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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力发电产业及市场规模
文 | 李建、刘明星、王思杰

全球风力发电市场由 1980 年代开始兴起，至今发展已超过三十年。随着技术演进，风力发电机功率逐渐增加，1985 年

市场上首次推出功率超过 100kW 的风力机，1990 年代产品功率突破 500kW，2000 年以后则有 MW 等级的风力发电机。

2005 ～ 2010 年为风力发电跃升为主流再生能源技术的时期，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等陆域风力机装置数量快速成

长。风力发电占全球电力供给比例在 2007 年突破 1%，2014 年超过 3%，2016 年比例约为 4%，2017 年渐进至 5%。

2011 年后占全球约四成市场的中国，其陆域风力机新增装置量成长趋于平缓，整体风电市场由急速增加步入稳定发展，

开发焦点逐渐移转至技术水平高、成长潜力佳的离岸风电。

风力发电市场特性

风 力 发 电 机 可 分 为 大 型 风 力 发

电 与 中 小 型 风 力 发 电， 两 者 一 般 以

750kW 为界，发电能力超过者归类为

大型风力发电，以下则为中小型风力发

电。大型风力机约占市场 99.5%，中

小型风电约占 0.5%。大型风电用途单

一，大多数买主为各国发电业者，将风

力机产生的电力并入电网，供电力事业

调度分配；极少数由一般企业购买，供

应本身生产过程所需之电力，不并入公

共电网。

风力发电产业兼具电力特许行业

与再生能源的特性，是否开放设置风力

发电厂的权力掌控在政府手中，为各国

能源政策相当重要的一环。由于筹设风

力发电厂所需金额庞大，政府开放风场

开发权，并辅以趸购费率等诱因，吸引

风场开发商投入，而后能带起风力机系

统、风场建置、风场维护等关联产业。

若市场需求达到规模经济水平，则可形

成完整风电产业链。如图 1 所示。

图 1 风力发电产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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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产业链

全球风力发电市场与产业

大型风力发电开发业者以多角化经营之能源集团为主，也包含专营风力发电开发业务之企业。大型风电开发案投资额庞大，

一个典型开发案投入资金通常超过一亿美元，且近年来风场规模逐渐扩大，超过十亿美元之投资案屡见不鲜。此类开发案时

程较长，一般开发期间约三至五年，复杂案件更需五年以上。

全球风力发电产业链分为风电制造业、风电服务业以及风电发电业三部分。

风电制造业可分为风力机系统与风场辅助设备两类。风力机系统由上至下游分为原材料、零组件、风力机系统，上游原

材料最重要是钢材与树脂，中游零组件占成本比例较高的部分为塔架与叶片、其次是齿轮箱与发电机；风场辅助设备则包含

水下基础、海底电缆、海上变电站等。

风电服务业包括风场开发、风场营造工程，以及风场开始运转后的维护作业。风电服务业以风场开发商为核心，负责申

请及筹备建设风力发电厂所需的庞大资金，并同步进行风场规划；确定取得开发权后，再采购风场所需的硬设备，并请海事

工程厂商负责完成风场建置风电发电业为风场经营，厂商握有风场所有权，为特许行业，经营业者为各国综合电业厂商或独

立发电厂，所发电力并入电网。

2017 年全球风力发电市场规模

大型风力发电可分为陆域风电与离岸风电两类，全球陆域风电市场发展已超过 30 年，迈入成熟期；离岸风电处于发展初

期，占整体市场规模不到十分之一，未来成长潜力佳。

一般衡量风电市场以新增装置量为主，2017 年全球风力新增安装容量为 47888GW，其中陆域风电为 44155MW，占

92.2%，而离岸风电为 3733MW，占 7.8%。如图 2 所示，

2017 年全球风力发电市场地理区域占比

全球风电市场可分为亚洲、美洲、欧洲与其他地区四大区块，2017 年占比分别为 42.9%、34.0%、20.9% 与 2.1%。

如图 3 所示，亚洲有中国大陆与印度两大市场，连年占比均为全球第一；欧洲市场以德国、英国为主，发展相对稳定；美洲

占比随最大市场美国波动，近年政策改变对安装量影响甚大。

2017 年全球风力发电机主要供货商排名

2017 年全球风力发电机前十大供货商依照排名分别为：（1）西班牙 Siemens Gamesa（简写为 SGRE）；（2）

丹麦 Vestas；（3）中国大陆金风科技；（4）美国 GE；（5）德国 Enercon；（6）中国大陆远景能源；（7）德国

Nordex；（8）德国 Senvion；（9）印度 Suzlon；（10）中国大陆联合动力。

全 球 风 电 一 线 厂 商 德 国 Siemens 之 风 电 事 业 部 与 西 班 牙 Gamesa 协 议 合 并 后， 名 称 改 为 Siemens Gamesa 

