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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风力发电技术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

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风力发电技术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风力发电技术产业运行环境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风力发电技术行业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风力发电技术行业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中国风力发电技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风力发电

技术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风力发电技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风力

发电技术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风力发电机一般有风轮、发电机（包括装置）、调向器（尾翼）、塔架、限速安全机构和

储能装置等构件组成。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风轮在风力的作用下旋转，它把风

的动能转变为风轮轴的机械能。发电机在风轮轴的带动下旋转发电。 

第一篇 风电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章 风力发电基本概念与发展环境

 第一节 风能电气系统组成 

 一、现代风机 

 二、风力发电机组 

 三、风电场电气系统

 第二节2010年世界风力发电的政策环境 

 一、支持风电产业发展的直接政策

 二、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间接政策 

 三、主要国家采取的风电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0年世界风电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世界风能资源分布

 二、世界风电装机容量分析

 第四节 促进风能产业发展因素

 一、风能资源巨大

 二、改善环境与开发清洁新能源推动风能发展

 三、能源消耗寻求替代能源 

 四、风能技术日益成熟



 第五节我国风能资源 

 一、我国最大风能资源区 

 二、内蒙古和甘肃北部风能资源特点

 三、黑龙江和吉林东部风能资源特点

 四、我国风能较大区 

 五、我国最小风能区 

 六、我国风能季节利用区

 第六节风能资源计算 

 一、风速等级表/风力等级表划分和概念 

 二、风能资源参数计算方法 

 三、风能资源的统计计算 

 四、威布尔（Weibull）分布

 第七节 我国有效风力资源分布

 一、我国风能资源总储量 

 二、我国有效风能分布图 

第二章 2010年国际风力发电设备产业透析 

 第一节 2010年国际风力发电设备业现状综述

 一、风电机组装机容量

 二、风电机组装机地域分布 

 第二节 2010年国际风力发电设备市场竞争格局

 第三节2010年国际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动态

 一、当前风电技术研发动态

 二、世界风电设备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10年国际风力发电设备主要生产国家分析 

 一、德国 

 二、西班牙

 三、丹麦

 四、美国 

 五、日本 

 六、印度

 第五节 2010-2015年全球风力发电设备发展趋势分析

 一、风电装机规模不断扩大



 二、风电机组单机容量增大

 三、提高可靠性

 四、海上风电场进入商业运行 

第三章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产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业运行总况

 一、小型风力发电技术已成熟

 二、风电设备国产化率和技术水平急需提高

 三、风力发电场与装机容量规模继续增大 

 四、风电设备国产化分析

 第二节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产业链分析

 一、叶片及主要参与者分析

 二、齿轮箱及主要参与者分析

 三、轴承及主要参与者分析

 四、电机及主要参与者分析

 第三节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产业优化与结构调整

 一、产业结构优化 

 二、市场结构优化调整

 第四节 2010年中国风电行业急需发展的技术 

 一、陆地微风高效新型风电机 

 二、沿海抗台风新型高效风电机

 第五节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业热点问题探讨

 一、设备落后，技术面临壁垒 

 二、资金短缺、融资能力薄弱

 三、风电发展缺乏专业及复合型人才

 四、风电产业服务体系有待加强 

 五、电网建设滞后

 七、成本不断上涨

 八、政策体系不完善 

第四章 2010年中国目前风电建设装机市场形势研究

 第一节 2010年中国装机市场形势综述 

 一、装机容量全球第一 

 二、海上风电并网发电



 三、多兆瓦级风电机组研制

 四、财政奖励政策成效显著

 第二节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发展态势

 一、加速产业布局

 二、开创销售模式

 三、降低机组价格

 四、增加设备出口 

第五章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市场研究 

 第一节 2010年中国风电设备市场容量 

 第二节 近年来中国风力发电设备消费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消费偏好分析 

 一、产品价格

 二、产品质量及性能

 三、厂家知名度

 四、产品单机容量

 第四节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价格需求弹性分析

 第五节 2010-202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需求预测 

第二篇 储能技术在风力发电中的应用

 第六章 储能技术对风电规模化发展举足轻重

 第一节 储能技术概述

 第二节 液流电池储能 

 一、储能液流电池 

 二、钠硫电池储能 

 三、锉离子电池储能 

 四、压缩空气储能 

 五、超导储能 

 六、超级电容器储能 

 七、变速恒频抽水储能 

 八、存贮转动动能的飞轮储能

 第三节 风电与其他能源互补与蓄等技术

 第四节 不同类型储能技术特性比较

 第五节 储能的热点研究问题 



 一、快速高效低成本的储能技术 

 二、储能系统在输配电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三、包含储能系统的电力系统运行分析计算理论和方法

