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力发电作为全球公认的可以有效减缓气候变化、提高能源安全、促进低碳产业经济增长的可再生能

源替代方案，得到了各国政府、投融资行业、技术研发机构、发电企业的高度关注。中国风电的发展

势头尤其迅猛、举世瞩目。在经历了连续五年的发展翻番后，2010年，中国风电的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美国，成为世界风电装机第一大国。这一结果对中国风电行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迅猛发展的同

时，中国的风电行业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从快速发展转型为健康发展，是当前摆在政策制定者和

风电行业面前的一大问题。

在《风光无限——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1》中，绿色和平与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

员会共同对2010年中国风电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十二五”规划中的相关政策与新的

发展形势进行了深度解读，并给出了促进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同时与风电相比，中国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相当于五年前行将腾飞的风电行业，风电发展中的很多经验值得光伏产业学习与借鉴。绿色和平

期望风电、太阳能光伏这两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能共同快速、健康发展，续写中国可再生能源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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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世界风电在经历了五年爆发性增长后，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美国政策导向不明等因素影响下，首次呈现出放缓趋势，新增容量的发

展速度骤降为3.1%，比200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在未来

五年，世界风电一定还会持续增长。欧盟有望在2015年将风电装机容量

提高至150～180GW；美国将会在2011年后出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支持

政策；作为印度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始，在其经济计划中，印度政府

希望将可再生能源占所有装机容量的比例提升到35%；北非、非洲撒哈

拉以南和拉丁美洲等地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迹象，这些新的趋势变

化，将会促进风电继续快速增长。

2010年，中国除台湾省外其他地区共新增风电装机18.93GW，保持全球

新增装机容量第一的排名；累计风电装机容量44.73GW，超过美国跃居

世界第一位。目前中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已经

有了风电场，内蒙古自治区以累计装机13.86GW的成绩领跑中国风电发

展，紧随其后的是甘肃、河北和辽宁。

中国是除欧洲国家以外第一个安装海上风机的国家，截止到2010年底，

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达到约150MW。根据目前已有的规划目标，预计

2015年中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5GW，2020年约达30GW。与此同

时，根据业内专家估计，到2015年末，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会达到

100-150GW。随着风电经济性的进一步提升和风电并网消纳问题的逐步

解决，未来五年，在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下，中国将继续引领世界风电

的发展。

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虽然有20多年的历程，但是真正步入快速发展的轨

道是在2003年以后，从政策层面来分析，中国风电发展取得成功的主要

因素包括：

    拥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规划

    建立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

    创造一个各种投资主体积极参与的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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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光伏市场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据初步统计，太阳能光伏

市场新增容量15.8GW，年增速超过100%。去年在全球100多个国家

内，光伏装机规模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

面依然存在，德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光伏市场，累计安装量占世界市场

份额的42.5%，而中国、美国和印度等极具潜力的市场发展还不尽如

人意，非洲、南美也尚未启动。欧洲仍是光伏发展的重点区域，整个

欧盟在2010年更是出现了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超过风电的历史性突破。

展望2011—2015年，尽管全球光伏市场将继续维持高增长，但是增速

在未来几年会有所放缓。由于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仍不稳定，加上

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日本的核电危机，寻找市场增长点的任务依

然紧迫，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但要成为与风电并驾齐驱的可再生能

源力量，还需要长时间的多方努力。

2010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产量上升到10GW，占世界产量的45%，

连续四年太阳能电池产量居世界第一；截至2010年，中国累计安装光

伏发电组件达到900MW，居世界前十。但薄膜电池的产量还很小，硅

基薄膜电池产业化尚未成熟。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中国光伏产业链

规模已经形成。中国已经基本掌握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的关键技

术，国产化进程不断加速。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链行业年产值超过

3000多亿元，进出口额220亿美元，吸纳就业人数30万人。

国家能源局在近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讨论稿）

中提出2015年光伏发电达到10GW，中型荒漠并网电站5GW、城乡并

网电站3GW，其他离网及分布式发电2GW的发展目标。届时中国将成

为世界光伏发电最大的市场之一。从2010年到2015年，多项利好政策

将推动中国光伏发电在未来五年内的快速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不过，目前光伏发电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制造环节：

