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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世界风能报告
○ 世界风能协会（WWEA）

全球风机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59213MW,	2009

年新增装机容量38312MW。

2009年风机装机增长率为31.7％，是自2001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按照这种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装机容量每3

年就会翻一番。	

截止到2009年底，所有风电机组的发电量达

到每年340太瓦时，相当于世界经济排名第七的意

大利的年度总用电量，占全球用电总量的2％。	

2009年风能创造产值50亿欧元。

迄今为止，全球风电行业创造就业岗位55万

个，预计到2012年风能产业提供就业机会首次达

到100万。		

中国继续在世界风能发展中发挥领军作用，

2009年新增装机容量13800MW,	第四次实现超过1

倍的增长，对整机厂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的装机总量保持世界第一，中国以微小

的差距赶超德国位居第二位，德国排名第三。中

德两国的总装机容量都在26000	MW左右。

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40％来自亚洲，位于各

概述

总体情况

大洲之首，北美洲紧随其后为28％，欧洲是27.3	%

回落到第三位。

拉丁美洲的增长势头令人鼓舞，装机总量

成倍增长，这主要归因于巴西和墨西哥的新建风

场。

2 0 1 0 年 全 球 的 装 机 总 量 已 经 超 过

200000MW。

依据目前快速发展的态势及进一步的促进

政策的出台，WWEA提高对全球风电装机容量

的预测：2020年全球的装机总量将达到1900000	

MW。

2009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又创纪录，即使有

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风电整机的新增投资依然

超过历年。

全 世 界 风 电 装 机 容 量 2 0 0 9 年 达 到

159213MW；2008年120903	 MW；2007为

93930MW；2006年为74123MW；2005年为

59012MW。

2009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8312MW，

在2008年为26969MW，2007年及2006年分别为

19808MW及15111MW。10年以前的新增整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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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World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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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风能的影响：更好的政策

自2001年以来的增长率

量仅为4GW，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信息：

2009年核能在全球能源中的比重再次下降，核电

站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全球风能产业在2009年创造产值50亿欧元／

70亿美元，2008年是40亿欧元。

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并没有对世界范围内

风能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许多政府发出了明确加

快风能发展的信号，并增加风电投资及其他可再

生能源技术发展，应对金融危机及持续的能源危

机。

因此，稳定的政策及众多的改进框架策略促

进了全球范围内风能投资。

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WWEC2008年会议之后，安大略省通过了北

美的第一部上网电价法。南非国家能源监管机构

第一次在非洲引入了上网电价政策。

根据目前的政治环境及2008年世界风能发展

报告预测，资本市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正确的

政策引导，风能投资对投资者本身从理论上来说

是一个低风险的项目。

另外，除去给风能投资者所带来的微观经济

利益之外，风机也稳定了整体能源价格，因此也

减少了国家的一般经济风险并减少了对化石能源

及核能的依赖。

联合国气候变化讨论对投资风能及其他可

再生能源有一个展望：IRENA（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在哥本哈根COP15会议上提议，建立全球

可再生能源投资基金，其中包括全球上网电价项

目。

该提议能够极大的促进发展中国家投资大型

可再生能源项目，并已经吸引了政府及国际组织

的关注。采用UNFCCC的框架，这将为世界范围

内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铺平道路。

增长率反映了新增的风场装机容量与前一年

装机容量的对比。自2004年以来，年装机容量一

直持续增长，2009年达到了31.7％，是2001年以

来增长率最高的年份；其次是2008年的29％；

2007年为26.6％；2006年为25.6％；2005年为

23.8％。

在增长率最高的2009年，增长率超过100％的

国家有墨西哥，是去年的4倍；土耳其是132％，

是其历年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是113％，摩洛哥

104％。

令人欣喜的是，以上4个最具活力的市场，

其中的3个来自非洲及拉丁美洲，尽管这些地区

在商业开发风场方面仍然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

家。

在主要的市场中，美国增长率为39.3％；加拿

大40.1％；法国为32.8％，均在平均增长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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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在电力供应中所占份额

