅谷”核心区使命，
乐山市五通桥区正大力实施工业园区赋能
升级行动，全力争创省级经济开发区，不断
建强产业载体、厚植产业根基，推动晶硅光
伏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循环发展，精准开展强
链补链延链招商，吸引一大批领军企业、前
沿技术、高端人才汇聚乐山，加速壮大产业
集群。

全球晶硅光伏领域 10家头部企业半数
落户乐山，全球最大硅料生产基地崛起于乐
山，全球最先进太阳能级晶硅制造核心技术
诞生于乐山。

2020年11月5日，乐山被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授予“绿色硅谷”称号。

目前，“中国绿色硅谷”已落地晶硅光伏
及配套项目 15个，总投资达到 600亿元，已
形成 11.3 万吨高纯晶硅、2 万吨颗粒硅、
55GW 单晶拉棒切方和 17GW 硅片生产能
力，高纯晶硅产能位列全球第一方阵。今年
内，晶硅光伏产业产值规模将突破 600 亿
元，带动五通桥区工业总产值冲刺 1000 亿
元大关。

凤凰涅槃——
烈火重生中淬炼燎原之势“星火”

走进乐山市五通桥区四川永祥股份数
字体验中心，在大厅正面墙体的正中央，一
只“凤凰”浴火重生、展翅腾飞——“中国绿
色硅谷”的 logo赫然醒目，寓意深远。

破碎斑驳光亮的羽翼和凤尾、奋发昂扬
向上的凤头、蓝绿打底色彩融合的凤身……
在金黄色的阳光下，一只“晶”凤凰凌空腾
飞，光“覆”未来。

晶片与阳光、绿色与环保、破碎与腾飞
……诚如乐山延续 40 多年的“硅梦”之旅，
在数次革新阵痛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自 1964年国家冶金部决定内迁峨眉筹
建有色金属厂，到次年 7月第一个多晶硅生
产车间建成，10月全面试车投产，年底生产
多晶硅 69.27千克、单晶硅 10.05千克，多晶
硅质量达到当时国际同类先进产品水平。

但产业技术发展的悬殊，让中国失去了
市场话语权。上世纪末，国内多晶硅产量不
到 100吨，占世界总产量不足 0.40%，国内缺

口达95%以上。
美、德、日等国几乎垄断了全球多晶硅

生产，我国信息产业和光伏产业不得不靠购
买外国多晶硅、单晶硅残次品维持。质量低、
成本高、受制于人，整个行业处于被动不稳
定局面。

2000年 1月 9日，中国多晶硅史上迎来
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峨嵋半导体材料厂具有
100吨/年生产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第
一条“改良西门子法”多晶硅国家重点试验
示范生产线，通过国家鉴定验收，生产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标志着中国多晶硅打
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

2008 年，四川永祥股份首期年产 1000
吨多晶硅项目竣工投产，成为中国最大的多
晶硅生产企业。

同时，国家硅材料开发与副产物利用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也落户乐山。

乐山——“西部硅谷”，声名鹊起。
然而，2008年 9月至 2011年左右，先后

受全球金融危机、欧美“双反”等多重因素影
响，多晶硅价格从每吨 300 万元跌到 40 万
元，中国多晶硅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举
步维艰。在乐山，多晶硅企业从鼎盛时期的7
家到只剩下四川永祥1家。

面对突如其来的行业寒冬，生存危机倒
逼企业苦练内功。

在 4次技改升级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永祥法”——“第四代永祥法”（包含大型
精馏节能、冷氢化、反歧化等核心技术），成
功将四氯化硅全部转化为生产原料三氯氢
硅，变废为宝，提质降耗，突破技术壁垒。

如今，永祥的技术升级为“第六代永祥
法”，产品质量、生产成本、工艺技术指标全
面领先，N 型单晶占比 90%以上，达到电子
级晶硅水平，实现高纯晶硅“中国智造”。

“接下来，公司将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升
级，把目前最先进的工艺技术等融合为一体
形成‘第七代永祥法’，相较于上一代，成本
再下降 5%-10%。采用‘第七代永祥法’的永
祥能源科技一期 12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也将
于近期开工。”四川永祥股份总经理助理代
长宏对未来充满信心，今年永祥总体产能达
23万吨（含云南、内蒙古基地公司），2023年
产能将达35万吨。

