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到2022年风电将逐步摆脱补贴依赖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6676.html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预计到2022年风电将逐步摆脱补贴依赖

图为俯瞰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随着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加上水电装机容量已占全部新增装机容量的70
%。同时，我国风电还有很大的消纳潜力和发展空间。风电需要找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在新能源当中分类型、分领
域、分区域逐步退出补贴，到2020年至2022年，基本实现风电不依赖补贴发展

 近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不断加快，风电产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未来如何发展备受关注。在日前召开的
“2017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表示，风电在新能源中需要率先摆脱
补贴依赖，必须尽快把成本、价格降下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成本有望降至最低

 今年，大会参会和参展人次将达3.6万，展馆面积扩大到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家企业参展，
覆盖了风能开发和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条。“作为行业发展的晴雨表，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成为全球三大顶级风
能展会之一。”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兴佳说。

 随着风电产业高速发展，中国风电成为全球风电无可争议的领跑者。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只有1200
万千瓦左右，上网发电量仅为120多亿千瓦时，在全部发电量中的占比几乎忽略不计。到2016年底，我国风电装机规
模已达1.69亿千瓦，发电量为241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电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同时，业内培育出了一条完善健全的产业链，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走在世界前列。我国风电设备出口30多个国家和
地区，风电在拉动投资、带动就业等方面的效益日益显现。

 “过去的风电叶轮直径为80米左右，现在达到了110米左右；风电塔筒的高度也从过去的80米发展到120米甚至140米
。机组进步使得风电发电能力迅速提高，现在的发电量比5年前提高了20%左右，直接降低了每千瓦时电的成本。”
梁志鹏说，风电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昂贵的能源，但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是价格最低的一种新能源。风电成本还在进一
步降低，将成为成本最低的新能源，未来甚至可能成为成本最低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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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摆脱补贴依赖

 当前，风电产业发展尚面临着很多挑战，首当其冲就是限电问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近几年每年新增装
机量占到全球新增装机总容量的40%左右。中国最早开发风电是在风能资源最好的“三北”地区，这些地方的风电总
体装机规模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同时限电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在风电发电量占到电力消费总量超过10%的国家中没有中国，中国的这一比例只有4%。这说明中国风电发展是远
远不够的，还有很大的消纳潜力和发展空间。”梁志鹏说。

 另一大挑战是风电价格较高。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加上水电装机容量已占全部新增装机容量的70
%。梁志鹏认为：“如果风电不能降低价格，严重依赖社会补贴，是不合理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紧解决机制和技术问题，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有效缓解弃水、弃风、
弃光状况。“这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解决可再生能源利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目前该工作已经取得了一
定进展，相信到2020年，弃风、弃水、弃光问题都将会得到基本解决。”梁志鹏透露。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风电需要找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在新能源当中分类型、分领域、分区域逐步退出补贴，到
2020年至2022年，基本实现风电不依赖补贴发展。”梁志鹏说。

 分布式风电将成风口

 近年来，由于弃光、政策等问题，光伏开发从西部转向更靠近负荷中心的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市场的开启给光伏行
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作为遭遇同样发展瓶颈的风电，下一个十年的方向又在哪里？

 “对于未来的风电市场，我认为机会在中东部区域。”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海波说，过去认为四五米
的风没有商业开发价值，现在却发现并非资源不够，可能只是技术没达到。德国国土面积不大，风电装机规模却高达
5000万千瓦左右。我国80%的国土面积都具备丰富的风能资源。

 远景能源副总裁田庆军则表示，中国有接近70万个行政村，如果30万个行政村采用分布式能源，市场空间将非常大
。所以，未来东部的低风速加分布式一定是非常广阔的蓝海市场。

 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满昌同样看好分布式风电发展。他认为，目前市场、资金、资源
这三个要素条件都已具备。首先，分布式最靠近用电负荷；其次，5米左右的中低速风资源有10亿千瓦；最后，小规
模风电开发降低了社会资金门槛。

 “欧洲风电的发展最早是以分布式为主，但是中国走了一条集中式风电为主率先发展的道路，现在是加快发展分布
式风电的时候了。”梁志鹏说，分布式风电在中国发展比较难，首先是土地条件制约，其次是在接入电网方面有困难
，再有就是我们还不习惯管理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供相关公共服务。所以，最近的重要任务就是完善有关政策和政
府服务，使分布式风电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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