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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施专项资金对培育我国海洋能

产业化发展的积极效应分析

李守宏，王　冀，刘玉新，赵　媛，倪　娜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２）

　　摘　　　要：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国家安排了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海洋能

示范、技术研发、标准及支撑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海洋可再生能源

专项资金的实施，引导了我国海洋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培育我国海洋能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能持续实施专项资金，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海洋能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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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已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的趋势。海洋能作为绿色、清洁、零排

放的能源，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

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将海洋能提升为战

略性储备能源，培育、发展海洋能产业，企图

垄断未来的能源市场。谁占领了海洋能的制高

点，谁就拥有了未来的海洋和海岸带经济优势，

世界发达国家海洋能的发展对我国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１］。

为推动我国节能减排进程，探索推进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模式，改善我国海洋能

技术落后的现状，在前期充分研究比较国内外

海洋能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财政部于２０１０年设

立了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 “专

项资金”），用于支持海洋能开发利用的示范应

用、技术研究试验、标准及支撑服务体系建设

等工作。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我国海洋能技术发

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若持续实施专项

资金，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在未来实现产业化

发展必将指日可待。本研究简要分析了２０１０年

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展望了未来持续实

施专项资金对推动我国海洋能产业化发展的积

极效应。

１　国内海洋能项目的主要特点

海洋能装置研发周期相对较长。国外发

展到目前已成熟的海洋能装置，比如英国的

海蛇，从研发到成功进行海试，经历了１１年

的时间。我国海洋能技术研发工作虽然前期

基础普遍较差，国内有一定前期基础的单位，

从开展原理试验到成功研发１台装置大约需

要２～３年，没有前期基础的单位需要４年以

上时间，装置研发周期明显大于当前体制下

实施的科技类项目执行周期，因此还需要各

级政府部门对海洋能技术研发有一定的信心

和耐心。

海洋能装置加工制造周期长。２０１０年以前，

国内几乎没有大型的海洋能装置加工制造厂商，

从实施专项资金的情况来看，虽然国内企业积

极性很高，但从开展产品设计、改造加工设备、

落实加工制造工艺，到开始加工海洋能装置，

中间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

项目海上试验难度大，海试场地选址落实

慢。由于当前我国缺乏海上试验平台，而适合

于海洋能试验的地区往往其他产业也很发达，

用海矛盾突出，协调落实的时间周期很长。另

外，海上工程复杂、投资大、风险大，海上试

验往往需要依靠大型海工单位，海上施工和租

赁船只等的费用很高，导致大部分项目单位在

开展海上试验时遇到很大的阻力。

２　２０１０年专项资金项目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０年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支持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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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能、潮流能、潮汐能、生物质能、温差能等

海洋可再生能源主要利用形式和发电方式，主

要体现在以下４方面工作。

２１　选划出一批优先开发利用区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部分具有潜在开

发价值的潮流能、潮汐能资源富集点开展详查，

初步查清了勘查区域的潮汐能、潮流能资源储

量及其时空分布状况，最终形成该区块各勘查

区近海潮汐能、潮流能资源分布图集及优选出

部分站址。

２２　催生一批新装置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一批波浪能、潮

流能发电新技术、新装置应运而生，例如：

１０ｋＷ 鹰式１号波浪能装置、２０ｋＷ 漂浮式

液压海浪发电站、６０ｋＷ 浮力摆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１０ｋＷ 新型高效波浪能发电装置、

新型永磁直驱式潮流能装置、轴流式潮流能

发电装置等。

２３　示范应用稳步开展

海洋能示范工程的实施，瞄准海洋能的

定位和沿海海岛地区的用电迫切需求，因地

制宜地利用海洋能、太阳能、风能多种可再

生能源综合利用的方式给沿海及海岛地区提

供电力供应，多余能量用于制淡水，将彻底

解决海岛缺电少水的现状。在促进海岛养殖、

开发海岛旅游、维护海洋权益和推动海岛经

济发展等方面有不可或缺的示范作用，同时

对于海洋能发电装置环境适应性及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的验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图１）。