四川永祥已经成长为致力于发展清洁

能源、打造高纯晶硅及光伏产业的行业标
杆，正向着打造高纯晶硅的世界级龙头企业
和世界级清洁能源公司不懈奋斗、砥砺前
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家政策的支持，
政府环境的扶持，行业龙头的引领，招商引
资的集聚，产业链条的延伸……

从“西部硅谷”向“中国绿色硅谷”成功
升级，乐山晶硅光伏产业已集聚成势。

聚势崛起——
创新建设中形成绿色循环“链条”

盐续千年，桥通五洲。
日前，记者走进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10

平方公里的新型工业基地，只见山坡变园
区、农民成工人——众多晶硅光伏产业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你追我赶，生产车间里处处
机器轰鸣，呈现欣欣向荣场景。

来到被誉为“花园式工厂”的永祥新能
源公司，绿草成荫、厂房林立。走进精馏车
间，各式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生产线满负
荷运行，从工厂生产出来的高纯晶硅源源不
断输向全国各地的下游企业。

“乐山京运通一期 12GW拉棒、切方项
目总投资 41亿元，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政府
及当地管委会大力协助下，从土建进场到点
火历时 83天，跑出了‘五通速度’，刷新了行
业建设记录。今年 6月份已全部达到达产条
件。”乐山京运通常务副总经理张鹏介绍，

“CCZ连续拉晶工艺的研发推进，可使单晶
硅片纵向电阻率范围更加集中，对电池转换
效率的提升提供更佳的产品。”

张鹏还透露，目前乐山京运通二期
22GW拉棒、切方、切片项目正在积极办理
相关手续中，待具备开工条件后将开工建
设。

……
在乐山，“中国绿色硅谷”的发展态势从

中可见一斑。
在四川光伏产业集群聚势之时，人们更

看到了乐山将资源利用、绿色循环做到了极
致。

“‘乐山造’晶硅光伏企业全部使用水电，
真正实现了以‘清洁能源’制造‘新能源’。”四
川永祥股份总经理助理代长宏说。

企业抢抓机遇，追赶比超；当地政府更
是高位推进，把打造“中国绿色硅谷”作为

“头号工程”。
“墙内企业管，墙外政府管。”乐山举全

市之力，聚全市之智，同频共振厚植产业发
展沃土。

近年来，五通桥区大力实施工业园区赋
能升级行动，已建成投运 5 座 110KV 变电
站、4 座 220KV 变电站，正加快推进乐山南
500KV变电站以及基地南、龙翔、银海山、蔡
家湾4座220KV变电站建设。工业供水厂一
期、工业固废堆场等基础配套设施陆续投
用。正同步推进 6条园区道路建设，企企互
通、内畅外联的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

用好政策“及时雨”。乐山落实全省“水
电消纳示范”“精准扶持电价”等惠企利企政
策，制定实施“光伏 22 条”、《“中国绿色硅
谷”人才聚集十条硬措施》、“招商引资 30
条”等，在要素保障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构筑
良好产业生态。

当好企业“服务员”。乐山优化营商环
境，实施“周监测、月调度、季盘点”机制，建
立项目进度“红黑榜”制度，落实挂联包保、
项目专员全程跟进、重大问题现场办公机
制，推动项目加快竣工投产。永祥新能源项
目、乐山高测项目开工当年投产，晶科能源
项目开工到投产仅用100天。

同时，通过“外引内育”激活产业链条。
乐山瞄准多晶硅及光伏“硅料—硅片—电池
片—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电站”全产业链
条，紧盯晶硅光伏行业领军“553”企业，先后
赴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实地考察晶科
能源、保利协鑫、通威集团等晶硅光伏企业
大集团100余次。

持续放大“磁石效应”，推动晶硅光伏产
业集聚集群发展。晶硅光伏产业实现了从零
星布局到集中成片、产业链条从硅料到切
片、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从无到有的“三大突
破”。

“筑巢引得凤凰来”。全球前十强光伏企
业 5家落户和参股乐山，乐山晶硅光伏产业
已挺进于全球硅材料“第一方阵”。

拼经济，搞建设。今年1-6月，全市高纯
晶硅产量6.96万吨，拉棒切方14.01吉瓦、切
片6.34亿片，实现产值266.6亿元、同比增长
382.2%。

乐山——“中国绿色硅谷”，聚势崛起，
成色更足！

蓄势腾飞——
宏伟蓝图下锚定千亿硅谷“目标”