 第六节 风电场储能方式选择 

 一、飞轮储能

 二、超导储能 

 三、氢燃料电池储能 

 四、其他方式不适合风电场发展的原因分析 

 第七节 储能方式趋势 

第七章 风能发电系统中的储能电池

 第一节 技术要求

 一、使用寿命长

 二、充电效率高

 三、价格便宜,一次性投资少

 四、运行费用低

 五、安全可靠,使用方便

 第二节 蓄电池是市场认可的蓄能装置 

 一、铅酸蓄电池 

 二、镉镍电池

 三、镍金属氢化物电池 

 四、锂离子电池 

 第三节 新蓄能体系

 一、钠硫热电池

 二、氧化还原电池

 三、超级电容器

 第四节 铅酸蓄电池技术发展现状

 一、开口式铅蓄电池 

 二、阀控式密封铅蓄电池(VRLA电池)

 三、双极性密封铅蓄电池

 四、水平式密封铅蓄电池

 第五节 胶体电池-合算的储能系统

 一、两类阀控密封铅蓄电池(VRLA电池)



 二、先进的储能用胶体电池 

 三、新开发的储能用胶体电池 

 第六节 储能系统应用特点 

第三篇 风电设备发展研究 

 第八章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生产状况 

 第一节 我国风力发电设备产量 

 第二节 产品结构特点 

 第三节 各经济类型企业生产情况

 一、企业生产情况对比分析

 二、外企本土化战略

 第四节 企业生产规模 

 第五节 厂家近年产量对比

 第六节 在建项目与拟建项目分析

 第七节 我国风力发电设备产量预测

 第八节 2011-2020我国对风电设备需求的预测

 第九节 我国生产的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技术特点及参数 

第九章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设备制造技术深度研究

 第一节 我国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开发及专利拥有情况 

 第二节 国外风力发电设备技术开发及专利拥有情况

 第三节 我国风力发电设备成套设计能力

 第四节 我国变桨变速恒频技术

 第五节 更新换代的风险

 第六节 中外技术对比 

 第七节 风力发电技术相当成熟 

第十章2010年中国风电生产能力和配套设施研究

 第一节 整机制造业

 第二节 零部件制造业 

 一、叶片 

 二、齿轮箱 

 三、发电机 

 四、变流器

 五、轴承



 六、金属结构部件 

第十一章 2010年中国风电产业运营模式研究 

 第一节 特许权制度 

 第二节 风电标杆电价

 第三节 风电场收入

 第四节 风电系统与电网连接

 第五节 2010-2015年中国风电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一、容量1.5-2.5MW 是未来市场主流机型 

 二、型谱化、标准化和系列化

 三、质量问题愈发重要

 四、整机厂商将走向集中

 五、保障零部件供应纵向一体化 

第十二章 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研究

 第一节 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总体情况

 第二节 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重点地区风电装机情况 

 第三节 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重点省风电发展情况 

 第四节 2010年中国风电整机企业总体情况 

 第五节 2010年中国风电开发商分析 

第十三章 2010年中国风电电价构成及变动研究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目标电价 

 二、基准电价 

 第二节 风电电价的构成和影响因素 

 一、风电电价的构成 

 二、风电电价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2010年中国风电电价分析 

 一、风电电价计算 

 二、影响风电电价因素

 三、风电电价差异及变动趋势 

 第四节 2010年中国风电电价定价机制研究 

 一、初期示范期 

 二、产业化建立期



 三、规模化及国产化建立期

 四、目前风电电价政策

 五、我国政府对风电的补贴政策 

 第五节 风力发电设备优化选型与电价关系研究 

 一、基本论述 

 二、性能价格比原则 

 三、发电成本因素 

第十四章 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商业化研究

 第一节 风力发电的兴起

 第二节 各国政府的激励政策 

 一、美国 

 二、德国 

 三、印度 

 四、中国

 第三节 影响我国风电商业化的因素 

 一、工程费用 

 二、资金渠道 

 三、税收 

 第四节 投资合理收益率 

 第五节 经营治理水平

 第六节 商业化势在必然 

 第七节 风力发电成本

 一、成本构成 

 二、成本预测图

 三、国内典型风电机组造价

 第八节 风能经济综合研究

 一、风能成本极大依赖风场的风速

 二、大型风力发电机技术进步带来成本下降 

 三、大风场比小风场更具经济效益

 四、技术进步成本降低

 五、风电企业的财务成本

 六、输电、税收、环境和其他政策也影响风场的经济成本 



 七、环保规范将增加风能的竞争力 

 八、风能提供了辅助性的经济效益 

 九、风电和其它类型能源成本比较 

第十五章 2010-2015年中国风力发电市场发展趋势研究

 第一节 2010-2015年中国风力发电产业前景展望

 一、全球风电行业继续快速发展

 二、美国与中国领跑全球风电产业

 三、我国风电市场连续翻倍增长

 四、北部地区风电开发领先其他省份 

 五、扶持政策推动风电增长

 六、地方政府建设风电热情高涨

 七、电力运营商配额远未达标

 第二节2010-2015年中国风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风电产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二、风力发电成本将大幅降低

 三、风力发电机组不断向大型化发展

 四、海上风力发电将成为重要能源形式

 五、技术装备国产化比例必然提高

 第三节2010-2015年中国风能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一、实现风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风电市场如何培育

 三、风能技术如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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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风力发电技术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

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 信息中心等渠

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

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 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

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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