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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上上风风电电基基地地布布局局呼呼唤唤顶顶层层设设计计
建建议议加加大大国国家家在在资资源源、、规规划划、、政政策策等等方方面面的的统统筹筹力力度度，，形形成成有有序序发发展展格格局局

■■本报记者 苏南

核心阅读

我国海上风电起步较晚，基本位于滩涂、浅水区域，目前广东、江
苏、山东等省海上风电研发基地建设存在各自为政、无序发展的现象。

资讯

福耀玻璃跨界光伏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实习记者 董梓童

核心阅读

相比传统玻璃，光伏玻璃具有更高技术要求，但总体而言，玻璃制
造行业门槛和技术含量不高，远低于电池技术、晶硅技术。 汽车玻璃企
业转而生产光伏玻璃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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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海上风电装备
质检中心投入使用

本报讯 日前，从广东阳江高新区
的国家海上风电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获悉，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国家
级海上风电装备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
台近日已正式投入使用。 一期工程已
经建成叶片全尺寸结构实验室、 化学
实验室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可对风电
叶片的设计与试验参数进行预判，为
风电叶片的生产、使用提供设计依据。

据国家海上风电装备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实验室副部长吕路勇介绍，叶
片检测中心能够满足 150 米风电叶片
的全尺寸结构试验，从长度、功率、质
量、 载荷等方面通过设计参数的相关
性分析， 构建了叶片关键参数的预期
评估模型， 对风电叶片的设计与试验
参数进行预判， 模拟风电叶片在实际
运行中的状态， 为项目建设提供设计
依据。

据了解， 阳江国家海上风电装备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计划总投资 3.5 亿
元，是国内最大、检测能力最强的风电
设备检验检测基地， 也是目前国内市
场上唯一一个可以开展 150 米叶片全
尺寸试验的风电叶片检测中心。目前，
中心组建了由 30 名核心技术人员组
成的检测团队， 已收到全国多地的检
测订单。

据悉，下一步，国家海上风电装备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将建设轴承、 齿轮
箱、发电机、变流器等关键零部件测试
系统以及整机传动链测试平台与并网
测试平台， 努力形成覆盖风电全产业
链的风电装备检测认证与质量监督检
验体系。 （梁运龙）

甘肃酒泉将倾力培育
新能源产业基地

本报讯 《中共酒泉市委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
称《建议》）日前获得通过。

《建议》指出，将倾力培育新能源
产业基地。 坚持“基地化推进、大电网
外送”思路，加快建设风光水火核多能
互补、 源网氢储为一体的绿色能源体
系，主攻千万千瓦级风电、光伏光热、
电网升级、调峰电源、储能装置等八类
工程，集中精力做大产业规模，做优发
展质量。加大平价风光电开发力度，力
争新增电力装机 2000 万千瓦以上。

同时， 争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
点，开展碳汇交易。加快建设以玉门为
起点的第二条电力外送通道， 开拓省
外电力消纳市场， 扩大高载能产业规
模， 稳步开展增量配售电改革试点和
大用户直购电交易， 积极发展新能源
汽车，扩大清洁能源供暖覆盖面，促进
风光电上网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建
成千亿级规模的清洁能源产业链。

《建议》指出，倾力培育酒泉经开
区以装备制造为主的产业基地。 围绕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发展装
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重点突
出高端新能源、石化、电工电器装备
研发制造，大力引进光热装备制造企
业，培育一批带动性强的高新技术项
目， 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
建设新能源备品备件交易市场，实现
装备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建成辐射甘
肃省乃至西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示
范区。 （陈忠）

东方风电海上大风机
多功能吊具测试成功

本报讯 1 月 14 日 ， 东方风电
10MW 海上风机多功能吊具在山东
蓬莱测试成功，这是目前国内大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叶片吊装的优异解决
方案，创新性的解决了非平衡状态下
超大扭矩的风轮盘车给单叶片吊装
技术应用带来的行业难题，打破了盘
车装置的国际垄断，让海上风机单叶
片吊装更加便捷高效。 东方风电在在
海上风电单叶片吊装技术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牢牢将目前国际领先水平
的单叶片吊装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手里。

10MW 海上风机的问世，刷新我
国海上风电机组单机容量新纪录，有
力促进了我国海上风电的发展， 但因
其超大的单机容量和叶轮直径， 给海
上吊装作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 为更好适应大兆瓦海上风力发电
机组的安装需求， 东方风电技术团队
深入研究单叶片吊装技术， 立足于国
内现有吊装船资源， 不断论证单叶片
吊装工艺流程，全力攻克技术难关，最
终， 适用于大兆瓦海上机组的单叶片
吊具测试成功落地。

东方风电 10MW 海上风机单叶
片多功能吊具 ， 可适应+30° — -
60°大角度区域安装， 可满足 45 吨
叶片吊装。 单叶片吊装方案将叶片
吊装的安全临界风速从 8m/s 提高
到了 15m/s，大幅延长了吊装作业的
窗口期， 突破了海上吊装作业风速
边界限制。 （王效宇）