    光伏研发投入不够

    盲目扩张、落后产能、重复建设的现象严重

    缺乏可持续和清洁发展理念

市场环节：

    缺少市场发展的支撑，即缺少长期的发展目标

    发电成本过高

光伏篇

从世界和中国的风电、光伏发电历程来看，两者相差

大约5～6年。目前看来，除了发电成本较高的问题仍

待解决外，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2005年左右风电开始

规模发展的前提条件。

2010年，中国光伏发电组件年产量达10GW，而国内市

场累计安装量不到1GW，大力开拓国内光伏发电市场

已成为当务之急。启动光伏发电市场，需要从风电发

展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出台激励政策、创造市

场环境入手——特别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保障各方利益的价格政策、以及发电上网的监管机

制；与此同时，还要继续促进产业发展、推动光伏发

电成本下降。以下是促进国内光伏市场发展的四项具

体建议：

设立积极的发展总量目标：

2015年发电装机容量不少于10GW；

2020年不少于50GW。
 

在特许权招标的基础上，出台光伏发电固定电价：

实行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1.5、1.2和1元/kWh三个

固定电价；

从2012年之后每年下降5%左右，到2015年，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光伏发电价格分别为1.3、1和0.8元/kWh。
    

保证强制上网：

电网企业不仅要接受国家招标和金太阳工程建设的集

中光伏发电项目及时上网，也要接纳用户自发建设的

分布光伏发电。电网企业接纳光伏发电，享受消纳风

电的所有政策。

推动成本下降：

2015年下降到1.5万元/kW;

2020年将至1.2万元/kW。

与此同时，还需要重点解决好价格和费用分摊、以及财

税政策等问题。

风电对光伏发展的启示



风电和光伏成本下降

光伏发电接近平价上网

风电价格可与煤电竞争

石油产区动荡加剧石油价格

上涨，加之核电事故之后，

光伏发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

将承担更大责任

电网瓶颈仍是风电和光伏发电

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风能、太阳能发展均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形势。从国际大局势来看，一方面日本核危机

后全球核电发展放缓，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将承担更大的期望与责任；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动荡局势导致油价高涨

，众多因素带动天然气价格攀升，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剧。

展望“十二五”

中国在2010年确定了促进包括风电、光伏发电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给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环境。相比于其他新能源，风能和光伏发电在产业化、资源和经济性方面更具优势，将会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重要能源

技术，也具有占领世界发展制高点的可能性。

正在制定的《“十二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由于各类技术基础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差别，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策略和任务会有一定

的差别。由各方信息来看:

“十二五”风电、太阳能光伏都将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实现优化能源结构、控制碳排放的重要手段。这需要更加细致、积极的政

策体系支持，还需要克服成本高和并网困难等障碍。具体的建议如下：

www.greenpeace.cn

组织业内专家、企业和电网等利益相关方编制光伏发电产业和市场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

建议从2011年起，开始实施具有资源差别和成本下降驱动力的固定电价政策。将光伏发电按上网电量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费用分

摊计划，给予补贴和补助。

制定并出台分布式发电实施政策，鼓励工、商业等安装使用光伏发电系统，首先自发自用或直供，多余部分上网，抵扣用电量，或  

者由电网按照国家规定的光伏发电固定电价收购。

尽快出台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电量和各地区消费可再生能源电量的配额，并建立配额交易机制。

出台大型发电企业平均单位发电量碳强度考核指标。

呼吁全国人大有关机构，督促电监会等政府组织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执法检查，发现并督促电网企业解决风电、光伏发电不能 

上网、上网不及时，或者弃风、弃光不发电。

呼吁全国人大定期检查可再生能源基金足额到位、及时发放以及基金使用的有效性等问题，并进行风电、光伏发电等项目的使用效果

后评估。建立以发电总量和平均发电量效果为补贴指标的评估机制，督促企业和政府不仅注重发电装机，更注重发电量和发电效益。

风力发电：在坚定不移发展风电的政策前提下，风电需要由快速发展向健康发展转变，到2015年，风电年发电量将超过190TWh，达到6000万

吨标准煤以上；

光伏发电：需实现快速发展，扩大装机容量，发展目标是5～10GW；

水电：由于受到资源潜力的制约，需要风电和光伏发电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接续，2020年左右风电和光伏发电将取代水电成为可

再生能源新增容量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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