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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52吉瓦

 行业政策网站REN21近日发布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7年是历史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最快的一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178吉瓦，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占全球发电量净增加值的70%。其中，2017年全球风电新增容量达52吉瓦，我国风电以19.7吉瓦的装机容量
位居第一，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再生能源投资额激增

2017年是全球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的一年。《报告》显示，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球光伏发电装机总量为98吉瓦
，同比增长了29%。太阳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大于燃煤、天然气和核电净增装机容量之和。

 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52吉瓦，在扩充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再生能源的飞速增长得益于庞大的市场投资。REN21指出，尽管目前化石燃料发电仍得到大量补贴，但目前全球
对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已经超过新增化石燃料和核电投资总和的两倍以上。由于成本竞争力不断提高，2017年
可再生能源投资占电力行业总投资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同时其在电力行业的份额正在继续上升。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区域性正呈现进一步集中的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可再
生能源的投资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的近75%。

 中国风电持续领跑全球

除新能源投资额激增外，风电竞争力也愈发强劲。《报告》显示，2017年在加拿大、印度和墨西哥等市场，陆上风
电项目的招标价格已经接近每兆瓦时30美元左右。

海上风电项目的招标价格下降幅度也屡破纪录。2017年，德国陆上风电招标平均中标价格为每千瓦时3.8欧分，海上
风电甚至出现全球首个“零补贴”项目。荷兰也开展了“零补贴”招标项目，中标项目将执行不高于零售价格的电价
。2017年9月，英国海上风电投标价格已经低于每兆瓦时57.6英镑，这是其2015年水平的一半左右。

正因如此，全球发展风电的正日益高涨。《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2吉瓦，累计装机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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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吉瓦。尽管2017年我国新增风电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以19.7吉瓦的新增装机容量领跑全球市场。美国市场以7吉瓦
的装机容量紧随其后，德国、英国和印度分别以6.1吉瓦、4.3吉瓦和4.1吉瓦的装机容量分别位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
。

与陆上风电相比，2017年海上风电在装机规模、成本降低、技术进步及市场范围扩大等方面同时取得瞩目成绩。根
据《报告》，2017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8.8吉瓦，占据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的3.4%。其中，英国以1.7吉
瓦的新增装机容量领跑全球海上风电市场。

伴随风电装机容量不断攀升而来的是整机市场蓬勃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排名前10的风电整机制造商所
占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市场集中度持续攀升。

具体来说，丹麦风机制造商维斯塔斯以16.7%的市场份额夺得桂冠。西门子歌美飒以16.6%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二，我
国风电整机制造龙头金风科技以10.5%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三。

此外，风电产业的蓬勃发展还直接拉动了从业人数的增长。2017年全球风电领域从业人数114.8万人，同比减少0.6%
，主要是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增速放缓所致。不过，2017年德国和美国风电就业人数创下新高，分别为16万人和10.6万
人，我国风电行业从业人数51万人，仍高居全球首位。

 电力行业能源转型需再提速

尽管以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能源转型之路仍任重而道远。REN21指出，虽然由于新
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全球能源需求在2017年增长了2.1%，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4%，但是
可再生能源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无法抵消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以及对化石和核能持续投资所造成的排放增量。

REN21强调，电力行业面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正在进行中，但转型的速度比原本可能的或理想的要慢得多。2015年
《巴黎协定》作出的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的承诺，使得这一挑战更加突出。如果
全球要实现巴黎协定中设定的目标，那么供热、制冷和交通领域必须依照电力行业转型的模式并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能
源转型。

根据《报告》，2015年可再生能源为全球供暖体系提供了10%左右的总热量。目前全球146个国家在电力行业制定了
可再生能源目标，但在供暖和制冷领域，全球只有48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目标。

在交通运输领域，尽管化石燃料仍占主导地位，但日益增长的交通电气化正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报告》显示，全球两轮或三轮电动车年增长超过3000万辆，2017年售出了120万辆乘用电动车，比2016年增长了约58%
。电力提供了1.3%的交通能源需求，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提供了2.9%的交通能源需求。

尽管如此，《报告》指出，92%的交通能源需求仍由石油满足，只有42个国家制定了交通领域的可再生能源国家目
标。

为了加快这些行业的转型，各国需要建立正确的政策框架，推动落后领域的创新和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发展。REN
21主席阿特罗斯˙泽沃斯(ArthourosZervos)表示:“要实现能源转型，各国政府必须发挥政策的领导作用。例如，停止
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补贴，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制定供热、制冷和交通运输领域的硬性目标和政策。没有这种
引领，世界将难以履行气候或可持续发展承诺。”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63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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