海上风电

截止到	2009年底，全球风力发电量达到340

太瓦时，占到全球电力供应总量的2％。

该数字相当于意大利的年度用电量。作为一

个工业型国家，意大利常住人口6千万，是世界第

七大经济体。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风力发电已经成为最

重要的电力来源之一，其中份额最大的几个国家

是：

丹麦:	20	%		

葡萄牙:	15	%	

西班牙:	14	%	

德国：9%

在2009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继续增长。到

2009年底共有12个国家建立了海上风电场，其

中10个在欧洲，中国和日本有小规模的安装。

海上风电总的装机容量占到全球风电总装机量的

2009年风能市场之翘楚：中国与美国，多样化强劲增长

2009年共计82个国家实现了风能商业利用，

其中49个国家有新增装机容量。中国和美国的

新增装机数量之和占据了新增装机容量的绝对多

数，达到了61.9％，大大高于2008年的53.7％。

整机销售在0.5到2.5GW的9个国家可以被看做

主要的市场，他们是：西班牙、德国、印度、法

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葡萄牙及瑞典。

新增整机容量在100到500MW可以视为中

型市场，包括12个国家，分别是:	土耳其、澳大

利亚、丹麦、墨西哥、巴西、爱尔兰、波兰、日

本、新西兰、比利时、韩国及希腊。

美国与中国占据了全球总装机容量的38.4%。

位列前五的国家装机容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

72.9％，分别是美国、中国、德国、西班牙及印

度，超过2008年的72.4％。

尽管位列前5名的国家的增长份额主要来自

于美国及中国，但仍能发现其中多样化增长的趋

势，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大规模开发风能。

截至2009年底，装机容量超过1000MW	的

有17个国家，能达到该数字的国家在2008年是16

个；在2007年底是13个；2005年是11个。

2009年全世界范围内有35个国家风场的装机

容量达到或超过100MW，前一年度为32个国家，

而4年以前即2005年有24个国家。

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是主要的新增国家

之一，它的第一个装机并网的风场容量达到了

4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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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Top 10 Countries Total Capacities(MW)

图4：Country Share of New Capacit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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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行业的就业情况

各大洲分布

2009	年风电行业在世界范围内依旧是创造新

增就业岗位的主要行业。

截止到	2009年，全世界有55万人直接或间接

地从事与风能相关的行业。

只用了4年时间，从事风能行业工作的人数就

由2005年的23.5万增长到2009年的55万，数量增

长超过一倍。在55万从业者中，大部分为高技能

岗位，这些从业者贡献了340太瓦时的发电量。

到2010年底，预计风电行业从业人数达到67

万，到2012年可达到100万。

亚洲是风能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其次为

北美洲，全球风电发展关注的重心已逐渐远离欧

洲。

2009年欧洲的总装机容量份额首次低于全球

总量的50％，在过去几年里其份额持续下跌，从

2006年的65.5％到2007年的61％，2008年下降为

47.9％，而2009年是47.9%。

5年前，欧洲占据全球装机容量的70.7％，到

2009年欧洲排名降为第三名，新增装机容量只占

到全球新增容量的27.3%（2008年为32.8%），位

于北美洲的28.4％之后，北美洲2008年的份额为

32.6%。

亚洲成为各大洲的领头羊，在全部装机总量

中占到40.4%，2008年为31.5%。拉丁美洲的总

装机量所占份额从0.6％上升为1.5%,非洲维持在

0.5％,只占很小的份额。这两大洲的新增装机容量

稳步上升，拉丁美洲从2008年的0.4%上升到2009

年1.5％。非洲从2008年的0.3％上升到09年的

0.4％。

Prediction

1.2％。

2009年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454MW，主要

来自于丹麦、英国、德国、瑞典及中国。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的增长速度为30％，略低于陆上风场

