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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风电建设前期工作会议纪要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05 年 6 月 2 日发布 发改办能源

[2005]1106 号） 

2005 年 5 月 16 至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风电建设前期工作会议。中国气象局、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气象局，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

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节能投资公司、神华集团公司

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以及风电设计、咨询和设备制

造企业的代表约 4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风电前

期工作会议以来的各项工作，研究讨论了完成 2010 年和 2020 年

风电发展目标的措施和要求，对下一步风电建设前期工作进行了

安排和部署。现将会议议定的有关事项纪要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风电前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以

煤炭为主，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已十分突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还将不断增加，因此，能源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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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境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风电是

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分布广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开发风电

是有效增加能源供应能力，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经过多年的发展，风力发电已成为技术最成熟、最具有大规

模开发和商业化发展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目前，世界风

电发展十分迅速。到 2004 年底，全球风电装机已达到 4700 万千

瓦，单机容量不断加大，发电成本大幅降低，展现了良好的发展

前景。与世界风电技术和水平相比，我国风电发展相对滞后，产

业基础比较薄弱，风电前期工作还不能适应大规模风电建设的需

要。 

目前，《可再生能源法》已经颁布，将于 2006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这将为风电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要实现风

电的大规模发展，必须做好风电建设前期工作，摸清资源，做好

规划。因此，各省(区、市)及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国家和民族

的长远利益出发，进一步提高对做好风电建设前期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认真按照国家关于风电建设前期工作的有关要求，保质保

量完成好风电建设的前期工作，为我国风电的大规模发展和国民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二、加强组织协调，按计划完成好已确定的风电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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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21 日一 22 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风电建设前期

工作会议提出的风电前期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风能资源

评价、风电场选址和大型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第一次风电前期

工作会议以来，各省(区、市)和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按照会

议的要求，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

总体来看，各地方和各项工作进展还不够平衡，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如有些地方还没有落实配套经费，也没有确定技术负

责单位，风电场选址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大型风电场预可行性研

究工作进展也不够理想。各省(区、市)和有关部门要在认真总结前

一阶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印发全国大型风电场建设前期工作会议纪要和全国大型风电场

建设前期工作大纲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03]1287 号)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04 年前期工作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发改投资[2004]1796 号)的要求，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加强对风电前期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加快风电前期工

作步伐，特别是要落实好配套工作经费，确定技术负责单位，明

确提出责任要求，并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确保按计划高质量完

成各项风电建设前期工作。 

三、认真做好风电发展规划工作，把风电发展目标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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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关于制定发展目标并分解发展目

标的要求，根据各省(区、市)风能资源特点，综合考虑经济、社会

和能源发展状况，将全国 2010 年和 2020 年规划的风电发展目标

分解到了各省(区、市)(详见附表)。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要按照附表分解目标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风电场工程前期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发

改办能源[2005]899 号)的要求，组织土地、环保、电网、气象等

部门，委托有关设计和咨询服务单位开展风电场工程规划工作，

编制各省(区、市)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作为落实风电发展目标和

指导今后风电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附表中所列的各省(区、市)风电规划目标是对各省(区、市)风

电发展目标的最低要求，如果条件具备，各省(区、市)风电发展目

标可以突破这一规划目标。 

四、关于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问题 

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区的草原和戈壁一望无际，长年

大风不断，风能资源十分丰富，但这些地区距离负荷中心较远，

电网结构也比较薄弱，制约了风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了合理

和有效利用风能资源，促进我国风电的健康发展，确保电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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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靠运行，对于具备成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地区，可按建设百

万千瓦级风电场的要求进行统一规划，除进行风能资源评价和地

质条件勘探外，要重点做好电网的规划设计、电力系统安全和经

济性评价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风电场建设和管理的有关意

见和建议。 

具有建设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条件的省(区、市)，应向我委

提出项目建议书并经审核同意后，由我委统一安排有关规划工作。 

五、关于推进风电设备国产化问题 

风电设备是风电建设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我国风电设备

主要从国外引进，致使风电场建设成本高，风电产业发展缓慢，

影响了风电的市场竞争力，也不利于我国风电的健康发展。因此，

加快风电设备的国产化是促进我国风电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风

电特许权项目采取了风电设备国产化率的要求，以促进风电设备

的国产化，但要真正实现风电设备的国产化，除实现零部件的国

内制造外，最关键的还是要全面掌握风电设备的设计和总装能力，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设备品牌。因此，为了加快风电设

备的国产化，除继续对风电建设提出设备国产化率要求外，我委

将认真总结风电特许权建设的经验，研究以实现风电设备国产化

为目的新的风电建设管理模式。各省(区、市)及有关部门和单位，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