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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由您牵头组织的项目咨询组对我

国未来风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在深入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大力推进

我国风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咨询报告（以

下简称“建议”），请您介绍一下该“建议”的

研究背景及意义。

李家春：我国风能研究与开发利用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90 年代建设示范工程，自

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实

施以来的十年间，风电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风力发电量和制造能

力稳步上升。这些成绩也为我国未来风电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但能源规划、风电技术、标准

体系、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不足日益彰显。然而，

风能的规模化利用可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能源革命，实现生态绿色环保、应对气候

变化等国家大计方针中做出积极贡献，因此风

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我国从风电大国向风电强国迈进的关键

时刻，2013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适时成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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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未来风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咨询项目组，

旨在通过对我国风能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

调研，进而分析影响我国风能进一步发展的制

约因素，借鉴国际风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探

求适合我国国情的风能发展模式，最终确定我

国风能近期（2020 年）、中期（2030 年）、远

期（2050 年）目标和实施途径，提出我国风

能可持续发展的相应对策建议。

《风能》：您在上文中提到，“建议”中对

我国风能目前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分析，具体是

怎样的？未来我国风能的发展方向及规划目标

是什么？

李家春：“建议”分析了取得这些成绩的

原因：一是我国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促进风

电发展的政策体系。通过立法，我国将可再生

能源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制定了行之

有效的系列政策措施。二是政府部门加大投入，

支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和产业化的科技创新活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

在风电产业进入新一轮的规模发展之际，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春牵头的咨询组撰写的《大

力推进我国风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我国风电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风能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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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关键技术的进步，更加速了我国风电技术的国

产化进程。三是人才始终是风电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我国风电产业大规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

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队伍。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镇

化时期，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能源工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使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

从而实现低碳环保。同时，要积极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到 2050 年人均一次能源和电力消费达到

OECD 国家的水平，做到充裕而不奢华。这样的

安排，我们有充分信心实现能源中长期发展的宏伟

目标和我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建议”中

对我国未来风电产业的规划目标也进行了明确定

位。项目组在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

2020 年）》确定的 2020 年多种能源发展指标基础

上，根据预测的我国未来能源的需求，并确保实现

在 2020 年和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的 15%和 20%的国际承诺。因此，近、中、

远期的发展目标是：2020 年前积极有序开发陆上

风电，示范开发近海风电；2020 年—2030 年陆上、

近海风电并重发展；2030 年—2050 年实现东中西

部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全面发展。预计到 2050

年，风电可以为全国电力消费提供 17.8% 的电量，

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0 亿千瓦，在电源结构中约占

32.0%。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十年内，风能将在能

源和电力系统中占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

《风能》：对于我国未来风能发展所面临的挑

战，请结合“建议”来说明我国该如何应对？

李家春：我国风电行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

有并网消纳、核心技术、标准体系认证、市场机

制等。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在“建议”中提出了

如下四点对策措施：

第一，加强能源发展的统筹规划。鉴于我国的

多元化能源结构，能源中、长期规划必然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求风能、太阳能、水电

和核能的协同发展，也要求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

有序发展。同时，对风能发展的时间进程和主要风

电基地的空间布局也做出具体规划。特别是，能源

规划不仅要考虑装机容量，还要相应考虑配套的输

配电和储能装置的规划和建设，进一步加强区域合

作，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合作共赢。

第二，完善风电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议”强

调要真正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完善可再生

能源补贴机制，进一步理顺政府部门、开发企业、

设备制造企业以及电网之间的协调关系。同时，政

府部门要加速建立国家碳交易体系，适时实现可再

生能源电力发展的完全市场化。

第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我们认为一

方面国家要继续加大对风电产业研发和基础研究

的投入，重点解决风电关键技术问题，并建设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国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另一方面还

要加强对风能总体技术人才、国际化管理人才的培

养，为风电技术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值得提到的是，

“建议”还强调要建立我国权威的风电科学和技术

研发中心或国家实验室，在双向开放、互惠互利的

原则下，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第四，健全风电发展的服务体系。政府部门

要牵头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风电机组整机认证标

准，成立国家级风电机组测试中心，进一步完善我

国风电设备检测制度，逐步建立风电市场的准入门

槛和出口产品证书，以此来提升我国风电产品的质

量和信誉。另外，“建议”也提出了建立第三方服

务机构和充分发挥风能协（学）会作用的意见。

《风能》：除了“建议”中的内容，您个人认

为我国未来风电发展创新能力的主要着力点在哪

些方面？

李家春：谈到创新，我个人认为应从如下方

面考虑：一是利用先进技术保证风电机组的高质量、

长寿命、低成本，积极支持新型风电机组的研发活

动；二是通过风能资源精细评估和优化布局实现风

电场运行的高效率；三是依靠抽水蓄电、储能装置、

分散消纳和智能电网等技术，基本解决弃风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在机制、体制上有所突破，在投融

资模式上有所创新，进一步推广哈密至郑州特高压

输电、张北风光输储示范工程经验，这也是发展风

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值得探索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