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松原市新能源产业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

（试行）

松政办发〔2023〕1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为强化新能源资源统筹管理，切实推动全市新能源资源有序高效开发，加快

构建新能源产业体系，推进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特制定本实施

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吉

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氢动吉林”“醇行天下”行动等战略机遇，按照

全市“一盘棋”发展思路，市级统筹匹配新能源资源，县级负责组织开发实施，

确保资源的有序开发、产业协同落地，推动有限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加快资源

大市向产业大市、能源大市向能源强市转变，构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二、基本原则

坚持资源市级统筹原则。市委市政府综合全市土地资源、规划布局、上下游

相关联产业等因素，对风光发电建设指标匹配、土地资源利用、新能源产业布局

和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统筹。

坚持县域开发主体原则。在资源的开发上要以各县（市、区）为主体，在市

级统筹下，通过合理地开发配比，提高新能源总产出的稳定性和资源的利用效率，

避免资源浪费。

坚持产业协同发展原则。优先支持消纳产业落地，推动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协

调发展，资源开发与产业建设要协调一致、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新能源产业健康

发展。

坚持资源高效开发原则。要以消定产，整体布局上要优先开发有利于消纳的

区域，根据消纳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附加值。

三、发展目标

到“十四五”期末，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1600 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力

发电装机规模 1100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500 万千瓦，建设吉林省西部国

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强化电网网架及储能电站建设，增强新能源产业配套支撑能

力；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链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氢能产业，风机、光伏、氢能和

储能装备制造基地初具规模，形成千亿级主导产业；把松原市打造成为吉林省绿

电发送、电力调峰、绿电消纳、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氢能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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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内容

（一）以资源统筹全市新能源开发利用。

以全市新能源资源实际情况为基础，由松原市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结合各县（市、区）资源禀赋和项目自身特点，确定各地

最低开发规模，做好项目规划布局。各县（市、区）承担新能源开发和项目建设

主体责任，履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职责。

（二）以规划统筹全市新能源产业布局。

充分发挥《松原市新能源“十四五”规划》作用，全面推动能源体系建设，

科学统筹新能源开发速度和整体布局，通过规划的实施做到资源开发要与国土空

间相匹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布局；资源开发要与电力消纳相匹配，优先支持

本地消纳项目建设；资源开发要与装备制造业产能相匹配，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本

地占有率；资源开发要与电网建设相匹配，保障电力送出能力；资源开发要与产

业协同相匹配，避免本地产业项目同质化。

（三）以项目前期评估统筹全市新能源产业项目落地。

依托大型技术咨询单位、业内专家组成松原市能源咨询专家库，利用“因素

法”评分原则，从企业投资能力、技术方案可行性、配套产业的社会及经济贡献

度、自消纳能力及“四种模式”等对拟落户我市的新能源开发及相关产业项目进

行综合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市县两级能源主管部门共同对评估工作进行监管。

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评估意见，对通过评估的项目结合其它因素，出具允许开

展前期工作的函，相关部门协助项目办理前期工作。

（四）以土地统筹全市新能源产业项目建设。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阶梯管理制度优势，根据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出具的函，对

于通过评估的新能源开发及相关产业项目，由县级土地主管部门开展用地预审，

出具预审意见，并经市级土地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报省级土地主管部门，保障有

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五）以项目建设进程统筹获批指标实施。

1．对于获得新能源指标的企业，先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并获得发改部门批复

的，优先获得土地资源实施项目建设，项目所在地资源不足的，由市级政府统一

调配；在半年内项目前期工作无实质性进展的，或在一年内未完成发改部门批复

的，按照项目属地政府与项目主体签订的协议（合同）违约条款执行。

2．对于完成审批程序的企业，在项目获得审批手续后一年内开工建设的，

将优先支持企业项目建设；出现建设进展缓慢、扰乱市场秩序、效果未达预期等

情况，县级能源主管部门要对项目进展情况及时预警；在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

一年未开工建设的，将按照《闲置土地处理办法》和《土地管理法》依法处理。

3．对于在规定时限内建成投产的新能源项目，将协助项目优先接入并网；

对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建成投产或形象进度严重滞后于节点控制计划的项目，将投

资企业列入黑名单，不再协助黑名单内的企业申请新能源指标，不再支持该企业

在松原市境内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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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操作办法

市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开展全市新能源发展工作，加强全市新能源产业顶层设

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指导各地开展工作。

1．由市领导小组责成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全市新能源年度开发计划，经

领导小组同意后下发各地实施。

2．各地拟建设的新能源项目，实行由项目主体申报，属地县级政府初审，

市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能源咨询专家库专家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市级能源主

管部门对评估意见进行复核，报市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出具支

持意见。

3．各地根据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出具的支持意见，开展前期工作，推进项目

建设，并定期向市领导小组上报项目进展情况。

六、其他事项

（一）统一思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服从大局，强化全市“一

盘棋”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统筹发展实施意见，实现新能源产业带动全市多效

益协同发展。

（二）强化服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政策、信贷、税收、用地、用工等

服务保障方面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真抓实干，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三）加强监管。各地能源主管部门要对所辖区域的新能源项目及关联产业

加强监督、监管，确保项目按时落地、按期达产，避免造成资源浪费。要将地方

监督、监管工作纳入各县（市、区）绩效考核体系。

本《实施意见》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由市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若国家、吉林省、松原市相关政策出现变化，市领导小组有权对本《实施意见》

作出相应调整。

附件：松原市新能源项目审批表

松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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