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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对海上风电项目的用海管理,规范海上风电产业的用海活动,促进海域空间资源的科

学合理开发利用,文章采用海上风电用海权属、风机遥感影像解译和海上风电用海项目核查的数

据,以2016年年底为时间节点,对江苏省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的确权管理、疑似疑点疑区、项目承担

企业和项目运营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

共确权海上风电用海项目44个,已建设40个,总建设面积为6712.91hm2;疑似疑点疑区海上风

电用海项目有26个;项目承担企业主要包括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已建成投产并网的海

上风电用海项目有29个,总投资额近293亿元,年发电量约50kW·h,年产出额近34亿元;目前

海上风电用海项目主要存在未取得海域证、部分风机偏离原批复界址范围和规划布局不合理的问

题,未来应坚持保护优先和适度开发原则、规范项目管理、优化规划布局以及加强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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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tisticallyresearchwasmadeonoffshorewindpowerprojectsinJiangsuprovince,

aimedtostrengthenthemanagementofoffshorewindpowerprojects,standardizetheactivitiesof

offshorewindpowerindustry,andpromotethescientificandrational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

ofoffshorespaceresources.Kindsofdatahadbeenusedcounted,includingthedataofoffshore

windpowerownership,remotesensingimageinterpretationofwindturbinesandverificationof

offshorewindpowerprojects,inwhichtheendof2016wastakenasthetimenode.Thispaperin-

vestigatedthemanagementofoffshorewindpowerprojectsinJiangsu,thesuspectedareas,the

undertakingenterprisesandtheoperationoftheprojects.Basedonthesurveyresults,thespecifi-

cationoffshorewindwithactivitiesandreasonablesuggestionsof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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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awereputforward.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are44offshorewindpowerprojectsin

Jiangsuprovince,40ofwhichhavebeenconstructedandthetotalconstructionareais6712.91hm2.

Thereare26suspectedseaareasforoffshorewindpower.Projectcommitmententerprisesinclude

HUANENGPowerIntlInc,etc.And29projectshavebeencompletedandputintooperation,with

atotalinvestmentof29.3billionyuanandanannualoutputofnearly3.4billionyuan.Atpresent,

themainproblemsofoffshorewindpoweroffshoreprojectsarethelackofseaareacertificate,the

deviationofsomewindturbinesfromtheoriginalapprovedboundariesandtheunreasonablelay-

outoftheplanning.Inthefuture,weshouldadheretotheprincipleofprotectionfirstandappro-

priatedevelopment,standardizeprojectmanagement,optimizeplanninglayoutandstrengthendy-

namicmonitoring.

Keywords:Offshorewindpower,Windpowerindustry,Seaareausageverification,Oceanengi-

neering,Windenergy

风力发电是仅次于火电和水电的我国第3大电

力来源,而海上风电凭借诸多优势已成为我国风电

产业发展的新动力。目前我国是全球第4大海上风

电国,占全球海上风电市场份额的8.4%。随着海

上风电产业的迅速发展,其用海管理也面临越来越

大的压力[1-2]。2016年原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沿

海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运用海域动态监

视监测系统等手段,切实加强对海上风电项目的用

海管理[3-4]。掌握海上风电用海项目情况,对于规

范海上风电产业的用海活动[5]和促进海域空间资源

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

江苏省是我国沿海风能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

之一,海岸线约954km,海域面积约3.75万km2,

滩涂面积约占全国滩涂总面积的25%;潮间带和近

海海域80m高度的平均风速为7.5m/s,部分近海

海域可接近8.0m/s;离岸距离在20km和50km
内的海上风能可开发 面 积 分 别 为7614km2和

19035km2,风能可开发量分别为3800万kW 和

9500万kW[6]。

江苏省的风能资源主要集中在沿海的连云港

市、盐城市和南通市,是国家8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之一。根据统计数据,自2006年10月首台风电

机组在南通市如东县并网以来,江苏省风电装机容

量年均增长达81%;截至2016年年底,全省风电装

机规模已达到104万kW,居全国首位。2015年国

务院《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苏北海域

(包括江苏省连云港市和盐城市毗邻海域)统筹规

划海上风电建设;2016年《江苏省“十三五”电力发

展专项规划》提出,未来5年按照沿海规模化发展和

内陆分布式应用并举的思路,积极推动连云港市、

盐城市和南通市等的海上风电开发,到2020年海上

风电并网累计将达350万kW。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包括海上风电用海权属、风

机遥感影像解译和海上风电用海项目核查3个

部分。

(1)海上风电用海权属数据来源于国家海域动

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以宗海(海域使用权证书)为

单位,以海上风电、风机和测风塔等关键词为条件,

时间截至2016年年底,对江苏省的海上风电用海项

目进行查询和统计,经筛查后建立海上风电用海权

属数据目录集。

(2)风机遥感影像解译数据采用2016年下半

年和2017年初的最新高分辨率(2.0~2.5m)遥

感影像,共计32景;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以及卫星

和气候等原因,遥感影像的质量和精度不均衡,因

此采取SIFT算子的多源影像匹配、稀少控制点影

像几何校正以及改进 HIS算法的影像自动匀色和

镶嵌方法,完成影像的配准、校正、匀色和镶嵌等

统一标准化处理[7]。综合行政界线、海域管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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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海域使用权属数据进行空间参照分析,采用

