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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在2019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暨展览会上，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平价上网之后，风电市场规模并不会出
现大幅萎缩，仍会保持平稳、可预期的发
展趋势。与此同时，风电也将快速回归
电力本质，进入电力市场化的新时代，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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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过去，规模较小的独立页岩勘探商是

美国石油生产的主力军，但由于近几个月

油价下跌，华尔街对这些勘探者的态度也

发生了巨大转变。目前，美国大部分页岩

油行业资金管道已接近枯竭，这导致钻探

公司破产，并对该行业迅速增长的石油产

量构成威胁。

页岩油行业资金枯竭
美国能源独立之路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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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 黎

近半年来，抢装潮推动风电设

备价格一路高涨，行业如何在波动

中保持稳定有序发展？风电如何抢

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激发新动能？

10月21日，在2019北京国际风

能大会暨展览会上，多位业内人士对

记者表示，平价上网之后，风电市场

规模并不会出现大幅萎缩，仍会保持

平稳、可预期的发展趋势。与此同

时，风电也将快速回归电力本质，进

入电力市场化的新时代，让更多的人

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

理性面对短期抢装

随着今年电价政策调整，风电行

业掀起新一轮抢装潮，市场整体呈现供

不应求局面，导致风机价格加速上涨。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近期风电整

机千瓦招标价格已超过3800元。而

在2018年9月，风机投标价曾跌破

3000元/千瓦，一年内涨幅近30%。

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

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明确2018年底之前核准的陆上风电

项目，2020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

国家不再补贴；2019 年 1月 1日~

2020年底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

2021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

不再补贴。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

统计，约有 67GW 存量项目需在

2020年底前完成并网。公开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内风电公开招标

量达 32.3GW，同比增长 93.4%。

1 月~9月，全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

1348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

到1.98亿千瓦。同期，全国风电发电

量28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

“目前整机涨价，是供需关系导

致的，是上游供应商提价等综合作用

的结果。”远景能源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田庆军表示。

一方面是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却

是供应紧张、交货期延长。多位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近几个月，违约涨价

的整机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对此现

状，协合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行政

总裁余维洲颇感无奈，“原有订单都

在催货，但有些风机厂表示已经没货

了。”他认为，如果明年风机价格依然

居高不下，步入平价的光伏发电将比

平价风电更具优势。

面对抢装潮，风电设备企业的认

识相对理性。

“价格被推高其实是恐慌情绪的

影响。更严峻的是，这样大的需求怎

样实现高质量保障。”新疆金风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曹志刚表示。

田庆军认为，当前市场已发标项

目规模约为7000万千瓦，目前整机

供应链的能力显然难以支撑。他建

议开发商可以考虑将风资源较好的

地区，转成平价项目。“风机产能这两

年被扩张后，2021年将出现产能过

剩，开发商成本将会降低。”

“这次抢装的存量项目里有部分

不具备并网条件，希望整机厂和开发

商能坐下来协商，盘点一下项目，可

以解决缓解许多矛盾。”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秦海岩呼吁说。

余维洲也对记者透露，“我们正

在把存量项目转为平价项目，加紧

催装。”

此外，对于目前风电设备价格上

浮，以及抢工期、抢设备供应等现象，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副司长李创军认为，风电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一个“稳”字。希望企业按照

“十三五”规划和电网实际送出能力，

以及环保的各项要求量力而行，客观

理性地推进项目建设进程，高质量完

成每一个项目开发，不给未来留下任

何风险隐患。国家也将对各地规划

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确保行业的平稳

有序，避免大起大落。

分享市场化红利

抢装潮之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

暴跌？同样也是当前行业最为关注

的问题。会上，多家企业对未来几年

风电产业持续平稳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

事业部副主任张晓潮认为，政策推动

我国清洁能源不断前行，“2020年

后，发展速度不会降下来。”

对此，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利志持

相同观点，他表示，从我国当前人均

消费电量、绿色发展需求以及风电设

备企业面对平价上网的技术准备等

三方面来看，不只未来5年，甚至未

来20年，“中国风电发展都没有任何

问题。”

完成电价补贴退坡、最终实现平

价上网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整体

趋势。据《中国风电2019》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第一批风电平价上网项

目已达56个，装机容量451万千瓦。

“2021年后，陆上风电要全面实

现平价目标。去补贴后，需要更好地

落实支持风电发展的有关政策。”

李创军表示，应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

要求加强对保障性收购政策落实情

况的监管，降低各类非技术成本，为

降低成本、推动实现全面平价目标、

提高整体竞争力创造条件。

平价无补贴时代的到来，同时也

为风电产业按下了高质量发展的快

进键。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

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李俊峰表

示，面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迎来

了高比例发展的时代。现在风电已

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发电电源，每年

新增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为推动我国

能源转型注入了新活力，并将和光伏

一道改写历史。

“平价、竞价市场来临，产业链协

同质量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棋分析说，例如：未来主机厂

需要和各大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在

设计、成本模型、质量等多方面，适应

平价产品的市场需求。

通用电气公司陆上风电中国区

总经理高进表示，风机加速向大兆

瓦迭代，即将开启跨越式进步。“采

用平台化技术，许多工作在未来几

年将会有很大进步。比如叶片实

现了经济性的插接方式，通过把末

端变成更轻更长，将发电量提升几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怎样让更多的人

享受风电发展带来的红利，成为推动

行业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风电要再次腾飞，必须与社

会、产业、老百姓的生活融合起

来。”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

所长王仲颖分析，德国每平方公里

风电装机容量约为166kW，而截至

2018年底，中国每平方公里风电装

机容量不足 19kW，仅为德国的

11%。如果在每180亩地的田间堤

埂装一台2MW风机，18亿亩耕地

的田间可以安装200亿千瓦风机。

田庆军分析说，面对国家绿色

发展需求，新能源有望成为县域经

济的新支柱。风电占地面积较小，

在平原地区，安装3MW风机，建设

一座10万kW的风电场，仅需16亩

地，6年税收减免优惠结束后，每年

可为当地带来1000余万元的财政

收入，此外未来20年运维期也将对

经济作出贡献。“如果县里参与投资

或土地入股，还可享受项目的收益

分成，一定要把风电开发的利益捆

绑起来。”

