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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并网装机达1.54亿千瓦 弃风量和弃风率同比双降

 “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可再生能源法》和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
，技术水平显著进步，产业实力快速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进入了大范围增量替代和区域性存量替代的发展阶
段。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推动能源供给侧改革、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我国以及全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御风而行，行路至此。作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之一，风电成为第一个完成“十二五”规划装机目标的能
源种类，亦是我国继煤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十三五”时期，我国风电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装机容量继续领
跑世界。如今，无论是西北戈壁滩还是东部沿海，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可以找到耸立的风机，一直在中华大地上空
吹拂的风，已真正开始创造绿色价值。

 装机规模超“十三五”目标指日可待

 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601万千瓦，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全国
风电发电量14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平均利用小时数984小时，同比增长67小时。目前，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
规模1.54亿千瓦，已经接近去年底发布的“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1亿千瓦的预期目标，全线超越指日可待。

 早在2011年，我国就已取代美国跃升世界第一风电装机大国。2012年风电发电量达1008亿千瓦时，首次超过核电，
成为继火电和水电之后我国第三大主力电源；2013年理性调整，新增1449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7716万千瓦；2014年
全面回暖，建设业绩超过此前连续4年新增并网装机1500万千瓦的水平，一举达到1981万千瓦的新增并网装机规模；2
015年2月，毫无悬念地突破1亿千瓦装机总量，提前10个月圆满完成“十二五”目标；2016年保持健康发展势头，新
增1930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1.49亿千瓦。

 金沙江河谷、雅砻江河谷的风光水互补；乌兰察布、赤峰、包头等京津冀周边风电的规划，合理的布局使得神州大
地上的风能资源物尽其用，积极为我国结构调整和能源转型创造价值。

 与半年前发布的风电“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相比较，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实施指导意见》中风电新增装机目标略有上调。

 对此，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解释：“‘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底，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确保达到2.1亿
千瓦以上，这是最低目标，不设上限。新能源装机目标是一个保底目标，也是一个保障性发展的基本目标，风电等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是没有封顶限制的，而非有些人所理解的‘在新规划下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变慢’，新能源产业
仍会保持合理稳定的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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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措并举促弃风形势明显好转

 与风电迅疾成长的脚步相挟而来的是弃风限电问题。作为制约我国风电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弃风限电”从20
10年左右开始显现，当年弃风率为10%；2012年达到高峰，弃风率超过17%，此后开始逐年下降。来自国家能源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风电弃风电量23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91亿千瓦时，弃风率同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弃
风限电形势明显好转。

 弃风量和弃风率的同比双降，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对风电产业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纵览近年来的风电产业各项政
策措施，直面可再生能源消纳困境，国家能源局从实际出发，开出一剂剂破除顽瘴痼疾的良方佳药：按期发布风电预
警结果，严格控制“三北”弃风限电较为严重地区的建设规模，将风电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不弃风的中东部和南方地区
；积极推动海上风电和低风速风电进一步发展；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推动可再生能源清洁供热示范工程建
设；探索风电制氢、工业直供电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

 “缓解弃水弃风弃光问题是列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工作，上半年国家能源局将解决该问题作为能源工作
的重要任务之一，会同相关地区能源主管部门、电网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取得
明显好转。”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朱明在介绍上半年能源形势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过去一年，不管是风电上网电价调整，还是《关于做好2016年度风电消纳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关于建立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发布，都传达出合理引导风电投资的深意———严格控制弃风限电红色预
警地区的建设规模，向中东部和南方地区转移风电发展的重心。

 而《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指导意见》也明确，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自治
区、新疆兵团暂不下达各年度新增建设规模，待弃风限电缓解后另行下达。这一趋势在上半年的风电统计数据中得到
充分体现———新增并网风电装机容量601万千瓦、同比多投产27万千瓦，其中，东、中部地区新增风电装机占比达
到57.9%。

 加强建设能源输送通道，发力新能源消纳，电网公司展现出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国家电网公司加大调控力度，
充分发挥调度作用，实施全网统一调度，充分发挥大电网的作用，跨区域安排旋转备用容量和火电开机方式，深度挖
掘系统调峰能力。南方电网公司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及时开展流域梯级、跨流域协调调度，多措并举行
之有效。

 风电产业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5年来，技术装备水平的显著提升，让我国逐步从可再生能源利用大国向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强国迈进。回溯我国
风电制造业起步阶段，设备主要依靠进口，风机价格高企。随着技术进步及生产规模扩大，我国陆上风电建设成本已
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一个涵盖了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开发建设、标准和监测认证体系的具有全球市场竞
争力的完整产业链体系已基本形成，风电设备的技术水平和可靠性不断提升，5~6兆瓦大型风电设备已经试运行。

 建设热情激起的背后，是多个因素催生下的风电制造业板块整体火热。“作为战略型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风电产
业不仅在装机规模方面位居世界首位，还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装备制造能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先技术产品远销到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风电成为我国少数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秦海岩表示。

 数据是最有力的见证。据中国风能协会统计，近4年来，风电整机制造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趋于集中。排名前五的
风电机组制造企业市场份额由2013年的54.1%增加到2016年的60.1%，排名前十的风电制造企业市场份额由2013年的77.8
%增长到2016年的84.2%。

 与陆上风电疾驰发展脚步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受各方面因素制约，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建设较为缓慢。从2010年的
累计装机15万千瓦，到2016年累计装机163万千瓦，海上风电虽然进展艰难，但仍保持稳步增长。

 “目前，我国多家整机商推出了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单机容量在3~6兆瓦之间。我国部件商已能够生产部分核心零
部件，如叶片、发电机、变流器等。安装设备基本能够满足目前需要，但未来还需随着产业规模的增大继续进行投入
。”秦海岩解释，目前海上风电规模化应用条件初具，但还有海上机组技术与可靠性、海上风电场设计、海上风电工
程等多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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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风能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海上风电机组供应商共10家，其中，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5万千瓦以上的
机组制造商有4家，海上风电机组装机量占海上风电装机总量的90.1%。在所有吊装的海上风电机组中，单机容量为4
兆瓦机组最多，累计装机容量达到74万千瓦，占海上装机容量的45.5%，其次是3兆瓦装机容量占比为14%。（见习记
者 莫非 记者 朱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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