图１　我国海洋能多能互补发展思路

２４　启动公共支撑服务体系建设

海洋能试验场的作用在于实现潮流能发电

装置试验共享，有效地帮助研究人员降低试验

成本，完成电力输送电缆的铺设及海洋能发电

系统检测方法研究及测试，推动波浪能和潮流

能发电技术的加速发展。通过２０１０年专项资金

的支持，我国已启动了国家级海洋能试验场的

总体设计工作，有望在近期确定我国海洋能实

验场的研究建设方案。

专项资金支持了我国海洋能勘查及评价标

准、国际标准及基础标准等工作的有序开展。

目前，已经完成海洋能资源勘查及评价标准的

征求意见稿，正在进行发布前的筹备工作。

３　实施专项资金的带动引导作用

３１　积极的带动引导作用

２０１０年专项资金吸引了国内１３０多家单位

参加到海洋能项目中来，海洋能技术队伍由专

项资金实施前的不足１０家迅速扩大到１３０多家，

人数猛增到近３０００人 （图２）。

图２　实施专项资金后从事海洋能工作的单位

２０１０年起，在专项资金的带动下，我国与

美国、欧盟和韩国等多国开展了海洋能专题技

术交流。同期，国家海洋局启动了海洋能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１－１２

日，第一届中国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年会暨论

坛在北京举行，围绕海洋能政策与规划，海洋

能技术研究、应用与示范，海洋能产业化推动

等方面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３２　专项资金的配套管理体制机制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国家海洋局印发了

《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管理细则》。

明确了按照分级、分类以及合同制对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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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的原则。

各大型能源企业作为工程示范类项目的牵

头承担单位，从项目立项开始，即成立了独立

运行的专项资金项目公司，作为专项资金项目

实施的主体，确保固定人员全身心投入专项资

金项目实施。研究试验、标准及支撑服务体系

建设类项目承担单位领导也高度重视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主要分管领导及科研管理部门

全力组织，全部实现了固定主要科研力量投入

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并对专项资金设立专门账

号，专款专用。

４　持续实施专项资金对我国海洋能产业

化发展的积极效应

　　专项资金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

效地探索了我国海洋能发展 “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服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为沿

海及海岛经济建设服务”的模式［２］。针对目前

我国海洋能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状，持续

实施专项资金，必将进一步健全我国海洋能公

共服务体系、激发海洋能技术自主创新的思路、

提升海洋能装备加工制造能力、逐步落实海洋

能发电的实际应用，从海洋能产业链的各个方

面克服瓶颈，取得突破。

４１　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能开发的产业

化需要国家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而公共服务体

系的建立和健全是推动一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

手。目前我国已初步开展了海洋能资源选划、

海洋能标准研究制定、海洋能试验场工程设计

和研建等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持续实施

专项资金支持，针对我国海洋能开发所需的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内容，巩固和扩大海洋能

资源、标准、试验场等工作成果，同时加强海

洋能信息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将逐步健全我国

海洋能开发的公共服务体系，为海洋能开发工

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４２　充分发掘出自主创新思路

据统计，专项资金实施３年，共支持了３９

项不同原理的新技术的研发工作，立项和申报

的比例仅为２０％，充分说明了海洋能技术研发

已成为科技工作者创新的源泉和乐土。持续实

施专项资金，不断发掘海洋能技术的新思维、

新想法，必将发掘出更多的海洋能技术方式，

在此基础上优中取优，获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的海洋能技术。

４３　稳步提升装备制造能力

海洋能装置是检验海洋能技术是否可行的

试金石，要想在大海的风口浪尖中生存，一定

是需要优良的装备制造能力。国内目前已经有

一批电机厂、造船厂、机械公司等涉足海洋能

装备制造，作为国内第一批吃螃蟹的制造商，

他们的步子迈进得很艰难，但是通过专项资金

支持制造的海洋能装置已经实现了在海上的稳

定运行和持续发电，这也体现了国内大型制造

企业的制造能力。持续实施专项资金，将进一

步调动有关制造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国内

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稳步提升海洋能装备制

造能力。

４４　发电实际应用有望逐步落实

海洋能开发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海洋能发电，

为生产生活提供能源。结合海岛、沿海地区的

经济发展状况和用电特点，专项资金已经陆续

支持开展了多项海洋能示范电站建设，这些示

范工程的实施，将为我国海洋能发电的实际应

用积累宝贵的经验，持续实施专项资金，借鉴

现有示范工程项目的成功经验，复制其发电供

电的模式，因地制宜在沿海或海岛地区建设海

洋能电站，有望实现海洋能发电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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