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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大势所趋，世界上诸多国家都将

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应对本世纪能源和气候

变化双重挑战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 中国大陆地区政府不断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政府不断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

的开发利用，培育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使大陆地区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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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发展历程

1.1  风电发展历程

“十一五”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制定“十二五”风电发展规划制定“十二五”风电发展规划

形成稳健有序多元的发展格局

风电发展历程

1.1.1  “十一五” 回顾十 回顾

开展资源评价

带动风电规
组织特许权招标

推进百万基地建设

带动风电规
模化发展和
产业升级

推进百万基地建设

制定千万基地规划



风电发展历程

1.1.1  “十一五” 回顾十 回顾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陆地区风电装机年平均增幅90%以上，到，

2010年底，大陆地区风电累计装机超过3100万千瓦，实现了全球

风电装机第一大国的突破，并形成了“三北”地区风能资源集中开发

的格局，为我国风电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风电发展历程

连片、集中风能1 1 2“十二五”规划
资源区的开发建
设力度

1.1.2 十二五 规划

就地开发和利
用各类新能源

资源分散产品多
元满足当地多样 用各类新能源元满足当地多样

化能源需求



风电发展历程

规划重点任务
积极开拓海上风电开发
建设

——规划重点任务

规划目标

有序推进大型风电基
地建设
2015年九大千万风电基地

2015 年 全 国 海 上 风 电 投 产
500万千瓦，在建500万千瓦

规划目标

到2015年底，投入
运行的风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1亿千瓦 年发电量

2015年九大千万风电基地
累计装机达到7900万千瓦

鼓励分散式风电开发
加快内陆资源丰富 达到1亿千瓦，年发电量

达到1900亿千瓦时，风
电发电量在全国发电量
中的比重超过3%。

支持和鼓励分散式风电开发，
推广离网型风电的应用

加快内陆资源丰富
区风能资源
2015年山西、辽宁、宁夏等地
累计风电容量达2500万千瓦

风电发展历程

1.1.3  “十二五”发展现状十 发展现状

加快中东部和内陆地区具备
开发条件的风电建设

鼓励分散式接入风电和促进
风电消纳的示范项目建设

协调三北地区风电通过外
送通道在更大范围内消纳



风电发展历程

1.1.4    风电产业开发建设成果风电产 开发建设成果

风电电源点在大陆版图上遍地开花。到2012年底，大陆

地区累计核准风电容量10670万千瓦，共建有1445个风电场，

累计并网容量6266万千瓦，在建4404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稳居世界第一。按照“十二五”前两年年平均装机1500万千瓦的

发展水平，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风电装机将有望突破“十二，

五”1亿千瓦的发展目标。

风电发展历程

1.1.5  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2012年风电年上网电量1008 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电源总

社会和环境效 著

上网电量的2%，风电成为仅次于火电、水电的第三大电源。按

每度电替代320克标煤计算，2012年风电年上网电量可替代标

煤3200多万吨，可减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约8000万吨、二氧

化硫约24万吨、氮氧化物约12万吨，可满足6700多万户居民一，

年的用电量需求，风电为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发挥节能减

排效益做出了突出贡献。排效益做出了突出贡献。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1.2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十一五”时期启动规模化应用

制定“十二五”太阳能发电规划制定“十二五”太阳能发电规划

形成太阳能大型并网、分布式、光热项目
并举开发的发展格局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1.2.1  “十一五” 回顾十 回顾

“十一五”时期，在 和，

的推动作用下，大陆地区太阳能发电产业规模化应用市场开始启动，

在西北地区率先建设了一批大型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十一五”时期，全国光伏发电容量达到86万千瓦，是“十一五”

初期的10倍，2010年当年增长超过200%，太阳能发电逐步成为我

国继水电、风电之后 具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1 2 2“十二五”规划
积极推进太阳能多元化利用

