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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波浪发电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首先

是波浪发电相关概述、波浪发电行业的发展环境，然后是波浪发电优势区域分析，最后是波

浪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为该行业中相关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

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

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政府及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

价值。 

    波浪能是指海洋表面波浪所具有的动能和势能。波浪能具有能量密度高、分布面广等优点

，是一种取之不竭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波浪发电是波浪能利用的主要方式。 

波 浪发电是继潮汐发电之后，发展最快的一种海洋能源利用形式。199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

第一座商业性波浪能电站。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世界上已有英国、日 本、爱尔兰、挪威、

西班牙、葡葡牙、瑞典、丹麦、印度、美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研发波浪能发电装置，漂浮

在海面上或固定在海岸边。 

    我国沿岸波浪能资源理论平均功率约1285万千瓦，具有良好的开发应用价值，建立波浪能

发电系统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波浪发电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微型波浪发电技术

已经成熟，小型岸式波力发电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我国首座波力独立发电系统汕尾100千瓦岸式波力电站于1996年12月开工，2001年进入试发

电和实海况试验阶段，2005年，第一次实海况试验获得 成功。该电站建于广东省汕尾市遮浪

镇最东部，为并网运行的岸式振荡水柱型波能装置，设有过压自动卸载保护、过流自动调控

、水位限制、断电保护、超速保护等 功能。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随着一大批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建成投产，我国的

发电装机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新能源发电呈加速发展态势。我国波浪能资 源蕴藏量丰富，

清洁无污染，再生能力强，波浪发电产业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扶持，投资前景良好。根据

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在山东、海南、广东各建1 座1000千瓦级的岸式波浪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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