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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上三峡”   
转动“绿色梦想”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 ,

世界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设施规划，

全球的核电发展将进入一个“后福岛时期”。在

后福岛时期，核电发展停滞带来的电力缺口将由可再生能

源填补，风力发电面临着一次大好的发展机遇。江苏省盐

城市审时度势，在原先几年不断对沿海风能资源禀赋进行

调查研究和认证开发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风力发电

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的力度。在 2011 年 9 月 25 日结束的

盐城市第六届党代会大会上，明确提出举全市之力推进沿

海发展，充分发挥盐城沿海空间大、岸线长、滩涂多、“风

光”好的优势，以战略资源换取战略产业，以特色码头招

引特色项目，以特色项目培植特色产业，依托特色产业建

设特色园区，努力在争取国家、省重大项目布点，引进央

企、外企、民企领军企业上实现新突破，着力打造特色鲜

明、有较强竞争力的“风光互补”产业基地、电力能源基地、

海洋生物产业基地、临港高端装备产业基地。也就是说，

盐城从2012年起，将举全市之力、集全国之智、吸全球之才，

起步开建绿色能源之都，努力打造“海上三峡”，转动“绿

色梦想”。

优势明显，资源充沛
“盐城最大的空间和潜力在沿海，沿海兴则盐城兴。

今后五年，沿海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我们要继

续坚持规划引领、综合开发、‘三港’联动、创新发展；

继续坚持特色产业港定位，扬长避短、错位发展；继续

坚持以开放促开发，汇聚国内外资源要素进军海洋；继

续坚持夯实基础，开发与保护并重，使沿海不仅成为

盐城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成为科学发展示范区。”

在 201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盐城市第六届代

表大会上，市委书记赵鹏在开幕式报告中强调。盐城市

杨雪峰

地处江苏沿海三市的中间位置，南与

南通市接壤，北与连云港市毗邻，拥

有 580 多千米海岸线，在全省可发展

风电总量中占 2/3 以上；滩涂总面积

680 万亩，尤其是潮间带和淤长型辐

射沙洲总面积不仅在全国居于第一，

全世界也绝无仅有。据风能资源专家

顾为东几十年的调查研究，认为建设

中国绿色能源之都，希望在江苏，重

点在盐城；他在 2001 年主持江苏省重

点研究课题《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江苏

沿海发展战略》论文中表示，江苏沿

海的东台、大丰、如东 3 市所辖的浅

海辐射沙洲风能资源十分优良，非常

适合发展大规模风电；这一发现立即

得到了江苏省发改委和 3 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将过去仅在岸线附近规划发

展风电的视野延伸到整个浅海区域。

在全球的沿海沙滩中，仅有中国

大丰、东台、如东海域和英国莫克姆

海湾共两处大规模淤长型辐射沙洲，

其中位于大丰、东台海域的优势更为

显著，且每年以 100 米左右的速度向大海延伸，总

面积达 2.4 万平方千米，相当于 3.5 个新加坡的国

土面积。东台浅海辐射沙洲具有独特的风力发电资

源优势，大部分沿海岸线和滩涂均可成为建设风电

场的基地。特别是沿海辐射沙洲，具有优良的风能

资源，70 米高平均风速达到每秒 7.4 米；潮间滩涂

140 万亩，70 米高平均风速每秒 8 米；再向东延伸，

近海还有大片辐射状浅水沙滩 400 万亩，70 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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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每秒 8.4 米。东沙岛更是目前难得的建设大型海

上风电场的理想场区。

基于江苏沿海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风能优势，

江苏的风能发展战略已融入国家风能发展战略之中。

“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家加大投入，地方加大融资力

度，外商纷纷看好盐城。大规模绿色能源基地的建成，

将进一步推进全省沿海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相关科技技

术的快速进步。与此同时，江苏风电产业基地建设的

基础理论和发展战略以及风能产业化研究在全国也处

于领先水平，盐城又是重中之重，得到国内外能源研

究机构的高度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盐城还拥有大丰港、射阳港、滨海港、

响水县陈家港等四个国家一、二类开放口岸，还有一

个国家一级空港和配套成网的内河运输港群。2009 年

江苏沿海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以上海为中心

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交融盐城，盐城左右逢源，躬得



70

海洋开发与管理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在 水 一 方

2011 年第 12 期

良机，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有

利于风电、光伏产业发展的新政策、

新措施，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

文环境都十分有利于打造“海上三

峡”，建设“绿色能源之都”。

强劲崛起，态势喜人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的配合下编制了江苏省风电发展

规划（2006 年 -2020 年），其中涉

及陆地和近海风电的分布发展规模，

即到 2020 年，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2100 万千瓦，其中陆地 300 万千瓦、

