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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因两家风电龙头金风科技、华锐风电前三季营收、净利润同比均现下

滑，市场散发出“风电产业寒流”之说。就此，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

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风电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将迎来兼并整合时

期，风电市场也会进一步向大型开发商集中。  

  据了解，截至2010年，国内80家风电整机企业中，排名前三位的华锐风

电、金风科技和东汽在国内的总计市场份额已高达56%，而排名前十的企业总计

市场份额达到85%，而剩余的60余家企业仅仅占有3.9%的市场份额。  

  在当前行业不景气和整合大趋势下，一部分中小企业已经退出，还有一些

毫无优势的企业也正在酝酿着趁早退出。“市场优胜劣汰苗头凸显，经过大浪

淘沙，最终整机企业保留在8至10家是比较合理的水平。”国内一家知名风机制

造商老总在2011年北京风能站现场如此预测。  

  “危机，之于弱势企业是‘危’，而之于华锐这样有着强大技术优势的企

业，则是‘机’。”华锐风电高级副总裁陶刚对目前整个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评论说。  

  技术不达标、资金链缺乏的多数中小企业即将面临淘汰或兼并的命运，而

像华锐风电这样的龙头企业则将从中受益。虽然龙头企业前三季度的业绩出现

下滑，但其基本面和综合能力依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相信龙头企业在行业整

合及风电大国向风电强国转型过程中，将为中国风电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担负应有的责任。  

  10月19日，《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正式发布。该路线图设定的发展

目标是：到2020、2030和2050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2亿、4亿和10

亿kW，成为中国的主要电源之一，到2050年，风电将满足国内17%的电力需求。

未来40年累计投资12万亿元。  

  面对广阔的增长空间，以华锐风电为首的各大风电厂商都在铆足力气，加

快技术创新脚步，期望以技术优势赢得市场认可。  

  各大企业都纷纷推出大容量机型，不断推进风电机组的大型化。据悉，拥

有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6MW风机的华锐风电在此次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重

点介绍了其SL6000风电机组，并透露，10月8日，其生产的中国首台海上6MW风

力发电机组已在江苏省射阳县临港产业区完成吊装。此外，10月20日，湘电股

份宣布其5MW直驱风机在荷兰成功并网发电，华仪电气近日也公告称其拟将近期

增发所募资金用于开发6MW风机。  

  此外，国内风机制造商也注重从多方面寻求技术突破与质量保证。湘电新

研发的电励磁风力发电机目前已经完成机型试验，将于年底投产，目前已接受

订单开始准备量产。而华锐风电获得了德国劳埃德船级社（GL）向其SL1500/82

机组颁发的A级设计认证证书，成为国内首家获得GL A级认证证书的风电设备制

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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