日前，福耀玻璃发布公告称，公司拟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批准授
权公司新增发行 H 股， 本次增发 H 股的
总数不超过 1.01 亿股。 根据公告，本次发
行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偿
还有息债务、研发项目投入、优化公司资
本结构、扩大光伏玻璃市场以及一般企业
用途。 这是福耀玻璃首次公开明确加码光
伏玻璃业务。

根据公告，福耀玻璃参照 H 股股价走
势以及国际市场估值水平进行定价，本次
发行的定价不得低于厘定配售或认购价
格日期中的前五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
的 80%，以福耀玻璃 8 日港股收盘价 51.48
港元/股计算， 本次募资规模达到约 41 亿
港元。

作为汽车玻璃行业的“龙头老大”，福
耀玻璃为何在此时跨界光伏玻璃板块？ 这
又将给光伏玻璃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产能缺口大转型门槛低

“目前， 国内光伏玻璃产能还不能满
足全部下游组件企业的需要。 越是大尺寸
产品，玻璃供应越偏紧。 ”隆基股份品牌总
经理王英歌告诉记者，由于组件宽度发生
了变化，只有新增玻璃产能才能满足大尺

寸组件的需求。
集邦咨询旗下新能源研究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以来光伏玻璃价格
涨幅超过 80%，至 2020 年 11 月底光伏需
求市场主流的 3.2mm 光伏玻璃价格已上
涨至 45 元/㎡左右， 部分散单价格更是高
达 50 元/㎡。

供不应求、价格高企，究其原因，光
伏玻璃生产的工艺要求成为重要影响因
素。 有行业专家指出，目前，用于光伏玻
璃生产的窑炉开口设置无法调整， 不能
通过改造兼容大尺寸产品。 现有的小窑
炉无法满足 182 毫米 、210 毫米等大尺
寸组件对光伏玻璃的需求， 只有近一年
新投产的上千吨大窑炉才能满足大尺寸
组件需求的 1.1 米玻璃宽幅。 “这就吸引
了部分玻璃企业跨界进军光伏玻璃市
场。 同时，相比传统玻璃，光伏玻璃的确
具有一定技术要求，但总体而言，玻璃制

造行业门槛和技术含量不高， 远低于电
池技术、晶硅技术。如果汽车玻璃企业转
而生产光伏玻璃并不难。 ”

■■为浮法玻璃找到新出口

对于光伏玻璃价格上涨、 供应紧张
的局面，上述专家指出，其主要原因就在
于双面双玻组件渗透率的不断提升。“此
前， 双面双玻组件的玻璃用的是压延玻
璃， 但由于当前压延玻璃的产能并不能
支撑市场需求， 部分生产企业开始尝试
采用浮法工艺，从而提升产量，缓解供应
紧张的情况。 ”

浮法玻璃成为压延玻璃的替代选择，
也让福耀玻璃跨界光伏有了契机。 2020
年，福耀玻璃便将过剩的浮法玻璃产能投
向了光伏行业。 福耀玻璃美国全资子公司
福耀玻璃伊利诺伊有限公司投建太阳能

背板产线，将部分浮法玻璃加工成用于光
伏组件的背板玻璃。

长城证券相关研报指出，福耀玻璃此
次加码光伏玻璃，一方面是为公司打开新
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浮法
玻璃外售的毛利率，不必再把其当做低价
的建筑级玻璃外售。

■■行业集中度正在下降

“从 2020 年底开始， 彩虹新能源、福
莱特、 洛阳玻璃等企业接连披露消息，光
伏玻璃的扩产节奏非常迅猛。 如今，福耀
玻璃又宣布进军光伏玻璃的生产。 至此，
以信义、福莱特为双龙头的光伏玻璃竞争
格局已经面临巨大冲击 。 ” SOLAR鄄
ZOOM 新能源智库分析师马弋崴指出，
2020 年光伏玻璃价格暴涨的结果是行业
集中度下降。

放眼未来市场， 集邦咨询新能源研究
中心分析指出，整体而言，2021 年光伏玻璃
计划投产项目共计 10300t/d， 下半年投产
相对集中。 但受施工进度、各项审批及市场
运行等影响， 点火时间或有所调整。 随着
2021年下半年包括一些新增的光伏玻璃制
造产能陆续释放，预计到 2022 年上半年光
伏玻璃供需紧张形势或将得到缓解。

近年来，南水北调水源地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力实
施生态宜居工程和移民后续
（20 年 ）扶持工程建设 ，流转
土地建成 1400 亩装机容量的
清洁能源光伏产业，以及上万
亩现代农业园、生态园 、产业
观光园， 既为村集体带来了
“流转租金”收入，又为村民提
供了“劳务就业”，帮助农民增
收。图为十堰市郧阳区卧龙岗
光伏新村。 人民图片

