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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近几年，我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迅猛，至2007年底，我国风电的累计装机总容量已达

到590.6万kW，取代丹麦成为全球风电装机的第5名，占2007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总容量

的6.3%，比2006年增加了2.8个百分点。相对陆上风电的迅猛发展，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相对落

后，主要集中在沿海。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沿海风力发电场18个，并网发电的主要有南澳风

力发电场、大连横山风电场、山东长岛风电场等。

 

　　不过在2008年，我国海上风电项目有了实质性的改观。2008年3月，由中海油建设的亚洲

第一座、高达140米的高科技海上测风塔在威海北部海域落成，这标志着海上风电场建设迈出

了实质性的一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将在山东省威海市海域建设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的全

球最大海上风电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210亿元、规划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将于2008年10月

开始一期建设，计划10年内完工。另外，除中海油外，中电国际、大唐、中广核等能源巨头

也在近几年争相试水海上风电。

 

　　2008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示范项目，该项目建设规模10.2

万千瓦，安装34台3兆瓦大容量、高效率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并留有扩建余地。项目计划

在2008年底前完成3台样机安装，全部工程在201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该项目的开发建设将对

提高我国海上风电设备制造能力、积累我国海上风电建设管理经验以及推进上海节能减排、

节约土地资源、优化能源结构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长远来看，我国海洋能资源丰富，总蕴藏量约为8亿多千瓦，开发前景可观。经过不断

努力，我国海洋电力产业正在稳步增长，海洋电力业“十五”期间的增加值平均增长速度

为16％左右。据《200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海洋电力增加值已达5亿

元，比上年增长约17％。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初步测算，我国海上可开发风能储量为7.5

亿千瓦。随着陆上风机总数趋于饱和，海上风力发电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本报告分为正文和附录两册，正文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球风能协会、中国风能协会、中国行业调研网、国内外相关报纸杂

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报告立足于全球风电及海上风电业整体发展大势，

重点对中国风力发电行业发展情况、中国海上风力发电行业发展情况、中国风力发电设备制



造业发展情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报告还对国家相关政策、未来风电行业、海上风电

行业和设备制造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进行了预测和研判，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

，总结了海上风电企业及计划投资海上风电行业的机构未来的投资战略，为海上风电企业、

科研单位、投资机构等单位全面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准确了解行业运行情况、正确制定企业

发展策略和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附录部分为国家颁布的风力发电的相关政策、风电场工程管理办法与规定，和风电场工

程投资估算与可行性研究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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