1.2.2 十二五 规划

按照“分散开发、就

近上网、当地消纳、有

序发展”原则，在太阳能 选择适宜地区，开

开展热发电产业化示范

丰富、荒漠和闲散土地

的地区，建设大型光伏

电站

，

展太阳能热发电试点，

推广太阳能热水系统，

提高高温集热管 聚光

鼓励集中开发和分布
式光伏项目开发

电站。 提高高温集热管、聚光

镜等关键技术的集成和

装备制造能力。
规划目标：2015年底，装机容量达到规划目标：2015年底，装机容量达到

2100万千瓦以上，2013年初国家上调

十二五规划目标至 3500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1.2.3  “十二五”发展现状十 发展现状

制定“十二五”规划 出台统一电价 扩大国内光伏市场

大型并网光伏 分布式光伏 光热发电

制定 十 五 规划 出台统 电价 扩大国内光伏市场

并 伏

西 北 部 地 区 大

型 并 网 光 伏 电

分布 伏

中东部地区分

布式光伏发电

启动太阳能热

发电试验性示型 并 网 光 伏 电

站集中开发

布式光伏发电

系统分散开发

发电试验性示

范项目的建设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1.2.4    太阳能发电产业开发建设成果太阳能发电产 开发建设成果

截至2012年底，我国大陆地区光伏累计装机规模650万

千瓦，其中大型光伏并网项目容量488万千瓦，平均年利用小

时数约1400小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容量162万千瓦，平均

年利用小时数约1200小时；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建设容量约1.4

万千瓦。目前已完成2015年建成3500万千瓦的“十二五”规划

目标的19%，初步考虑，今后三年年新增光伏并网规模保持

在1000万千瓦左右。在1000万千瓦左右。

太阳能发电发展历程

1.2.5  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2012年我国大陆地区大型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年上网电量

社会和环境效 著

36.56 亿千瓦时，太阳能光伏发电实现规模化应用，成为电力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每度电替代320克标煤计算，2012年

大型光伏并网项目年上网电量可替代标煤100多万吨，可减少

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约300万吨，可满足约250万户居民一年的，

用电量需求。



能力建设2

能力建设

标准体系

监测体系检测认证

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标准体系

2.1  标准体系

大陆地区风电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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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标准体系

——大陆地区海上风电技术标准

《海上风电场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NB/T 31031-2012

《海上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NB/T 31032-2012

《海上风电场风能资源测量及海洋水文观测规范》 NB/T 31029 2012《海上风电场风能资源测量及海洋水文观测规范》 NB/T 31029-2012

《陆地和海上风电场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NB/T 31030-2012

《海上风电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技术规定》 NB/T 31033-2012《海 风 场 程施 织设计技术规定》

《海上风电场钢结构防腐蚀技术标准》 NB/T 31006-2011

《海上风电场工程概算定额》 NB/T 31008-2011

《海上风电场工程概算编制规定及费用标准》 NB/T 31009-2011

《海上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 NB/T 31041-2012

《海上永磁风力发电机变流器》 NB/T 31042 2012《海上永磁风力发电机变流器》 NB/T 31042-2012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主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NB/T 31043-2012



能力建设——标准体系

——大陆地区太阳能发电技术标准

光伏发电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法（试行） GD001-2011

光伏发电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试行） GD002-2011

光伏发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试行） GD003 2011光伏发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试行） GD003-2011

能力建设——检测认证

2.2  检测认证

2012年底大陆地区基本建成了与国际接轨的风电设备检测认证体2012年底大陆地区基本建成了与国际接轨的风电设备检测认证体

系，为行业提供设备检测和设备认证等服务，进一步掌握和管理可再生

能源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提高设备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风电总体检测能力居世界前列

设备检测

备认

信息建设
风电机组型式认证检测

并网检测进行机组并网性能测试
设备认证



能力建设——检测认证

2 2 检测认证2.2  检测认证

具备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资质

认证标准与国际接轨

设备认证

具备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资质

认证中心目前共发放有效证书45张

信息建设认证结果在国际采信方面取得新突破

能力建设——监测体系

2.3  监测体系——信息管理
1、风电场工程数据库

(2003年开始) 

