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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风能行业最早的从业者之一，徐

洪亮不仅以其对行业发展高屋建瓴的深入思考让

人敬佩，更每每以其言人所未言的观点而受人瞩

目。能言并敢言他人所未言，如他所说，是从业

多年的职业经历给予他厚重的责任感和忧患意

识，同时也给了他勇气。

记者：记得三年之前，您曾接受过本刊专

访。回顾当时的数据，2006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

260万千瓦。而据全球风能协会(GWEC)的统计，

2009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增加1300万千瓦，截至

2009年底，风电总装机容量达2200万千瓦，连续四

年装机容量翻番，创造了风电行业的一个奇迹。您

怎么看待这个增长速度，正常吗？是否可持续？

徐：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回顾一

下历史数据。2003年之前，我国风电发展规划

为，2010年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2020年装

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进而，国家发展改革

委2007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明确指出：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发挥其经济

优势，在“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地

区发挥其资源优势，建设大型和特大型风电场，

在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型风电场，充

分利用各地的风能资源。具体的建设为：到2010

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形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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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河北、内蒙古3个100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

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

瓦，建成若干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以上的风电

大省。

从近几年风电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发展

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据发改委最新的规划，2015

年装机容量将达到1亿千瓦。按照当前的速度，我

估计，今年年底风电装机容量可能超过3000万千

瓦，甚至达到4000万千瓦。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中国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为实现这个目标，2020

年风电将达到1.5亿千瓦。这意味着，今后10年，

年均装机1000多万千瓦。由此表明，目前持续翻

番的装机增长速度不可持续，但我估计，年均新

增装机2000万千瓦问题不大。到2020年，装机容

量可能会打破2亿千瓦，达到2.5亿千瓦左右，超过

当前的规划。若保持年均2000万千瓦这样一个增

长速度，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我觉得是正常的，

也是可持续的。理由有四：

（1）我国风电资源丰富，当前风力资源利用

比例较低，还有很广阔的空间；

（2）我国风电制造业的发展可满足国内风电

产业发展的需要，对装机的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

作用；

○ 本刊记者  李彦  特约记者  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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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能减排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将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风电的发展。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峰会上也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

比2005年下降40%~45%，这也体现了发展风电等

新能源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4）能源结构调整的重大需求。当前我国一

次能源以煤炭为主，在发电能源中，煤炭所占比

例超过70%。而从发电企业当前的情形来看，火力

发电存在严重的亏损，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多

发多赔，少发少赔，不发不赔。导致这个现象的

主要原因在于体制问题，煤炭价格市场化而电价

采取国家定价，这种不对等的机制给发电企业带

来严重的影响。不管是从全国能源安全战略部署

的角度，还是从发电企业发展的角度，增加新能

源发电，降低火电比例都是大势所趋。此外，到

2020年，假设全国装机容量达到15亿千瓦，而风

电装机容量1.5亿千瓦，装机占比10%，电量占比

也不过4%左右，在全国电网的背景下，消纳4%的

风电问题不大。

我认为，当前连续翻番的增长速度有些过

快，若保持年均装机2000万千瓦的速度，比较正

常，也能持续发展。

记者：当前，我国风电发展，无论是设备

产业，还是风电场建设，都是如火如荼，蒸蒸日

上。但快速发展的背后，必然也存在一些隐患。

比如，2009年发改委披露，内蒙古有接近1/3的风

机闲置；网上也有报道说，我国风机设备产业逐

渐进入无序竞争状态。这些问题的出现，给风电

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些许阴影。请问您怎么看待当

前我国风电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徐：目前我国风电行业当前所遇到的瓶颈，

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1）风电并网问题；（2）

风电限发问题；（3）税收问题；（4）制造业无

序竞争问题。下面，我分别将这4个问题进行展

开。

首先来谈第一个风电并网问题。目前，由

于大量风电场的建造和投产，而电网建设相对滞

后，导致许多电场建成之后不能全额发电，甚至

无法并网发电。如何来看待该问题，我觉得不能

一味将责任归咎于电网建设部门，毕竟风电发展

的速度远超于预期，而国家对风电的规划过去一

直是不明确的，因此在电网规划方面是滞后的。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赖于国家宏观方面规划的提