展开乐山市“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期间
发展晶硅光伏产业发展蓝图，可看见一条清
晰的发展轨迹——

作为全省首批特色优势产业试点的乐
山市晶硅光伏产业，将按照“做优前端—做
强中端—做大后端”的全链条发展思路，逐
步实现千亿产值目标，建成享誉全球的“中
国绿色硅谷”：

到 2023年，形成 35万吨硅料、80GW拉
棒切方、40GW 切片和 10GW 电池片产能，
全市晶硅光伏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到 2025 年，形成 50 万吨硅料、100GW
拉棒切方、100GW 切片、50GW 电池片和
30GW组件产能，全市晶硅光伏产业总产值
达到2000亿元。

（下转2版）

乐山：千亿“中国绿色硅谷”的崛起与腾飞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蒋培路

“艺”起加油！
省文旅厅再推7天14场云端文艺盛宴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霁玥）“艺”起加油、“艺”起努
力、“艺”起抗疫。9月12日，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即
日起至 9月 18日，该厅将继续组织开展为期 7天的优秀文艺作
品线上展演活动。

该活动将提供包括四川大剧院 2022“惠剧蓉城”首届惠民
演出季优秀剧目在内的 14场舞台剧、书法美术展等线上展演。
其中，全天剧场包括自贡市川剧艺术中心的川剧《惊蛰》、四川人
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苍穹之上》、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的木
偶剧《龙门传说》，以及成都画院艺术家抗疫题材主题创作网络
展等 7个展演内容。同时，还将特别展播内蒙古艺术学院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西安话剧院的话剧《柳青》等7个剧目。

车购税减征政策实施三个月
减税超230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王雨
萧）记者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6
至8月份，约355.3万辆车享受了车辆购置
税减征政策，累计减征车购税230.4亿元。

具体来看，6 月份享受减征政策车辆
109.7万辆，减税71亿元；7月份116万辆，减
税75.8亿元；8月份129.6万辆，减税83.6亿
元。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享受政
策的车辆数、减征税额均呈现逐月增长态
势，显示出政策逐步发力，受益面稳步扩大。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
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消费作用
大。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促进汽车市场发
展，拉动汽车消费，我国部署稳经济一揽子
措施，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并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
税）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升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

在一系列政策助力下，我国汽车市场
逐渐回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8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239.5万辆和
238.3万辆，同比增长 38.3%和 32.1%，增速
均高于上月。

四川经济日报讯 9 月
12 日中午，深切哀悼“9 ·5”
泸定 6.8 级地震遇难同胞活
动在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
雅安市石棉县新棉街道同时
举行。省委书记王晓晖，西部
战区司令员汪海江在泸定县
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
在石棉县参加。

草木含悲，青山静穆。位
于震中磨西镇的哀悼活动现
场，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深切哀悼‘9·5’泸定 6.8级
地震遇难同胞”，庄重肃穆。
12 时 50 分，王晓晖、汪海江
与在当地参与抢险救援的各
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神情
凝重，默然肃立。12时52分，

“9·5”泸定6.8级地震发生的
时间，防空警报鸣响在磨西
镇上空，大家在肃穆的气氛
中为地震遇难同胞默哀 3分
钟。默哀毕，伴随着深情的

《思念曲》，王晓晖、汪海江相
继缓步上前，向地震遇难同
胞敬献鲜花，表达哀思。同一
时间，石棉县哀悼活动现场，
黄强和各界代表一起默哀并
敬献鲜花。国务院抗震救灾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中国地
震局局长闵宜仁，西部战区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中林，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田晓
蔚，省委常委、秘书长陈炜，
副省长田庆盈，武警四川总
队政委孟庆斌等依次敬献，
表达对遇难同胞的深切哀
悼。

大家表示，对逝去同胞
的最好告慰，就是从悲痛中
重振，在灾难中崛起，用勤劳
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只要我
们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就没
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大家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援下，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团结带领下，
灾区各族人民保持定力、克
难奋进，必将夺取抗震救灾
和恢复重建的最终胜利。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
工作组成员，有关部队负责
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在当地参与抢险救援的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公
安民警、消防和应急救援队
伍、医护人员、志愿者代表，
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
甘孜州委书记沈阳、雅安市
委书记李酌分别主持泸定
县、石棉县哀悼活动。

