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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陆上上风风机机寿寿命命通通常常在在 2200 年年左左右右。。 目目前前国国内内早早期期建建造造的的机机组组陆陆续续迎迎
来来““退退役役潮潮””，，但但相相关关具具体体政政策策法法规规亟亟待待出出台台——————

茫茫的西北戈壁滩上， 四台外壁
漆皮已有脱落的风机塔筒堆在一起，
叶片横放在一旁， 一些废弃塔架表面
还因渗油而残留着发黄的油渍；此外，
还有一些已经停运的老机组仍旧矗立
在“原位”，未得到有效处理。 这是记者
在西北地区某央企风电场看到的场
景。 该风电场也是我国第一批投入商
业运行的风电场。 问及仍未拆除的原
因，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在
早期先行先试时曾‘以大代小’换下来
一些老旧机组。 但后续退役的风机因
为相关政策目前还未明确， 又都属于
国有资产，因此还无法处置。 ”

这一现象并不是孤例。 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 陆上风机寿命通常在 20
年左右， 在风电开发相对较早的 “三
北”地区，目前已有大量风电机组逐步
迈入“暮年”。 相关数据显示，2025 年我
国预计将有超过 1000 万千瓦风机到达
“寿命”终点。 这些走向运营年限的风
场命运终将如何？

老旧风机面临两种“命运”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卫权告诉记者 ，
已经或者即将到达运行寿命风机通
常面临着两种“命运”。 “如果风机太
老太旧，很可能就会被拆掉，完全换
成新的； 如果只是效率有所降低但
没有到报废地步， 通常开发商就会
做一些技改措施，包括塔筒加高、叶
片加长或者控制系统升级等。 ”

记者所走访的上述风电场便面
临着第一种情况。 据上述央企高管

介绍，“以大代小” 意指用大风机更
换掉退役的小容量风机。 为更好地
利用当地风资源，提高风电场运行效
率，“以大代小” 也成为了当前风场
业主普遍选择的解决方案。

该风电场一位管理人员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风机运行
20 年后机械部件就会出现老化， 如果
要针对废旧零部件进行替换，目前难度
相对较大。 “对于上世纪末期进口的风
机或较早的机型，早期项目的配套备件
已经没有了，再去重新购买备件要花费
高价。 ”

但王卫权也告诉记者：“不论是风
电还是光伏，技术迭代都很快，15 年前
的产品到现在肯定已经更新了好几代
了，换新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能效提升空
间的。风资源最好的地区相对开发得更
早，但是如果占了好地方发电量很少也
是一种浪费， 所以技改还是有需求的。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未来风电和
光伏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很重要
的。 ”

风机退役具体执行政策缺位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近两年
来，我国多个省份已发布了老旧风机退
役相关政策指导。例如，今年 6 月，甘肃
省能源局就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新能
源产业链的意见》，其中提到，将启动老
旧风机退役更新换代应用，开展风机叶
片回收再利用循环试点工作。 然而，多
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具体的执行
措施，目前政策仍存在缺位。

上述央企高管指出：“第一，‘以大
代小’肯定涉及到增容。增容后还牵扯
土地问题， 把一部分小机组拆拆换成
大机组后肯定需要移位， 那土地政策
怎么办？是等面积替换还是重新征用？
还有草地、 林地的补偿方面都需要政
策配套。 第二，从监管方面来说，每台
风机相当于都有自己的‘户口’，如果
原来 300 千瓦的风机现在户口换成 2
兆瓦了，这个过程应如何衔接和协调？
同时，‘户口’更牵扯到批复问题，是否
需要重新核准、 怎么核准都牵扯政策
问题。 另外，还需要考虑到电价、补贴
问题。早期电价带补贴，现在风机替换
后电价如何执行？电价谁来批？实行平
价还是电价？ 这都将是企业考量的问
题所在。 ”