速。近两年来，随着风电发展形势的日趋明朗，

国家也相应地做出了些调整。据年初披露的消

息，我国将在甘肃、新疆哈密、河北、辽宁、内

蒙古东西部、江苏沿海6个省区打造7个千万千瓦

级风电基地。这说明国家对于风电基地的建设目

标是非常明确的，因此需要国家在电网建设方面

加强认识，提前做好规划，加快电网建设，确保

风电基地电能的有效输送。总的来说，要突破风

电并网这一瓶颈，还希望相关部门能在国家层面

做出更大的努力，统筹协调好风电场建设和配套

电网建设，共同推动风电产业的发展。

其次来谈风电限发问题。目前来讲，风电场

限发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内蒙古、黑龙江、河

北、吉林。从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因为风

电场限发损失的电量在40~50亿度，按照平均1度

0.5元来换算，折合20余亿元。据国家能源局的说

法，内蒙古风电装机闲置在1/3左右，我估计，全

国风机闲置的水平可能在15%左右，这还没考虑

并网后没有满发的电场，仅仅是未并网而闲置的

机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有4个方面：

（1）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负荷增长速率放

慢，导致对电能需求的增长率下降，在一定程度

发展战略

专家观点

从2010年9月开标的海上风电特许权结果看，有些投资人的

报价已逼近陆地风电的上网电价，这样出乎意料的报价也是

无序竞争的表现。当初从如东开始的陆地特许权以最低价中

标的结果，已经使企业陷入了泥潭，它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警

示。今天我们不应再盲目无序地竞争。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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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响了风电场的发电；（2）对于电网调度部

门来说，由于风电能快速并网、离网，在系统调

整时，风电往往成为优先调控的对象；（3）局部

地区风电装机占比较大，局限于电网输送能力及

本地消纳能力，导致部分风电场无法全额发电；

（4）还是电网建设问题，配套输送通道建设滞

后，导致风电无法大量输送，只好限发。

第三点，税收问题。增值税转型对风电建设

核准及投资带来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地

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增加风电项目的乱收费，包

括土地征用费、资源费、水土保持费等等，导致

风电场成本增加。此外，地方政府引进制造商到

当地，指定投资人必须采用本地制造商的产品，

由此增加本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值税转型本应

是国家层面的事情，本来对于风电企业是有利

的，而随着地方政府的插手，反而会制约风电的

发展，这一问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四，制造业的无序竞争问题。目前来看，

风电设备制造业之间无序竞争在加剧，所体现的

问题主要是：设备质量问题突出，整机产能过

剩。当然，成本也有所下降，单位千瓦的造价由

两年前的6000元降到目前的4500元左右，但成

本的降低，显然不利于核心技术水平的提高。最

近，屡有风机设备故障，比如风机倒塌、叶片断

裂、齿轮箱故障、电机故障等等。按理说，竞争

应当能够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但目前风电制造

业的无序竞争恰恰相反，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

降。这一怪圈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好在问

题已经很明确地显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改进。

因此，我建议一方面要反对无序竞争，另外一方

面企业应将提升产品质量摆在发展的首位。又

如，从2010年9月开标的海上风电特许权结果看，

有些投资人的报价已逼近陆地风电的上网电价，

这样出乎意料的报价也是无序竞争的表现。当初

从如东开始的陆地特许权以最低价中标的结果，

已经使企业陷入了泥潭，它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警

示。今天我们不应再盲目无序地竞争。从国外看

到国内，如果客观地说，国内海上风电初期的电

价应在0.8～1.00元/度较为可行，潮间带0.7～0.8

元/度较为合理。否则明知企业亏损，还去打拼，

我国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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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

专家观点

那么结果这个行业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也希望有

关部门在定夺中标人时一定要切合实际。

当然，在正视困难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

在风电产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比如，风电产业化

的进展有目共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过去的

卖方市场逐渐过渡到当前的买方市场。此外，风

电场总的造价也在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风电场的开发建设。就整个风电行业来看，可

