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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儿在草上吹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

一湖水，泛起片片涟漪。当风儿在麦子上扫过去

的时候，田野就像一片海，掀起层层浪花，这叫

做风的舞蹈……”一百多年前，安徒生在童话中

为风赋予了这样浪漫的色彩。今天，在一些人眼

中，风不仅是浪漫美好的，其中更蕴含着无尽的

力量和宝贵的财富。他们热爱风，善于利用风，

他们是中国风力发电行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现

任中国华电集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主

任的张文忠即是其中的一员。

风力发电在中国的电力系统中还很年轻，但

从他步履蹒跚的幼儿时期，到现在生机蓬勃的成

长壮大阶段，始终都伴随着张文忠的身影。在风

力发电行业建设之初，他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在

今日发展的拐点，他责无旁贷，为国内风电发展

的误区深深忧虑，建言献策；展望未来，他一如

既往地满怀激情，并愿意为他深爱的事业奉献终

生。不管是风力发电的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脚步，而这也正是他最自豪的

事情。

昨天：风电行业的建设者

1986年，中国首次从丹麦维斯塔斯公司引进

了3台55KW变浆距风力发电机，并在山东荣成建

立了国内第一个小型风电场，我国的风力发电事

业迈出了第一步。1988年，清华大学电机系开设

了《风电转换系统》这一课程，在王承煦老师的

课堂上，年轻的大学生张文忠第一次接触到了风

力发电这个广阔的世界。风电这种新型的能源利

用形式引起了他深深的兴趣。

“后来，这成了我奋斗终身的事业。”张文

忠说。

从1997年正式投身风电行业至今，他不仅见

证了中国风电的一步步发展，也尝遍了事业中的

苦涩甘甜。

2005年，张文忠担任内蒙古华电辉腾锡勒风

力发电公司总工程师，负责在乌兰察布市海拔两

千多米的一个高原台地规划建设风电场。内蒙古

见证昨天 思考今天 守望明天
——访中国华电集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张文忠

地域辽阔、风能资源丰富，拥有发展风电的理想

场址。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工作条件

和单调的生活也让不少人望而生畏，然而，对于

献身事业的人来说，却根本算不了什么。张文忠

就是这样的人，他满腔激情地和众多技术人员一

起投入了艰苦的工作中。辉腾锡勒地处高原，冬

季最低气温接近零下40度，张文忠和同事们在那

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其中既有温暖的慰藉也从

不缺乏冰冷的寂寞。

正是这样一群以风电为追求的人不辞劳苦，

坚持不懈，最终创造了奇迹。以张文忠为首负责

建设的华电辉腾锡勒120MW风电项目，单位千

瓦造价不到8400元，远低于同期同类风电项目的

投资，2008年该风电场发电利用小时数就已高达

2792小时。该项目成为国内风电建设领域的成功

典范，也更加坚定了张文忠为风电事业做出贡献

的决心。

○ 本刊记者  黄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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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风电行业的思考者

如今，当年引领张文忠入门的王承煦老师早

已是风力发电行业的专家，张文忠也已在这一领

域中浸淫十余年，成长为电力公司的管理者和高

级工程师。对于风电领域的现状他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张文忠常借中国的汽车市场来分析风电行

业，因为两者拥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中国是世界

第一大汽车销售市场，每年汽车产量也位居世界

前列。风电行业的现状与之相若。2000年我国

风电装机容量居于世界第十，最多只能算是第三

梯队，而现在，我国每年新增装机容量世界第

一，2009年底累计总装机容量世界第二，自己生

产的风力发电机数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

已是当之无愧的风电大国。”张文忠脸上洋溢着

自豪，“但我们离风电强国还很有很大距离，目

前面临从风电大国向风电强国的转变。如果不转

变，之前的努力只会变成遗憾。”说到这，他的

神情又严肃起来。

从不同风机的市场占有率上看，风电行业也

和汽车行业相似。现在中国市场上最好的汽车是

原装进口车，中外合资生产的汽车其次，只有很

少一部分是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同样，

目前国内市场上质量上乘的风机是在国内设厂的

外国品牌产品。第二类类似于中外合资，由外国

企业设计，中国企业引进国外许可证进行生产。

这类风机的市场占有率最高，但核心技术是别人

的，中国企业居于利益链的末端。第三类风机由

中国自主研发生产，但其产量及市场认可度都还

较低。而在这两个相似的行业中，汽车业已经较

有忧患意识，风力发电行业的问题却还没得到应

有的重视。

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张文忠认为，我国风

电行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自主创新能力弱，缺

乏核心竞争力”。的确，目前国内风电场很多关

键技术还以引进为主，国产的风力发电机质量和

可靠性与国外知名品牌相比有一定差距，也因此

导致了风力发电场运行效率整体较差。例如，与

国外相比，我国的机组可靠性低；同样容量的风

机，发电量也相对较少；而且中国的自主研发机

组目前还多是模仿国外。“学习是需要的，但不

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更不能沾沾自喜。”张

文忠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现在有很多人比较

浮躁，缺乏清醒的态度，以为我们现在是风电大

国，就是风电强国，但事实上差距还很明显。”

张文忠初进这个领域时，风电还是一个比较

冷门的行业，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但他始终

如一地为之默默奉献，并尽自己所能推动这个行

业不断成长。近年来，我国的风力发电事业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越来越多的

人被这个行业所吸引，积极投身其间，社会也给

予它更多的关注和喝彩。此时的张文忠反而更加

辉腾锡勒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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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对风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忧心忡忡。爱之