与此同时， 最终替换下来的风机、
叶片、塔筒钢材等“废品”，也面临着无
处可去的状态。

“目前行业比较通用的做法是将
淘汰下来的塔筒按照废弃物资来处
理， 钢铁等材料相对具有一定的回收
价值，可能会回到钢厂。 ”上述央企风
电场高管介绍， 风机较为难处理的部
分是叶片，“由于叶片属于是复合材
料，回收价值相对较低，进入这一领域
的企业相对较少。 目前也有企业在做
这方面的回收工作， 叶片粉碎处理后
可以作为添加剂添加到建筑材料里，
比如水泥等。 ”

相关市场正逐步培育

王卫权指出，目前风机技改或换新
的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 2010 年前的项

目， 开发较早的风场单机功率相对较
小，塔筒也比较低，有的单机容量只有
750 千瓦， 远小于现在大规模使用的 2
兆瓦及以上机型。“对于运营 10 年以上
的风电场来说， 如果换上了更高塔筒、
更长叶片、更大容量的风机，适用风速
的范围将有所扩大， 风机发电量将提
高，年发电小时数也有望增加。 ”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
长彭澎指出：“按照国家相关部门发布
的风电补贴政策，完成发电小时数后就
没有任何补贴了。 不论是自己延寿也
好， 还是选择效率更高的风机也好，在
管理上没有明确的说法，都取决于开发
商自己， 目前都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
如果当地消纳情况比较好，企业很可能
会选择去更新风机。如果消纳情况比较
差，电价定价比较低，换新的压力就相
对更大。 ”

业内普遍预计，距离我国风场第
一批大规模退役仍有 5 年左右，在此
情况下，叶片回收、风机更新的市场
正逐步培育。 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认
为，更新设备的需求将为设备制造市
场带来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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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度室看到，电子屏幕实时显示地下 500 多
米的工作场景， 不见煤尘飞扬， 只见设备有序运
转，滚滚乌金运往地面。 而在山西全省，现已建成
80 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煤层智能化开采技术居
于全国前列。 “今年计划建设 1000 个智能化采掘
工作面，到 2030 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比
国家规划提前五年完成。 ”苗还利称。

备受重视的还有绿色发展。 按照能源革命综
改试点“对特殊和稀缺煤类资源，除国家明文规
定或安全生产需要外，原则上采用无煤柱开采和
充填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的要求，山西进一步
扩大煤炭绿色开采试点范围。 “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清洁低碳原则，实施源头治理、全过程控
制，在煤矿设计、建设、生产等环节，全面采用清
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从源头减轻煤炭开采对
生态、地下水资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向社会提
供清洁煤炭产品。 ”苗还利说。

手握“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金字招牌，山西全力破难题、蹚新路。 紧扣能源
革命排头兵目标要求，煤炭产业也在书写新答卷。

苗还利表示，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创
新、绿色、智能、安全”为方向，山西煤炭将深化开采
利用方式变革， 全面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
不断增强山西煤炭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全行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主动走出舒适区，为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山
西已完成原有七大省属煤企新一轮战略重组，由
“一煤独大”向煤层气、新材料、高端化工等多元产
业延伸。 “必须充分挖掘煤炭资源价值，聚焦新材料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把煤炭资源优势转变为材
料优势、先发优势、创新优势，全力打造新材料领域
知名品牌。 ”华阳集团董事长翟红称。

晋能控股集团董事长郭金刚表示， 新成立的
晋能控股由原同煤集团、晋煤集团、晋能集团联合
重组，同步整合潞安集团、华阳新材料科技公司相
关资产和改革后的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一
跃成为全国第二、全球第三大煤企。 践行“创新、绿
色、卓越、高效”的新发展理念，将倾力打造在国内
乃至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高科技、高效率、智
能化、环境友好型现代能源旗舰劲旅。

苗还利告诉记者，下一步，山西将坚持创新
驱动、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市场主导、开发合作
的总体思路。 “到 2025 年，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
地初具规模，煤炭供应能力稳定，大型煤炭基地、
大型骨干企业集团、大型现代化煤矿主体地位更
加突出，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效
率、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绿色开发和清洁高
效利用水平显著增强，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煤炭产业管理水平和治理
体系实现现代化，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取得阶段性进展。 ”

目标笃定：2025 年高质量发展
取得阶段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