（张立东 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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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王维 记者 张
琳琪）近日，遂宁市召开工业领域拼经济搞
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省委、市委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坚持工
业挑大梁，坚定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突出

“高精尖特”主攻方向，重点聚焦“3+3+3”现
代工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着力克服经
济工作“三重压力”、破解产业发展“三大瓶
颈”，全力以赴拼出工业新活力、跑出发展加
速度，为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奋力开创遂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通报了全市工业领域拼经济搞建
设工作情况，听取了有关县（市、区）、市直
园区关于工业领域拼经济搞建设工作情况
汇报。与会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有关企业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拼特色”，为强
链稳产多作贡献。要坚持以项目为抓手，突
出“板块式”引进，加强产业链招商、专业招
商、以商招商，从“追求数量”转向“注重质
量”，推动功能相关、产业相连、要素相融的

大项目好项目落户遂宁，促进新建项目尽
早开工、在建项目提速增量、竣工项目投产
达效。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突出“链条式”
布局，加大对“头部”企业、“链主”企业、“贡
嘎培优”企业扶持力度，助力产业生态链持
续优化提升，推动锂电、能源化工、电子信
息、绿色食品等产业站上中高端、占据关键
环、掌握话语权。要坚持以园区为平台，突
出“集群式”打造，深入推进“产业园区全面
升级”对标赶超行动，持续优化园区布局、
完善园区配套，盘活园区低效闲置资源，在
园区集成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
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会议要求，要全神贯注“拼创新”，为止
滑回升多作贡献。要推动“智能化”改造，加
快实施工业企业技改投资升级导向计划、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倍增计划”，加快
建设创新服务平台，有力推动产业换线、设
备换芯、产品换代，切实增强企业发展动
能。要推动“数字化”转型，加紧谋划推动建
设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持有条件的产
业园区、企业推进数字化创新中心和生态

系统建设，不断提升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能
力。要推动“绿色化”提升，全面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大力培育光伏发电等节能降碳示
范项目、示范企业、示范园区，推动工业资
源跨企业、跨行业、跨产业循环高效利用。

会议强调，要全心全意“拼保障”，为稳
中求进多作贡献。要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
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持续提振工业企
业发展信心、提升工业经济发展动能。要持
续优化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工业工作领
导小组作用，落实工业产业发展“七个一”
推进机制和工业运行“周监测、月调度”工
作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稳增长，坚决
防住疫情、稳住生产、保住安全。要持续强
化要素供给，认真总结运用今年“迎峰度
夏”电力保供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能源保
供应急预案，最大程度、最高效率保障企业
用电需求，扎实做好融资、用工、用地、用能
等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工业领域拼经
济搞建设要素供给，确保工业“大梁”顶得
住、稳得起。

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突出“高精尖特”主攻方向

遂宁加速推进工业领域拼经济搞建设

四川晶科能源单晶车间

前8个月四川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1.8%
8月份同比上涨6.6%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9月 11日，成都海关发布
了四川外贸运行的最新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8个月，四川
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01.7亿元，规模位列全国第8，较上
年同期（下同）增长11.8%。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6.6%。

据海关统计，1至 8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501.7亿
元，规模位列全国第 8，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其中，出口
3909.3亿元，增长15.8%；进口2592.4亿元，增长6.2%。同期，全国
进出口增长10.1%，其中，出口增长14.2%、进口增长5.2%。

统计数据显示，8月当月，四川进出口850.4亿元，增长6.6%。
其中，出口528.2亿元，增长7.3%；进口322.2亿元，增长5.5%。

前8个月，四川外贸进出口呈现出了加工贸易比重下降，一
般贸易快速增长；对美国、欧盟进出口下降，对东盟、韩国较快增
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下降，民营企业成为主要增长动能等主
要特点。

从区域方面看，成都保持“领头羊”地位，宜宾、德阳等市快
速增长。前8个月，成都进出口5470.7亿元，增长7.1%，占同期四
川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4.1%，仍保持“领头羊”地位，但占全省外
贸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 3.7 个百分点。宜宾、德阳分别进出口
203.1亿元、108.3亿元，增速分别为52.0%、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