Renewable Energy，于 2017 年正式成立，总部设于西班牙。Siemens 及 Gamesa 原本各自擅长于离岸与陆域风电，两

者产品线互补，2017 年市占率跃升为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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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 年全球风电市场新增装置量

图 3 2017 年全球风电市场地理区域占比

丹麦 Vestas 在全球超过 30 个市场均有活动，除 2014、2015 年表现稍差外，多年来占据全球市占率第一位宝座。在

陆域风电市场 Vestas 始终保持领先局面，但主攻离岸风电的合资公司 MHIVestas 表现不甚理想，因而落到第二名的位置。

金风科技近几年均为中国最大风电系统供货商，与中国第二名厂商间有显著的差距。2017 年中国大陆市场成长趋缓影响

到金风科技的销售量，海外销售比重也较往年减少，名次不变但市占率下滑。

第四位美国 GE 始终以母国市场为主要战场，2017 年受美国市场衰退影响市占率下滑，同时受到来自 Vestas、

Siemens Gamesa 与 Nordex 的竞争，表现较前几年来得不佳。

前十大风力机系统商合计市占率较 2016 年提高，上升至 80%，市场集中度略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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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 年预估全球风电市场新增装置

2017 年风能产业全球新装置容量达 52492MW（千瓦），较 2016 年减少 3.8%，全球累计装置容量共 539123MW。

2017 年全球于清洁能源的总投资高达 3335 亿美元，较前一年总投资微幅成长 3%。总投资中，中国贡献超过 40%，

亚太地区则贡献超过 57%。总投资应用于风能产业之金额达 1070 亿美元。

其中，自 2009 年起一直都是全球最大新装机市场的中国，2017 年仍稳居龙头宝座。以洲别来区分，亚洲仍是全球最大

的风能市场，欧洲次之，北美则紧接第三。延续前几年的情形，2017 年大多数的风能装置国为非 OECD 成员国，预计接下

来几年也会是同样的情况。至 2017 年底，总计全球累计装置容量超过 1000MW 的国家有 30 个；其中，包含 18 个欧洲国、

5 个亚太区国家、3 个北美洲国、3 个拉丁美洲国与 1 个非洲国。详情请参阅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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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力发电市场规模

中小型风力发电应用领域多元，市场分散，产品种类众多，属于少量多样之利基型市场，市场型态与产业结构与大型风

电差异甚大，本文专注于分析大型风力发电市场。

表 1 全球风能发电总装置容量（MW）一览表

非洲与中东地区 2016 累计 2017 新装置 2017 累计
南非 1467 618 2085
埃及 810 0 810

摩洛哥 787 0 787
依索比亚 324 0 324
突尼西亚 245 0 245

约旦 119 0 119
其他 159 0 159
小计 3911 618 4529
亚洲 2016 累计 2017 新装置 2017 累计
中国 168732 19660 188392
印度 28700 4148 32848
日本 3230 177 3407
南韩 1031 106 1137

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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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590 199 789
中国台湾 682 10 692

泰国 609 24 633
菲律宾 427 0 427
越南 159 38 197
蒙古 50 50 100
其他 70 0 70
小计 204281 24412 228692
欧洲 2016 累计 2017 新装置 2017 累计
德国 50019 6581 56600

西班牙 23075 96 23171
英国 14602 4270 18872
法国 12065 1694 13759

意大利 9227 252 9479
土耳其 6091 766 6857
瑞典 6494 197 6691
波兰 5807 41 5848
丹麦 5230 342 5572

葡萄牙 5316 0 5316
荷兰 4328 81 4409

爱尔兰 2701 426 3127
罗马尼亚 3024 5 3029
比利时 2378 467 2845
奥地利 2632 196 2828
芬兰 1539 535 2074
其他 5294 455 5749

欧盟 28 国 153731 15638 169369
欧洲小计 159822 16404 176226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2016 累计 2017 新装置 2017 累计
巴西 10741 2022 12763
智利 1424 116 1540