风 电 进 入 电 力 市 场 化 新 时 代
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第一批风电平价上网项目已达56个，装机容量451万千瓦

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充分利用沿海风力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环保清洁的风电产业，在平海湾、南日岛等

地大面积建设陆上、海上风电场。目前，风电并网容量达94.2万千瓦。图为位于莆田市平海湾上的风力发电机。

（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山西煤层气开发
实现产业化
明年，煤层气年产值将达

1000亿元左右

本报讯 山西燃气集团总经理王保

玉日前在2019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

坛上表示，近年来山西加快推进煤层气

资源开发利用，让煤层气真正实现了变

“废”为宝，变“害”为利，昔日的“煤矿杀

手”如今正成为高效清洁的能源。

煤层气俗称瓦斯，被称为煤矿安全

“第一杀手”。同时，煤层气也是高效清

洁的能源，1立方米纯煤层气热值相当

于1.22千克标准煤、1.13千克汽油。我

国煤层气储量约30万亿立方米，位居全

球第三。

山西是我国煤层气资源富集程度最

高、开发潜力最大的省份之一。数据显

示，山西省境内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

气地质资源量约8.31万亿立方米，截至

2018年底，山西省煤层气累计探明储量

6675亿立方米。

“过去，由于开采利用技术滞后等因

素，为了开采安全，煤矿企业会将瓦斯直

接排放到空气中。”王保玉说，但是将其

抽采出来处理后，可以作为发电燃料、工

业燃料和居民生活燃料，也可液化成汽

车燃料等，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

也避免了直接排放带来的空气污染。

为了推进山西煤层气产业发展，从

2016年4月起，原国土资源部在山西开

展煤层气矿业权审批改革试点。2017

年8月，山西发布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

规划；2017年11月初，山西面向全国公

开出让10个煤层气区块探矿权，不断加

快煤层气开发利用进程。

位于沁水盆地的寺河煤矿是山西晋

煤集团旗下的一座千万吨级高瓦斯矿

井，绝对瓦斯涌出量为1665立方米/分

钟。过去，为解决瓦斯问题，煤矿每年都

会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瓦斯治理。

近年来寺河煤矿坚持井上井下共

抽、煤与煤层气共采，实现了煤炭生产采

前、采中、采后各阶段的煤层气抽查全覆

盖。2018年，寺河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

8.07亿立方米，瓦斯已成为企业除了煤

炭以外的又一大效益源，不仅实现了高

瓦斯矿井的低瓦斯开采，还为企业多元、

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山西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

煤层气勘查开发，正成为山西省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

要路径。2018年山西煤层气地面抽采

量达到56.57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其

中利用量为53.94亿立方米，约占全国

的90%。与此同时，山西煤层气开发逐

步实现产业化，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东缘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初步构建了上、中、下游一条完整的

煤层气大产业链。

根据《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

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山

西省煤层气年抽采量将力争达到200亿

立方米，煤层气勘探、抽采、运输、转化全

产业链条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王飞航）

□ 王殿常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通报了一起

典型案例：某地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平

时不作为，等到要考核问责时就搞

“一刀切”，造成辖区部分街镇餐饮企

业大面积停业，400余家板材企业集

中停产，20多家货运停车场停业，严

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是典

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现。急时

“一刀切”，是因为平时不作为。大气

污染治理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

复杂性的工作。只有久久为功、常抓

不懈，保持“常治”状态，才能治出成

效、治出长效，真正让群众满意。平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核时搞“临时

抱佛脚”的所谓应急手段，不仅治不好

污，而且会损害群众利益。

今年9月起，生态环境部开展了

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要

解决的，就是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不闻不问、敷衍整改等平时不作

为问题，同时坚决纠正一些地方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不分青红皂

白地“一刀切”行为。督促平时不作

为的地方和部门切实加强日常监管，

从源头上解决“一刀切”问题，才能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和守法

企业的正当权益。

之所以会发生临到考核时“一刀

切”的问题，说到底是当地官员的政

绩观出了偏差。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树立正确

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群

众要的不是一时的盆景，而是看长期

的成效。只有把群众的满意当标准，

才能真心实意、扎扎实实做好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如果只是想着“过关”，

就难免会平时松懈，为了迎检搞一些

临时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

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

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

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不仅要

求我们把污染治理工作做好、做足，让

成效更实、更长，更呼唤着发展的全方

位“升级”，从根本上避免平时不作为、

急时“一刀切”。当前，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必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切实转

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生活

方式。统筹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不再重复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正当其时，也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

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这也要求我们，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要协调好与经济社会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问题，不能超越所处

的发展阶段；处理好环保投入与经济

发展水平的关系，既要量力而行，又

要尽力而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

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

《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认为，进

入 10 月，北方地区的取暖季又将来

临，大气污染防治再次迎来考验。相

信，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

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一定能打赢蓝

天保卫战，进一步筑牢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蓝 天 保 卫 战 重 在“ 常 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