愈深，责之愈切，张文忠所谈不仅反映出他深刻

的思考能力，更体现出了他对风电发自内心的热

爱。

明天：风电事业忠诚的守望者

“问题确实存在，因而如何认识问题和解决

问题就显得重要且迫切了。”

——当记者就风电行业的未来发展问题询问

张文忠的看法时，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记者：您怎样看待风电行业的“过热”现

象？

张：成熟的风力发电产业应该是一个完整

的链条，包括研发、设计、咨询、零部件生产、

整机生产、售后服务、运行维护保障等。但目前

全国已有近百家整机生产厂家，研发力量却十分

薄弱，咨询和服务体系也没有完备起来。原因很

简单，做整机销售额大，效益显而易见，而且见

效快、瓶颈少，投资者蜂拥而至。而研发需要大

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周期很长，赚钱也慢，自然

令众厂家望而生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低层次

的竞争没有出路，只有对风电产业做更科学的规

划，把力量均衡分布在整个链条上，才能实现行

业协调发展。

记者：风电场建设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风

电开发企业应如何应对？

张：目前风电开发在求“大”的心理下片面

追求规模，但事实上，风电开发应该兼顾资源条

件、电网负荷水平、风力发电技术状况等诸多因

素，努力做到更科学的布局。

资源条件不仅指当地的风力状况，还要考

虑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等问题。比如在选址时要

尽量避免建在风景区或林区，减少修路和砍伐树

木。风电本身是绿色能源，开发风电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因此在开发过程中更要做到

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此外风电场的建设要适应电网的要求，建设

“电网友好型”风电场。欧洲国家非常注意风电

机组的技术研发，使其满足电网的要求，不对电

网安全稳定性造成威胁。而我国因为太注重速度

的发展，大规模集中开发风电，规划了一定数量

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场，这在国外没有先例，是很

有挑战性的。

兼顾风力发电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很重要，就

像采矿，技术达不到，就要在相对容易的地质条

件下开采。风电开发也一样，要避免在技术水平

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圈占资源，这样只能造成开发

深度不够。长远来看，风电场建设要根据风电技

术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风电开发做出近期、

中期、远期规划，分步实施，量力而行。

记者：您怎样看待目前的风电场建设热潮？

张：建设风电场并不是最终目标，只有提供

更多的绿色电力，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实现节

能减排，获得投资效益，才是风电建设的目的所

在。

通俗点说，装了机器不发电，还是起不到节

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作用。现在对风电开发商的

衡量标准更多的是看装机容量，今后要从以容量

为目标转换到以电量和效益为目标。

记者：风电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张：风电行业的发展前景很好，未来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有人认为，现在国内风力资源较丰富的地方

都已经建设了风电场，有风又有地的地方很少，

所以风电开发已趋于饱和。但是随着技术的进

步，风能利用水平也在提高。最初受技术限制，

建设风电场的地点轮毂高度处年平均风速应该在

7.5m/s以上，随着技术发展，3年前这一瓶颈已经

得到突破，下限扩展到7.0m/s。现在，经过技术

经济论证，年平均风速达到6.0m/s一般也可以进

行风电场建设。今后，人类利用风能的范围还会

进一步扩展。

另外，风力资源丰富的地方一般电网建设比

较薄弱，当地也没有太大的电力需求，风电的大

规模输送是一个困扰业界已久的难题，但这一难

题正在逐步破解。比如，我们要进行功率预测，

积极开发电网友好型风力发电机。此外，未来很

有发展前途的是风能的其它利用形式，比如离网

运行、转化为其它能量形式、就地利用等，一说

风能利用就只想到并网发电是比较片面的看法。

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风能的发展前景非常

广阔，所以我们的目光要更长远，不必急于在这

一两年多装风机多建厂，要更扎实地做好工作，

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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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事风电开发的企业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

张：我认为，风电要想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必须努力做好规模和质量的统一、速度和效益的

统一；设备制造商要努力追求产能和技术含量的

统一，避免低层次竞争和重复建设。对于风电开

发商来说，华电新能源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

索。公司成立较晚，风电装机规模几乎是五大发

电集团中最小的一个，但每年的发电利用小时数

却一直位居前列。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我们

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不盲目扩张规模，注重技

术，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之路。

记者：风电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国家

现在有没有出台相关标准？

张：国家现在正在陆续出台新能源行业标

准，华电就承担着部分新能源标准编制任务，其

中两个风电行业相关标准：《风电场运行指标与

评价导则》和《风电场调试规程》已进入审查阶

段。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行业

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重视这项工作的初衷。

记者：您对清华大学在未来风能开发领域的

贡献和地位，有何期望或建议？

张：放眼人类大规模利用风能的宏伟事业，

目前的水平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未来的历程还很

漫长。基于其广阔的前景和面临的挑战，我认

为，即将跻身世界一流的清华大学在风能的开发

利用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我本人也非常愿意以自

己在风电行业积累的经验，为母校在该领域的教

学和科研尽绵薄之力。

采访后记
张文忠忧虑的某些问题也许现在还暴露得

不十分明显，所以没能引起大家的广泛重视，

但这些隐患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张文忠的思考

正体现了他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观察力。采访

接近尾声，张文忠几乎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只字

未提，反复和我们强调的始终是风电的发展现

状和前景展望。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困惑：

“之所以谈这么多，是希望通过你们的文章，

让更多的人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树立一个清

醒的目标。风电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强。”听

及此，我们突然理解了张文忠其人。也许在他

心里，风电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不仅是一项

事业，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看着这个孩子长

大，为其成长中遇到的问题而忧虑，盼望他能

茁壮成长为世界巨人。这是张文忠最在乎的事

情，也正是他令人钦佩的地方。

辉腾锡勒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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