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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在合肥已经走出“铿锵一步”。2011 年 12 月 17 日，合肥“金太阳示范工程”的初期成果

——1MW光伏电站实现并网发电。这意味着，由太阳能发电站提供的电能进入合肥电网，市民家里使用

的电就可能来自太阳能。

而在过去一年，新能源产业作为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一直“领衔”奔跑。但以太阳能产业为重

要支柱的新能源产业也面临着不小的考验。2012年，如何改变种种窘境，如何实现新跨越？

“但是，近期国际新能源市场

开始下行，行情一直下跌”，晶澳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合

肥基地总指挥刘勇告诉记者，目

前，国际光伏市场的主要现状可

以概括为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短

期内产能过剩，价格快速下跌，订

单流向有实力的一线供应商，企

业的利润被压缩，资金压力加大。

在经过多年连续的高增长之

后，光伏市场的增长速度明显趋

缓。根据国际行业研究机构的一

项调查显示：市场的缓慢增长和

产能的迅速增长使光伏行业进入

严重供过于求的状态，市场无序

激烈竞争，同时产品价格大幅下

降，国际光伏市场行情较为严峻。

“国内光伏企业倒下的越来

越多，按照现在的行情，未来的

一年将至少砍掉一半才真正适

应市场需求。”

“领跑”新兴产业

在合肥柏堰湾路和长宁大

道交界处，晶澳合肥基地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着。过不了多久，

这里就将正式投产，这个3GW太

阳能电池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300亿元。

晶澳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

电池供应商，阳光电源则是全球

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商。这些“巨

头”齐聚合肥，让安徽的新能源

产业显出喷薄之势。据统计，今

年 1～9月份，其中，新能源产业

产值 130.3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0%，继续领跑八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

新能源“领跑”八大产业

遭遇“两头在外”的尴尬

新能源

过去这一年，纺织业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瓶颈”，大型企业的

订单不断减少，而中小企业则难

以维持生计。省内一家纺织企

业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

示，去年上半年，由于日本地震、

中东不稳，国际市场订单缩了不

少。3月开始，客户订单就逐渐

减少，目前是短单、散单、小单比

较多。可是原料价格还不依不

饶地涨，真是两头夹击。“越生

产，越赔钱，小企业不得不暂时

停工了。”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

导致我国这一民族企业中的“领

头羊”如此郁郁不振呢？答案很

简单，就是两个字：原料。2011

年，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材料像棉

花、羊绒、化纤等材料的价格不

断攀升，导致了我国纺织产品单

价也随之而起。但追根溯源才

发现，原材料价格攀升的罪魁祸

首便是由于提炼它们的资源日

渐匮乏所引起的。

“纺”出一个新天地

有时候，“一尺布也能难倒英雄汉”。纺织业作为我国传统民族产业之

一，也是我国一大支柱性产业，却在2011年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困惑。记者

采访了解到，我省一些纺织企业负责人甚至想撂下摊子，“关门歇业”了。

“涨价，下游面料、制衣企业很难接受；不涨价，自己压力又太大；两

难。”一片感叹声中，纺织企业走到了2012年。今年的纺织业会“纺”出怎

样一个新天地？

实习生 曹弘扬 星级记者 宛月琴

纺织业遭遇史上空前“瓶颈”

2012年，纺织业还能“纺”出

一片新天地吗？来自省经信委

经济运行局的分析显示，2012年

全省纺织行业仍将保持较高增

速和较好盈利能力。

行业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

大。预计 2012 年可实现总产值

1500 亿元左右，增长 30%以上，

实现增加值400亿元左右，增长

26%左右，增幅将与2011年基本

相当。资金和成本压力进一步

趋紧。棉花价格波动对上游棉

纺企业及下游印染、服装企业影

响较大，纺织企业资金成本压力

改善迹象不明显，部分纺织企业

接单谨慎，开工不足。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上

升，也将制约纺织品出口。此

外，纺织行业改造升级将继续

加快。预计全行业 2012 年投资

可达到 500 亿元左右，保持在

40%以上。

2012安徽将“纺”出1500亿元

纺织

传统与新兴

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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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记者 宛月琴 记者 王玮伟

一支牙膏、一支笔，一根火柴、一个箱包，这些都属于轻工产品。

生产箱包的安徽鸿翔皮件有限公司的掌门人谢恩旺告诉记者：“2011年，公司在外贸上有近百万元的

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开始酝酿用‘两条腿’平稳走路，将线上与线下实现同步走”。巧妙地“规避”了

这些不利因素，让企业不但没受影响，还获得骄人业绩。

鸿翔皮件公司突出重围的案例，只是我省工业发展的冰山一角。《2012经济蓝皮书》显示，2012年出口

的不确定性将对消费品工业产生一定影响，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对于轻工行业来说，2012年的日子可

能并不好过。

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局的预

测显示，2012 年，随着居民收入

增加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

加，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换代，以

及国家更多鼓励消费政策出台，

将为安徽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大

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但同时，

2012 年出口的不确定性将对消

费品工业产生一定影响。随着

“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竞争国

际化”市场格局的进一步演变，

安徽轻工行业面临的挑战和竞

争将是空前的。

他们预测，2012年，安徽轻工

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可

能有所回落，轻工行业总产值将

达到 8800 亿元，增加值将达到

2000亿元左右，增速到25%左右。

轻工大省“华丽转身”

来自省经信委的资料显示，

我省轻工业市场化比较早，发展

较为成熟，涵盖食品、造纸、家电

等19大类45个行业，已经形成了

有效的供给能力和完整的产业

链条，具备了很强的市场竞争能

力。经济总量位居全省工业行

业首位，拥有一批行业排头兵企

业，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为我省赢得了“轻工大省”的

美誉。

早在2010年 9月，我省就正

式公布实施轻工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着力落实轻工产业调整

振兴规划的五项重点措施包括：

加大技术创新和内涵式改造力

度，促进轻工产业优化升级；优

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打造轻工

业新的增长群；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提升轻工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强化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

加快轻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强

行业监测调度，做好轻工调整振

兴指导服务。

轻工大省怎样“华丽转身”

2012轻工产值或达8800亿元

轻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