乌拉圭 1210 295 1505
哥斯达黎加 319 59 378

巴拿马 270 0 270
秘鲁 243 0 243

阿根廷 204 24 228
宏都拉斯 180 45 225
多明尼加 135 0 135

加勒比地区 200 18 218
其他 386 0 386
小计 15312 2579 17891

北美洲 2016 累计 2017 新装置 2017 累计
美国 82060 7017 89077

加拿大 11898 341 12239
墨西哥 3527 478 4005
小计 97485 7826 105321

大洋洲 2016 累计 2017 新装置 2017 累计
澳洲 4312 245 4557

新西兰 623 0 623
其他 13 0 13
小计 4948 245 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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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装置发电容量前十大国家

国家 MV %Share
中国 19660 37
美国 7071 13
德国 6581 12
英国 4270 8
印度 4148 8
巴西 2022 4
法国 1694 3

土耳其 799 1
南非 618 1
芬兰 535 1

其他地区 5182 10
前十大国家总计 47310 90

全球总和 524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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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球风能发电容量前十大国家

国家 MV %Share
中国 188392 35
美国 89077 17
德国 56132 10
印度 32848 6

西班牙 23170 4
英国 18872 4
法国 13759 3
巴西 12763 3

加拿大 12239 2
意大利 9479 2

其他地区 82391 2
前十大国家总计 456732 85

全球总和 5391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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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7 年新装置发电容量前十大国家 图 6 2017 年全球风能发电容量前十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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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市场：印度突破纪录

亚 洲 已 连 9 年 蝉 联 全 球 最 大 的 风 能 市 场。 中 国 于 2017 年 底 累 计 装 置 容 量 达 188000MW， 新 装 置 容 量 增 加

19660MW，新增量为所有国家之冠，但较 2016 年的新增量仍缩减了 16%。该风能发电量产生 3057 亿度的电量，贡献全

国 4.75% 的总发电量，供电量持续成长，尽管“减荷”情况仍严重。中国国家能源局与国家电网公司正持续致力于解决能源

传输与电网方面的相关问题；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统计，2017 年浪费了 12% 的风力发电量，对比 2015 年的 17% 已改善许多。

印度则为亚洲第二大风能市场，2017 年突破以往纪录新安装了 4148MW 的装置容量，新增量排名全球第四，累计装置

容量上维持全球第四大风能国家。

2018 年因新旧政权转换因素，将导致政策执行断层，影响风能发展。然而，预期 2019 年后仍可预期印度风能市场之重

大成长：该国政府设定目标于 2022 年达到 175000MW 的再生能源，其中 60000MW 来自风能发电，并可期待该国将开启

离岸风能的发展。

继亚洲第二大市场之后，新装置容量差距相当大，巴基斯坦位居第三大风能市场，2017 年仅有 199MW 新装置容量。

日本跟随在后为第四大风能市场，新安装 177MW 装置容量，累计总装置容量达 3400MW；各界仍持续期待该国公共事业

垄断的阻碍排除，朝向多元能源的发展。韩国亦被期待该国政府于再生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发酵，新增装置容量有 106MW。

而于其他亚洲国家，蒙古、泰国与越南皆有新装置微幅进展；而因着重于未来数年将要启动建造的离岸风力建设，2017 年中

国台湾仅有 10MW 新装置容量。

北美洲：美国持续强劲成长

美国为仅次于中国之第二大风能市场。2017 年风力新装置量 7017MW，巩固风力发电成为该国再生能源之最大来源；

风力总装置量达 89077MW，提供全国 6.3% 的电源供应，较 2016 年 5.5% 成长；其中，供应爱荷华州超过 36% 的电力供应。

美国前五大装置容量的州别分别为：德州（22637MW）、奥可拉荷马州（7495MW）、爱荷华州（7308524MW）、加州

（5609MW）及堪萨斯州（5110MW）。

加拿大于 2017 年仅新安装了 341MW 的装置容量，数年来的新低量，总装置容量达 12200MW，为全球第九大风能市

场。该年风能投资超过 30 亿加币，风力发电则目前占加拿大总发电量的 6%，可提供 3 百万家户之用电。加拿大目前有 295

个风力发电厂，共 6400 座风力发电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乡村多元活化之收益。另有好消息是 2017 年 12 月艾伯塔省之