近海 1800 千瓦。“2100 万千瓦”的

总量正好接近三峡工程的发电量，

故江苏省于 2009 年就提出建设“海

上三峡”的战略构想。盐城市超前

谋划，大力推动海上风电产业的发

展，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大力发展光

伏产业，努力争取“风光互补”，

建设绿色能源基地。

“风电”一马当先

2011 年新年伊始，在波涛滚滚

的黄海上，盐城市响水县海上风电

场首台机组吊装完毕，这也是江苏

省安装完成的首台海上风电场机组。

沿海岸线向南，东台海上风电一期

工程 30 万千瓦已完成了海上测风塔

建设，开始接受测风数据；大丰、

滨海、射阳等地海上风电开发也紧

锣密鼓地进行，被称为“海上三峡”

的近海风电场工程开始现身盐城。

1 月，盐城 105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签约仪式举行，盐城沿海6县（市、区）

海上风电场装机总量将达到 1230

万千瓦。

2011 年春节过后，国内各风机

生产巨头齐聚盐城，在设计、材料、

设施及海上交通等方面展开了激烈

的竞争。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风机

生产厂家，华锐风电落户盐城，为

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提供 3

兆瓦的风机；华锐风电 5 兆瓦风电

机组项目开工奠基仪式继而又在华

锐风电盐城产业基地举行，项目总

投资 15 亿元，致力于 5 兆瓦大型海

上及潮间带风电机组的研制和规模

化生产；华锐海上风电装备研发中

心项目亦已开建，成为全国唯一以

海上风电技术装备为研究对象的国

家级研发中心，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16 家国家能源研发（实验）中心。

此外，中电投集团与滨海港正式签

约，投资 80 亿元建设 50 万千瓦海

上风力发电项目。新疆金风科技公

司在大丰经济开发区投资 30 亿元建

设海上风电机组产业化项目，打造

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研发、生产和

出口及服务基地。长江三峡开发总

公司、长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华风电等也把盐城的连陆滩涂、

潮间带、暗沙等三个区域纳入企业

发展蓝图中。

在江苏沿海打造“海上三峡”、

建设千万级海上风电场是国家发改委

的重大决策。2010 年，盐城市 4 个

海上风电特许权项目定标，经过一系

列的审查、评估和论证，目前项目已

经上报，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厉兵秣马、

各就各位，项目一旦获准便可进入全

面施工，“海上绿色三峡”正向人们

展示美好和诱人的前景。

现代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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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急步跟进

太阳能光伏产业是盐城市重点

扶持发展的新兴高新技术产业之

一。盐城光伏资源丰富，平均日照

峰值时数可达 3.98 小时，属于太阳

能资源较丰富的Ⅱ类地区。沿海已

布点的 6 个陆上风电场区域在 300

万平方千米左右，在这些风电场内

适宜同时建设地面光伏电站，发展

“风光”互补发电产业。盐城是光

伏地面并网电站的重要布点区域，

现有太阳能光伏产业企业 3 家，分

别落户于亭湖区、盐都区和阜宁县。

位于阜宁的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是盐城市最大的光伏企业之

一，于 2008 年 11 月建成投产，为

全国第 8 家投产的多晶硅生产企业，

一期工程设计年产能为 500 吨；企

业抢抓国际多晶硅市场复苏的大好

时机，加快科技改造步伐，加大生

产 力 度，2011 年 一 季 度 实 现 销 售

5600 多万元，同比增长了 400%；

企业的快速发展源自市场的繁荣，

面对大好形势，特华公司一方面开

足马力，加大生产力度，实现产能

最大化，另一方面降本增效，投入

１亿元新上二期技改项目，下降生

产 成 本； 截 至 2011 年 9 月 底， 特

华公司已实现销售 2.3 亿元，同比

增加 500%。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

令人刮目相看。

亭湖区伯乐达集团光伏产品目

前也是即产即销，企业 2010 年新

上两条生产线的产能得到迅速释

放， 截 至 2011 年 9 月 底， 已 实 现

开 票 销 售 2.9 亿 元， 是 2010 年 同

期的 8 倍以上。同时，阜宁协鑫蓝

宝石项目一期正在抓紧设备现场安

装，力争 2012 年上半年投产运行，

预计一期可形成销售 10 亿元；围

绕光伏产业链延伸的盐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协鑫光电盐城 LED 项目、

阜宁鸿海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等一

批重大项目也已签约或开工建设或

已经投产达效。

在盐城市沿海滩涂，一块块太

阳能电池板整齐地摆装在广袤的潮

上带，一座座太阳能发电厂正在筹

建中。盐城市区东郊有座环保产业

园，60 平方千米核心园区的全部路

灯都是靠太阳能自发电；园区的接

待办公大楼“绿巢”，采用 16 项国

内一流的节能新技术，照明、调温

等全部靠太阳能维系运行。盐城的

光伏产业正扯起云霞一样的风帆，

向理想的彼岸进发，必将为“海上

三峡”的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

盐城的沿海开发和风电、光伏

产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转动

“绿色梦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须看到一些制约瓶颈和不利因素，

如风电下海、风电并网和风电产品质

量风险大、成本高，以及国际金融市

场变幻莫测等，未雨绸缪，加强保障，

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进一步加大投

入力度，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使风

电、光伏产业能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

湿地

风能发电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