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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步入深水区——2018年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源发电产
业发展年度报告

 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绿色环保理念的日益深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太阳能光伏、光热产业出“海”顺利，风电则向这更深远的海上风电市场
加足马力继续航行，生物质能源发电设备国产化进程加快，与分布式能源结合，实现多能互补。新能源发电作为我国
能源发电形式的后起之秀，潜力无穷。

 光伏海外市场热度高

 2018年，光伏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新政的发布使产业加快提质增效的速度，去补贴让光伏产业趋于理
性，给分布式光伏市场降温，而 “领跑者”计划、光伏扶贫等持续推动，产业优胜劣汰趋势凸显，依旧不变的是以
降低成本为主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2018年，第三批“领跑者”已有6个项目实现并网，其中内蒙古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和机灵白城领跑者基
地均实现全容量并网，江苏泗洪“领跑者”基地国电投项目更是以“泗洪速度”仅用了短短5个月率先成为第三批“
领跑者”项目中最早并网的项目。

 这一年，两个政策对我国光伏制造业影响巨大，一个是531新政，一个是欧盟结束长达5年的对中国光伏电池和组件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531过后，光伏企业更加注重打磨内功，依靠高效技术创新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不可否认，光伏市场将迎来深度洗
牌，虽然有不少企业因此被淘汰，但是仍有像晶科能源、隆基股份、协鑫等企业表现不凡。

 隆基乐叶单晶PERC组件一年内4次刷新纪录。回顾2018年，PERC产品仍然是市场主流，尤其在“领跑者”项目中
，单晶PERC比较受宠，部分企业扩产能动作明显。另外双面组件成为今年的新晋“网红”，双面与PERC的结合，可
以提高近20%的发电量，双面PERC组件可与PERC产线的工业结合，不用改变现有工艺方案，投资成本少、产线稳定
度高，更能达到“领跑者”满分标准，这预示着双面PERC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除此之外，叠瓦、多主栅也成为技
术新星，为电池、组件技术提供新思路。

 这几年，光伏产业不断调整“走出去”结构，2018年，我国光伏制造业海外产能主要呈现“下游在外”的局面。20
18年，随着欧盟对光伏电池和组件取消双反，我国光伏产品重返欧洲市场。2018年晶科能源的海外业务拔得头筹，仅
上半年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18倍。2018年，部分光伏企业纷纷将业务中心转移至海外，不少光伏企业开始将电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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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业务、EPC业务、电站运营服务业务、储能业务拓展到海外，积极参与到国际光伏产业链下游的业务竞争中去。

 海外新兴市场、欧洲市场拉动出口需求，南美、中东、北非等新兴市场为主的遍地开花局面继续发展。我国对欧洲
主要市场荷兰、德国等光伏组件出口同比增长，对澳大利亚保持增长，乌克兰市场增长引人关注。

 光热示范项目落地

 相比前两年，2018年光热示范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18年，我国共10个光热示范项目在实质性建设，包
括首批示范项目中的9个项目和鲁能海西州多能互补示范项目中的50兆瓦塔式示范电站。

 总建成项目数量达3个，分别是中广核德令哈50兆瓦槽式光热示范电站、首航节能敦煌100兆瓦塔式示范光热电站、
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光热示范电站三大商业化光热电站并网投运，带来新增装机200兆瓦。实际仍在建项目共计7个
，总装机400兆瓦。

 其中，首航节能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并网投运，该电站是全球单体聚光规模最大、吸热塔最高
、建设周期最短、可24小时连续发电的100兆瓦级熔盐塔式光热电站。该项目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中第二个并网
投运的项目，也是我国首座百兆瓦级光热电站。三个“最”代表了我国光热制造已达国际领先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在
光热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18年，多个光热示范项目并网，这就像一剂强心针，给正处于初期阶段的光热产业增
添极大地信心。

 2018年，我国光热发电“走出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4月，上海电气正式签订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
项目———阿联酋迪拜MohammedbinRashidAlMaktoum太阳能园区第四期700兆瓦光热发电站的总包合同。2018年12月
21日，该项目正式动工建设。2018年10月，摩洛哥装机200兆瓦的Noor2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和装机150兆瓦的Noor3塔式
光热发电项目实现全面投运。

 山东电建三公司作为这两大项目的EPC联合体成员单位成功完成了项目的建设和并网投运。上述项目都是2018年中
国光热发电走出去的标杆性工程，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光热发电行业的信心，并带动了国内部分产业链企业开始走向海
外市场。

 海上风电发展强劲

 2018年，我国风电装机保持增长态势，去年末，全国首份海上风电及陆上风电“竞价”标准细则正式发布，有专家
预言2019年将正式步入“竞价上网”时代。2018年，总体来看陆上风电装机容量增速放缓，海上风电的项目开工与并
网的消息不绝于耳。

 陆上风电持续以低风速开发为重心，智能化、大型化成为去年风机制造的新亮点，目前，金风科技、远景能源、明
阳智能等第一梯队整机商在风机大型化方面走在行业前列，这些企业有望在即将到来的竞价时代占得先机。通过整理
2018全年的新机发布，远景能源、明阳智能等整机商纷纷发布3兆瓦及以上的大容量风机，预示着未来我国陆上风电
即将步入3兆瓦甚至4兆瓦风机时代。大兆瓦成为未来近几年发展的主流技术趋势。

 2018年，全球首个全球首个国际化大功率海上风电试验风场———福建兴化湾海上风电一期项目落成，已安装的14
台风电机组来自金风科技、海装风电、太原重工、明阳智能、东方风电、上海电气、湘电风能、GE八家国内外主流
整机商，国内整机商提供的海上风电机组成为风场主力。

 通过建设典型海上风电场项目，对海上风电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和积累，海上风电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金风科技、
上海电气、明阳智能、远景能源、中国海装、华锐风电等整机设备商都已经进行了5兆瓦以上大容量机组的试验示范
。从我国已并网海上风电使用的机组来看，单机容量4兆瓦以上风电机组占已并网容量的一半以上，而上海电气也在2
018年引进了8兆瓦海上风机的技术，该机组将再次刷新中国市场上最大单机容量风电机组纪录，中国风电发展迎来又
一里程碑。这一特点也印证了未来风机发展趋势为大型化风机的预测。

 生物质耦合兴起

 煤电转型的脚步加快。发展农林生物质与燃煤耦合发电是化解煤电产能过剩、加快电力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逐步
实现电力生产绿色化低碳化，为国家能源转型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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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在这份文件中，与能源相关的
内容有两处，一是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部分中，提出要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二是在“持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部分中，提出要推进北方地区农村散煤替代，有条件的地方有序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和新能源利用
。生物质发电迎来春天。

 2018年各地区相继出台了有关支持生物质发电的政策，大批利用焚烧秸秆等生物能发电项目陆续开建，行业专家曾
给出预测，2018年，垃圾焚烧项目装机容量将达到650万千瓦，年垃圾处理量将达到1.1亿吨，至2018年末，我国垃圾
焚烧行业从不足100座焚烧厂发展到近240座。2018年，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垃圾焚烧发电装机规模
、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针对我国目前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程度有待提高。生物质发电的关键在于自主开发
、引进技术，要充分的认识到自主开发才是最终的发展之路，同时还要不断的完善我国的生产技术，努力将其打造为
主导中国市场的品牌。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使传统火电发电设备制造技术得以向生物质锅炉
方向转化，2018年，哈电锅炉承制的国内首个最大国家级燃煤耦合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改造示范项目开建，东方锅炉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一体化方案也通过了国家审批，实现了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效益最大化和节能减排的目标。（记
者 简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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