目视解译方法提取江苏省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的风

机信息。

(3)海上风电用海项目核查数据来源于2017年

江苏省海上风电用海现状核查项目,包括现场调查

和实地测量,历时10个月,共核查海上风电用海项

目54个,现场和遥感监测风机1478台,形成核查

信息520条。

3 调查结果

3.1 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确权管理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江苏省共确权海上风

电用海项目44个,用海面积为3733.11hm2(含风

机和海底电缆管道),约占全省管辖海域总面积的

10%。其中,现状用海项目39个,确权用海面积为

2871.67hm2;历史用海项目2个,确权用海面积为

1.65hm2;申请用海项目3个,申请用海面积为

859.79hm2。

经现场调查和测量核实,全省已建设海上风电

用海项 目40个、风 机1785台,总 建 设 面 积 为

6712.91hm2。其中,用海确权项目16个、风机

795台,确权面积为4204.96hm2,约占总建设面积

的63%;涉及土地证和河道工程占用证等的项目

11个、风机228台,面积为1611.10hm2,约占总建

设面积的24%。

3.2 疑似疑点疑区海上风电用海项目

经现场调查和测量核实,江苏省海域范围内疑

似疑点疑区海上风电用海项目有26个,主要分布在

灌云县、滨海县、大丰区、东台市、如东县、通州湾示

范区和启东市等地区。其中,7个项目取得土地证

但未取得海域证,包括风机116台,用海面积为

8.53hm2;5个项目取得河道工程占用证但未取得

海域证,包括风机116台,用海面积为4.74hm2;

14个项目未取得海域证,包括风机418台,用海面积

为684.33hm2(用海面积含风机和海底电缆管道)。

3.3 海上风电用海企业

江苏省海上风电用海项目主要由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家电

投集团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广恒新能源有限公

司、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中广核风电有限

公司、国华风电有限公司、中电风电发电有限公司

和国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负责开发建设。

3.4 海上风电用海项目运营

经现场调查和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江
苏省已建成投产并网的海上风电用海项目29个,具

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江苏省海上风电用海项目建成投产并网情况

地区
项目

数量/个

投资额/

亿元

单机容量/

kW

年发电量/

(亿kW·h)

年产出额/

亿元

连云港市 1 10.00 2000 1.80 1.08

盐城市 12 116.69 1500~4000 21.43 13.88

南通市 16 166.00 1500~6000 27.00 19.00

合计 29 292.69 - 50.23 33.96

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对比,截
至2016年年底,江苏省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累计为

104万kW,占风电装机总容量的18.54%,仅占发

电装机总容量的1.02%;2016年海上风电发电量占

风电发电总量的51.34%,仅占发电总量的1.05%;

2016年海上风电年产出额仅占全省GDP的0.04%。

4 存在的问题

(1)海上风电用海项目存在未取得海域证的情

况。江苏省海上风电用海项目中,有7个项目仅取

得土地证,有5个项目仅取得河道工程占用证;有

14个项目无证,其中2个项目未立案,2个项目已立

案并正在补办海域使用手续,10个项目已立案但未

见整改迹象。
(2)已确权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的部分风机偏离

原批复界址范围。因海上地形复杂,海上风电用海

项目在实际建设中调整了部分风机的位置或用海

方式,个别项目几乎对所有风机点位都进行了调

整,导致整体偏差较大;项目建设完成后也未开展

竣工验收工作,导致风机实建位置与发证位置不一

致。根据现场调查结果,有6个项目的部分风机偏

离原批复界址范围。
(3)部分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的规划布局不合

理。部分海上风电用海项目在规划布局时仅考虑

风能资源,而忽略海洋保护区、航路航线和重要渔

业水域等其他因素,导致与其他用海项目产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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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由于海上风电用海项目实际占用和影响的海域

面积较大,易使海域空间资源立体化和破碎化。根

据现场调查结果,有5个项目的部分风机建设区域

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5 建议

(1)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原则,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海上风电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

全面落实《围填海管控办法》和《海岸线保护与利用

管理办法》等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切实履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认

真落实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促进海上风电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海域空间资源的科学合理

开发利用。

(2)加强和规范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管理,严格

按照法定权限审批项目。强化海上风电用海项目

审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出

具审查意见,并严格把关;强化海上风电用海项目

事中、事后管理,进一步健全和严格落实执法巡查

制度,切实遏制“未批先建”和“边批边建”等违法违

规用海行为;相关企业应发挥主动性,对海上风电

用海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长期监测,并采取有效保

护和修复措施,在项目变更时及时向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报告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3)提高海上风电用海项目规划布局的科学性

和指导性。综合考虑各种海上因素的复杂性和多

变性以及海域空间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优化海上

风电用海项目的规划布局,加强规划执行过程管

理,完善并落实规划中期评估机制,及时开展相关

调研工作,做好规划的滚动修订,科学设置规划能

源总量和目标,适当保持海上风电合理增长的区间

和弹性。

(4)加强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的动态监测。目前

开展潮间带和近海海上风电用海项目的常规海域

使用动态监测时,需动用拖拉机和船舶等,投入较

大且效率较低;建议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辅助现

场常规监测,增加监测频率,并对新建重大海上风

电用海项目开展跟踪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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