以这么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主要采取技术

引进、委托设计、中外合资、自主研发等手段，

逐渐缩小了和国外知名企业的差距。但也不得不

承认，目前的差距还很大。

记者：在当前的大环境下，结合政策扶持力

度、企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您如何展望我国风电

的前景？能否从战略的高度来谈一谈您的见解？

徐：前面我们主要谈论了风电所遇到的困难

与调整，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在正视困难的同

时，把握未来。概括来讲，对于如何促进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我大致谈以下5点内容。

第一，风电产业应走产业创新之路。

我认为，毋庸置疑，风电应当并且能够有

持续的发展，它是世界公认的清洁能源，具有广

阔的前景。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去发展风电。我觉得发展风电应走

产业创新之路，这集中体现在风电技术的创新方

面。以风机叶片为例来说明。以前1.5MW风机的

叶片主要是70米、77米及82米，而最新的研究成

果表明，叶片长度可以加长到90米；2MW的机

组，叶片可以从87米、93米，加长到95米、100

米，甚至是105米。风机叶片的加长意味着什么

呢？我们知道以前建设风电场的条件是平均风速

必须大于7m/s；选用1.5MW	82米大叶片机组后，

平均风速可降低到6.3m/s。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

明，平均风速大于5.8米就能建造风电场。这样

一来我国的风电可开发资源量就大大增加了。近

来，采用新技术之后，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

北北部、山东东部以及江苏沿海都新增了许多可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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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风电的地方。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对于资源

放大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

第二，应优先开发陆上风电。

我认为最近3~5年之内，我国风电还是应当以

陆地风电为主，海上风电以试验为主。今年9月，

国家已在江苏沿海对4座海上风电场进行招标。

过去陆上风电是跑马圈地，现在海上风电是抢占

滩涂。而从当前发展的水平来看，我们应当优先

发展陆上风电，原因如下：（1）海上风电技术复

杂，目前的水平还不足以大规模建设海上风电，

我们应当花时间、投精力去研究海上风电技术；

（2）海上风电造价比陆上风电造价高一倍以上，

要是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势必会提高风电上网

价格；（3）海上风电不仅仅是一个水上工程，

隐藏在其后的诸多技术和设备，国内基本上还是

空白，比如运输设备、安装设备、检修设备、运

营技术等等，同时，国内可供选择的海上整机还

比较少。总之我觉得，一旦下海就没有回头路，

下海就要干大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

准备，积聚足够的经济实力，掌握一定高度的技

术，才能确保海上风电的顺利开发。

第三，风电制造企业的重组与并购。

风电制造企业必须强强联合，建立特大型风

电企业或集团，加快企业的优胜劣汰，集中优势

去实现更远大的目标。目前，我国风电设备制造

业无序竞争严重。从整机制造到零部件制造，企

业众多，水平参差不齐，整个市场鱼龙混杂，不

利于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大部分企业面临

亏损或倒闭，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我觉得，

应该真正让一些有实力、有技术的企业通过并购

或重组，建造大型集团公司，提高企业的整体实

力。

第四，风电企业应立足国内，放眼海外。

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这说明无论是制造水平还是风场建设水平，

我国风电行业的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准。考虑到发

展新能源、大力开发风电是全世界的共识，我建

议国内企业应将眼光瞄准国外，抓紧时机布局海

外市场。当前，国内一些有实力的投资企业及制

造企业，像华锐、金风、东方电气、明阳等企

业，已经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其他企业也应把

握机会，积极开拓，抢占国际市场，将企业做大

做强。

第五，风电产业发展需要更多关注、更多支

持、更少干预。

风电作为朝阳产业，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

注。我们要做大做强风电，需要更多的政策支

持，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举个例子，在

风电招标方面，以前的特许权招标，国家亲自招

标、评标和定标，而投资人没有任何发言权，这

实际上是不正常的。投资人理应有更多的空间，

而政府只需在其中做好引导的角色。此外，政府

应对风电场建设开辟绿色通道，推动电网接入、

电场核准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政府应了解风电

场开发建设的困难，通过加强配套电网的规划和

建设，帮助风电场摆脱风电接入难的困境。

总之，我坚信我国风电产业会有美好的未

来，也相信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会极大地优化我

国能源结构，提高我国能源战略安全水平。风电

产业关系国计民生，是我国新能源发展的主阵

地，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予以关注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