装机的增长速度。

Horns	Rev	II	总装机容量为209	MW，是迄今

为止最大的海上风场，已经开始在丹麦北部海岸

建设。

在欧洲之外，中国已经开始在上海附近安装

第一个主要的风场，容量21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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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非洲的全部装机容量为770	MW（占

全球总装机的0.5％），其中169	MW	的新增装机

容量来自埃及及摩洛哥。

由于非洲整体处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增

长率为28％，低于全球31.6％的增长水平。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政府意识

到发展风能的潜力并对必需的规划性工作兴趣浓

厚。

南非国家电力监管机构NERSA颁布了第一

部上网电价的法律，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该法律

的有效贯彻落实将会在2010年发生决定性作用。

由于新法规的颁布，南非有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领头羊，并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典

范。

处于非洲发展领先地位的埃及及摩洛哥新的

风电项目正在建设中，但与南非、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纳米比亚、突尼斯及佛得角这些国家一

非洲

亚洲

样，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

令人欣喜的是，在非洲风电整机的制造也已

经开始，这主要是在埃及。可以预计在非洲建立

较为稳定的市场可以推动非洲几个国家国内市场

发展。

在非洲大部份地区并没有电网接入。相对于

其他可再生能源，小型、分散、单机型的风能系

统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开发适用于农村地区的技

术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缺乏相关的技术及资金是

主要的发展障碍。

在2009年亚洲已经成为世界风能发展的火车

头，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及印度两大市场。亚洲的

风电装机总量达到了40GW，占到全球装机总量的

25.1%。63.3%增速在世界各大洲中占据第二的位

置（2008年的增速为54.1%），2009年新增装机容

量为15.5GW。

在第四个连续增长的年份，中国成倍增长的

新增装机量居全球之首，26GW总装机容量排名世

界第二位。

中国迅速发展的步伐清楚反映了中国政府

把实现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系统做为工作重点。该

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内的可再生能源资

源。中国也在2009年引入了上网电价政策，保证

了在整个项目周期内有固定回报。

中国的整机出口目前并没有达到一个引人关

注的水平且产品主要供应中国本土市场，但中国

的风电整机制造商在2009第一次位列世界五大制

造商之列。2010年或许是中国整机出口具有标志

意义的一年。

印度是亚洲的第二大市场，增长率为14%，总

装机容量达到11GW，在未来会稳定增长。	

印度风能产业在过去几年成为全球企业角力

的舞台，并将在未来延续这种作用。

日本（总装机容量为2GW），中国台湾省

（436	MW）及韩国（364MW)	是亚洲地区的中

型市场。

除去以上提到的5个国家及地区，亚洲仍然

有刚起步但潜力巨大的市场，目前仍有很多国家

对风能技术重视不够。

具有确定市场潜力的国家为伊朗，巴基斯

坦，菲律宾及越南。约旦及蒙古等国家的风场仍

在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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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及大洋洲