“十三五”的五年是我国海上风电快速
发展的五年，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海上风
电累计并网装机量超过 750 万千瓦， 超额
完成“十三五”目标。这期间，广东、江苏、福
建、 山东等沿海地区海上风电基地建设如
火如荼。 在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十
四五”期间，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前景乐观，
不过， 目前过于同质化的海上风电基地建
设，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建议加大国家层面
统筹， 着力提升技术创新和我国自主创新
的能力。

海上风电基地遍地开花

如果说，“十一五”、“十二五” 是我国
大型风电基地的起步发展期，“十三五”就
是陆上风电基地、海上风电基地建设的爆
发期。 如今，陆上风电基地的投资热潮正
在海上领域重演。虽然我国海上风电基地
还宛如蹒跚学步的小孩，但是步子却迈得
很大。

记者梳理发现，如今，我国海上风电基
地远不止国家“十三五”规划着重建设的江
苏、福建、广东三省，渤海周边的河北省、辽
宁省、山东省、浙江省同样规划了诸多海上
风电基地项目。以山东省为例，去年明确表

示规划了三大海上风电基地， 即渤中基地
890 万千瓦、半岛北基地 30 万千瓦、半岛
南基地 680 万千瓦，共计 41 个风电场。

与此同时，上海电气、远景能源、金风
科技、明阳智能、中国船舶集团、华能集团、
三峡新能源、 中广核新能源等企业也纷纷
加入海上风电基地建设“阵营”。 仅上海电
气一家就在全国建有广东汕头、福建莆田、
江苏如东三家海上风电生产基地。

今年初， 海上风电资源并不丰富的广
西也瞄准了海上风电基地。 1 月 6 日，广
西·钦州国际海上风电产业园正式开工，旨
在打造涵盖高端海上风电产业链装备制造
基地、海上新兴产业培育基地、海上风电一
体化运维中心、高标准研发中心、海上风电
大数据中心在内的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全
产业链基地。

基地同质化现象严重

记者梳理各省规划的海上风电基地发
现， 有的省拟建设高端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基地， 有的省规划海上风电设备研发和服
务基地，有的省规划形成整机制造、关键零
部件生产、 海工施工及相关服务业协调发
展的全产业链基地。 不过，归根结底，均是

以做大做强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业为主，围
绕海上风电研发、 装备制造和运营维护基
地等作文章。

“我国海上风电起步较晚，基本位于滩
涂、浅水区域，目前广东、江苏、山东等省海
上风电基地建设存在各自为政、 无序发展
的现象。”一位参与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
究项目 “海上风电支撑我国能源转型发展
战略研究”的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海上风电基地建设缘何陷入同质化严
重的怪圈？究其根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
求政绩，把“大干快上”海上风电产业作为
推动未来一段时期地方经济的引擎。“没法
子，都不愿意 GDP 外流。 ”一位风电制造
企业高层人士对记者直言，如今，不少地方
政府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拉动经济增长、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 而海上风
电基地自然成为争抢的“香饽饽”。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坦
言，开创一片新蓝海太难，同质化的开发策
略节约时间和成本， 海上风电基地即可帮
助地方政府顺利招商引资， 还可实现有限
资源最大效益， 地方政府自然趋之若鹜。
“对于风电制造企业而言，在企业未来发展
和考核竞争的压力下，入局者众多。 ”

亟待实现高质有序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 海上风电基地建设
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或单一企业主导， 与其
他行业和部门之间缺乏协同， 省与省之间
的规划缺乏差异化。总体而言，我国海上风
电基地布局尚缺宏观统筹和整体规划。

“海上风电是风电的未来， 代表了风电

整机、零部件、海洋工程、海上运维等最新技
术，关键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议发挥中
央、地方、企业各方积极性，加大国家在资源
统筹、整体规划、政策支持等方面力度，实现
规模发展与科技创新并重，启动海上电网规
划建设，形成全产业链的优化布局和有序发
展格局。 ”上述专家对记者直言。

此外，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十四五”时
期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窗口期，做好“十
四五” 海上风电规划对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和能源产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十
四五”期间，亟需发挥我国体制优势，组成
海上风电多领域“联合兵团”，在国家推动
下，形成轴承、齿轮箱、芯片、运维软件等多
领域攻关。 未来要把规模发展和技术创新
作为海上风电的两件大事， 整体布局整体
推进，克服只注重容量、规模，忽略技术创
新和自主化的问题。

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风电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于文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
四五”期间，制造企业要改变重市场轻技术
的惯性，重点抓好产品制造质量，攻克机组
主控系统国产化难题。 运营企业要克服各
自为战和企业内部保护等行为造成的集控
系统和远程诊断系统大规模低水平建设的
问题。 加强企业间交流， 发挥行业协会作
用， 大力研发和推广云应用技术是我国实
现风电技术“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此外， 业内人士还建议，“十四五”期
间，海上风电应适当考虑向远海发展。 “近
海的项目基本在‘十三五’期间核准完成，
后期项目布局重点是深远海， 而深远海风
电，从海域上讲不属于哪个省份，必须且只
能在国家层面统一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