2、风力发电工程信息网（2005

年开始）

6 风电场监 3 发布年度统计报告信息管理信息管理6、风电场监

控、评价体系

3、发布年度统计报告

（2005年开始）

信息管理信息管理

4、国家风电信息中心5、太阳能技术归口管理

信息上报统计 成立（2009年批准成立）及信息上报统计（2009

年开始）



能力建设——监测体系

年度统计报告

能力建设——监测体系

可再生能源工程信息数据库配套软件（CFD、CSD、CGD）

项目项目
规划规划

风电风电
项目项目

可研可研
设计设计

生产生产
管理管理

项目项目



行业管理3

行业管理——政策法规

3.1  政策法规政策法规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以法律

形式确立了大陆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地位和政策框架，将包

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优先发展的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科技部等有关政府部

门密切配合，研究制定了相关配套政策，形成了42部较为完整的可

生能 政策法规体系 部 电前期技术规定 电标准体系再生能源政策法规体系、63部风电前期技术规定以及风电标准体系

和光伏发电相关政策规定。



行业管理——政策法规

名 称 数量 发布时间

——历年国家颁布的政策法规

名 称 数量 发布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 8部 2000年前
2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等 3部 “十五”期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 17部 “十一五”期间
4 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6部 2011年
5 关于印发风电功率预报与电网协调运行实施细则的通知 - 2012年1月
6 关于规范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 2012年2月

7 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项目审核确认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2012年3月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年 月8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2012年3月
9 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 2012年4月

10 关于印发风电机组并网检测工作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 - 2012年6月
11 关于印发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 2012年7月

12 关于印发风电场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和风电场项
目后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2年9月

合计 42部

行业管理——政策法规

——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

标准名称 编制情况 数量 发布单位/标准类型

1 风电场工程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 已发布 10部 发改能源号

2 风电场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等 已发布 2部 FD

3 近海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法(试行)等 已发布 2部 风电标委

4 风电场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制规定等 已发布 2部 水电规安办4 风电场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制规定等 已发布 2部 水电规安办

5 风电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已发布 1部 建标

6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已发布 1部 GB已发布 部

7 大型风电场并网设计技术规范等 已发布 42部 NB

8 风力发电场运行规程等 已发布 3部 DL

合计 63部



行业管理——开发建设管理

3.2  开发建设管理开发建设管

开发 规划管理 前期工作质量

建设 开发计划管理 优化产业布局

运行 电价补贴机制 专项资金管理

运行管理体系监管 并网安全管理并网安全管理

3.3  价格机制
行业管理——价格机制

——风电价格机制

赠款项目电价赠款项目电价
——发电设备基本由国外援助购买，不考虑设备投
资的风电上网电价处于较低水平，上网电价收入仅
够维持风电场运营。（如90年代初期建成的达坂城
风电场，其上网电价水平基本与燃煤电厂持平）。

11

风电风电
特许权招标电价特许权招标电价

2003年以来 通过特许权

初期商业化模式电价初期商业化模式电价
——风电初期商业化建设推进过 风电风电

电价电价
机制机制

3322

——2003年以来，通过特许权
招标方式和风电规模化发展有
效降低了风电上网电价，特许
权招标项目平均电价降低到每

程的上网电价由各地价格主管部
门批准，风电价格高低不一，出
现了每千瓦时超过1元的 高上

3322 权招标项目平均电价降低到每
千瓦时0.48元。

网电价，如浙江括苍山风电场上
网电价高达每千瓦时1.2元。



行业管理——价格机制

3.3  价格机制 ——风电价格机制

标杆电价标杆电价。。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全国风能资源区域划分，
确定了每千瓦时0 51元 0 54元 0 58元和0 61元四类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风电特许权项目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招标为所有期望进入风电市场的各类企业提供了一个较为