欧洲

该地区在2009年新增装机555MW，总装机容

量达到2388MW，增速为30.3％，稍逊于全球的

平均增速。新增及总量两项数据占据全球总装机

容量的1.5%，远高于该地区人口数量在全球的比

重。

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它的装机容量为

511MW，增速为50.8%，是该地区的主要增长

点。澳大利亚的增速为25.6%；总装机容量达到

1877MW。

占据全球份额的43.9%；在全球每两台整机

里就有一台产自欧洲。欧洲2009年新增装机容量

为10,474MW,	比2007年的	8,607MW及2008年的

8,928MW有大幅增长。	

新增装机容量及总容量这两个数字，在德

国统计分别为25,779MW及1,880MW,西班牙为

19,149MW及2,460MW。这两个国家目前仍然是欧

洲最大的市场，其增速分别为7.9%及14.7%。

欧洲地区的的中型市场有意大利（总装机容

量为4850MW，新增1114MW）法国（总装机容量

为4521	MW，新增1117MW）英国（总装机容量

为4092MW，新增894MW）。

在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发展最具活力，如爱沙

尼亚，增长率为81.8％，总装机容量为142MW，

立陶宛增速为68％，总装机容量为91MW，匈牙

利及波兰增速分别为58.3％及41.1％，装机容量为

201MW与666MW。

丹麦、德国及西班牙的整机制造业依然在全

世界众多风电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在亚洲

和美洲出现新的国际竞争者，但预计在未来几年

他们还会保持其领先地位。

社区电力在欧洲几个国家持续增长，建设均

具有欧洲水准。这种趋势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北

欧、德国及英国。虽然目前社区电力发挥的作用

尚小，但未来会愈加显著。

同时，欧洲在海上风场的装机一直居于领先

地位，全世界90％的海上风场装机都在欧洲。欧

洲探讨有关北海岸几个国家的海上风场接入超级

电网，似乎为这种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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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Total Installations in Australia-Pacific(MW)

图11：Total Installations in Europe(MW)

图12：Total Installations in Latin America(MW)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是增速最快的地区，达到了113％的

增长率。总装机容量达到1406MW。经过几年的

经济不景气之后，其风能产业的发展主要来自于

巴西（增速为78.5%，总装机为600MW）和墨西

哥（增速为372.9％，总装机为402MW）。

特别是巴西已经成为该地区风能产业发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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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风能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全球金

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表现尤为突出。其卓越的表现

也有力的回应了先前一些国际组织所做的较为悲

观的预测。

增加对风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认识

将会进一步促进对新风场的投资。

预想全球经济形式稳步好转，全球会有更多

的地区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对加速风能产

业的发展是必需的。

另一个积极的因素是成立于2009年1月目前已

经有143个成员国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的支持，IRENA在2010年将会更加积极地活动，

将会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知识的传播，并在国际决

策过程中起到平衡协调作用，例如联合国气候变

化谈判。

一方面，联合国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气候

变化大会上并没有达成协议，这可能为投资零排

放技术（如风能技术）带来了额外刺激。迄今为

止，风能投资只有一小部分来源于碳融资。其他

还在探讨之中的资金或许提供更多的刺激推动风

能在全世界的发展。

更一步的发展预测在中国（已经采用上网电

价政策）、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会制定更多的

北美洲

全球未来预测：2020年将达到1,900,000MW

2009年北美洲又一次实现强劲增长，39.4%的

增速高于全球增长率，总装机量达到38478MW。

美国打破纪录创造了新增容量9922MW，虽然中国

的新增总量超过这个纪录，但美国的装机总量依

然为排名世界第一。加拿大总量达到3319MW，新

增950MW。

由于经济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对风场给予了

特殊的刺激投资措施，另外，越来越多的州开始

探讨并采用更适于风能发展的法律体制以吸引更

多的投资。

2008年世界风能大会之后，安大略政府颁布

了北美洲第一部社区电力绿色能源法案，承诺对

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给予补贴，作为全世

界范围内的创新，该法案提供了针对社区及首个

国家项目的特殊刺激。	

安大略省作为范例已经鼓励了北美其他国家

仿效类似的法律。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上网电价法

律颁布。

先的国家，随着几家国际公司已经开始在巴西生

产整机，巴西本土将具备雄厚的制造业实力。风

场主要安装在智利、哥斯达黎加、荷属安的列斯

及牙买加。	

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主要在巴西、智利及墨西

哥，在2010年主要风场的建设会拉开帷幕。

有力的框架性政策）、德国、西班牙、印度及东

欧国家、亚洲及拉美国家。预计在南非及北非也

会有一些风电上网电价项目启动。

另外，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成功因素是社区

电力所有制模式。这种模式凝聚了各方面资金和

技术支持，预计将大大促进风电在世界更多地区

的进一步增长。最新及显著的例证在英国（特别

是在苏格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及世界

其他许多地区。

根据目前加速增长的趋势，WWEA提高了对

未来风电装机总量的预测：预计到2020年底，全

球装机总量至少为1,900,000MW。

图13：Total Installed Wind Capacity 1997-2020(MW)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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