风能标案取得了每度电 0.028 美元之超低价，为 2018 年的第二次拍卖树立了新价格基准。

墨西哥 2017 年新装置容量 478MW，总装置达 4005MW，贡献 4% 的全国发电量；近期亦有标案取得了新低价每度电

0.017 美元。该国进行替代能源改革，目标至 2024 年拥有 35% 的干净能源发电，预期 2018 年亦会是风能发展强劲的一年。

欧洲：屡创新纪录

欧洲及欧盟国于 2017 年皆创下新纪录。欧盟新装置容量较 2016 年增加 20%，达 15600MW，其中 3148MW 为离岸风力。

相较前一年，陆上风力成长了 14%，离岸风力则呈倍数成长。

欧洲各国 2017 年风能新装置量上，主要以德国为最大宗，达 6581MW，其中 19% 为离岸风力；英国排名第二有

4270MW 新装置量，较前一年呈现 5 倍成长，超越 1/3 属离岸风力；法国位居第三有 1694MW 新装置容量，成长 9%。三

个国家共贡献欧盟地区 80% 的新装置量。

2017 年欧盟地区总装置容量达 168700MW，其中 153000MW 内陆风力，15800MW 则为离岸风力，致风力发电为

欧洲市场之主要电力来源，仅次于天然气发电。德国持续为欧盟地区最大总装置量国，总装置容量达 56100MW，接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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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班牙（23200MW）、英国（18900MW）、法国（13800MW）、意大利（9500MW）、及波兰、葡萄牙等国各超过

5000MW 总装置量。欧盟地区之风力发电于 2017 年总共产生 336 度电，贡献 11.6% 发电量，制造超过 260000 个工作机

会，并吸引 360 亿欧元之投资挹注。

在欧盟地区国家对于低碳排放目标的立法调整前，欧洲风能产业的成长动能仍待考验，接下来也会是面临挑战的一年。

拉丁美洲：巴西持续居领导地位

拉丁美洲的风力进展已连续两年下降，2017 年有新装置量 2578MW 上线，总装置量达 17891MW；但仍预期 2018 年

阿根廷的新装置计划能让拉丁美洲重拾风力发展动能。

巴西则再度领导拉丁美洲，为该洲最大风能市场，2017 年共新安装了 2022MW 的装置容量，占该州超过 3/4 之总量。

乌拉圭目前总装置容量达 1505MW，该国接近 100% 的发电全来自再生能源，其中风力发电占全国约 35% ～ 40% 的

总发电量。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表现如下，智利新增 116MW、哥斯达黎加 59MW、洪都拉斯及阿根廷 24MW 新装置容量。

大洋洲

2015 年大洋洲的风能总安装容量达 5193MW。其中澳洲的新装置容量为 245MW，总装置量达 4557MW。新西兰则

无新增进度。

非洲与中东地区

2017 年该地区仅非洲有新风力装置计划，共新安装了 618MW，总装置容量达 2085MW。

预期非洲地区，肯尼亚及摩洛哥于 2018 年皆会有新风力建设计划即将开启。中东地区则期待沙特阿拉伯之风力建设能

尽早进行。

2017 年底，占非洲总装置容量超过 99% 的地区如下，南非（2058MW）、摩洛哥（787MW）、埃及（810MW）、

突尼西亚（245MW）、衣索匹亚（324MW）、约旦（119MW）、伊朗（91MW）、瓦德角（24W）、肯尼亚（26MW）、

阿尔及利亚（10MW）及以色列（6.25MW）。

2017 年全球风能产业表现依旧强劲，新增 50000MW 装置容量，累计容量共 540000MW；相较以往全球各国皆致力

于开展新替代能源的尝试，2017 年新风力建设的进展则集中于几个重点国家。

展望 2018 年，预估全球风力新增安装容量为 53717MW，较 2017 年提升 12.2%，其中陆域风电为 49750MW，占

92.6%，而离岸风电为 3968MW，占 7.4%。

中国与美国市场两大风电市场的走势是影响全球风电市场最主要的因素，目前两国的风力发电政策明朗，预期市场能够

回稳保持成长。其中陆域风电仍会是全球风电市场的主体，受政策鼓舞预期安装量将提升；离岸风电占比仍少，主要市场重

心在欧洲，2018 年装置量约略与 2017 年相同，仅微幅提升。

2018 年全球风力发电市场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