确定了每千瓦时0.51元、0.54元、0.58元和0.61元四类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公平的竞争机遇。通过特许权方式，不仅引导风电开发企业投资更趋于理性，同

时也促进了风电装备制造技术的巨大进步。风电特许权是大陆地区规模化发展风

电 提高风电装备制造能力和降低价格水平的重要方式电、提高风电装备制造能力和降低价格水平的重要方式。

从对大陆地区风电电价政策借鉴意义的角度，风电特许权和固定电价体系对

我国风电产业长期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我国风电产业长期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行业管理——价格机制

3.3  价格机制

——光伏发电价格机制

2009年7月 财政部 科技部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金太阳示2009年7月，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金太阳示

范工程补助政策，通过投入约100亿元财政资金，在2~3年内，采取

财政补助方式补助不低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上网电价

2011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发布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财政补助方式补助不低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上网电价

为当地煤电标杆电价。

2011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发布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政策，根据项目核准建设、投产日期将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分为1.15

元/千瓦时和1元/千瓦时两档 全面启动了大陆地区的光伏发电市场元/千瓦时和1元/千瓦时两档，全面启动了大陆地区的光伏发电市场。



行业管理——价格机制

3.3  价格机制

近日 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的意见稿 提出分地区

——光伏发电分类上网电价机制

近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的意见稿，提出分地区

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方案，并委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开展光伏发电分类上网电价机

制的研究工作。

大型地面电站发电系统将分为四类太阳能资源区，制定相应的标杆上网电价，光伏电

站标杆上网电价高出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电价，以下相同）的

部分，仍然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进行补贴；分布式发电电价实行补贴电价，补贴

资金同样来自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并由电网企业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转付。

面临的挑战4



面临的挑战

4.1  限电问题突出

受电网并网条件、运行管理体制及市场消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些风电 太阳能发电项目集中开发的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弃风”些风电、太阳能发电项目集中开发的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弃风 、

“弃光”现象。2012年，大陆地区风电平均“弃风”率超过17%，部分严

重地区弃风率高达到30%以上 个别南方省份也因送出通道容量不足重地区弃风率高达到30%以上。个别南方省份也因送出通道容量不足

开始出现了“弃风”现象。局部地区太阳能发电也出现了“弃光”限电、

出力受阻等问题出力受阻等问题。

面临的挑战

4.2  可再生能源补贴不足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迅速扩大，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

措施单一 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出现短缺现象 仅2012年大陆地区可措施单 ，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出现短缺现象。仅2012年大陆地区可

再生能源补贴资金需求就达240亿元，但国家可供支配的可再生能源

基金不足200亿元 补贴缺口40多亿元 此外 2011年5月 2011年基金不足200亿元，补贴缺口40多亿元。此外，2011年5月—2011年

年底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也还存在100多亿元缺口。



面临的挑战

4.3  发电成本较高

风电、太阳能发电成本较高，开发企业对电价附加补贴资金的依赖

程度较大 补贴资金的拖欠对风电 太阳能发电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资程度较大，补贴资金的拖欠对风电、太阳能发电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资

金压力，影响了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挑战

4.4 海上风电发展缓慢

受海上风电开发技术不成熟、建设经验欠缺、管理程序繁杂、受海上风电开发技术不成熟、建设经验欠缺、管理程序繁杂、

前期工作难度大、产业体系不健全等多种因素影响，大陆地区海上

风电发展速度仍比较缓慢 目前 我国大陆地区海上风电获国家批风电发展速度仍比较缓慢。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海上风电获国家批

复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容量约395万千瓦，已投产项目容量仅30万

千瓦 远低于“十二五”海上风电建成50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千瓦，远低于“十二五”海上风电建成50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职责与义务5

水规总院

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水电水利规
前期工作勘察设计技术服务

水电水利规
划设计总院

相关技术标准、定额制定

监测体系建设和质量监督测体系建设和质 督



结束语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愿与两岸清洁能源人士在未来建立

更深入的可再生能源合作机制，开辟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产业

合作新局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