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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国际风电技术创新大会

11月29日至30日，汕头举行国际风电技术创新大会

向海图强 打造“风电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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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曾柯权

多个引领行业发展的项目交接签约、众
多行业“大咖”纵论风电高端论坛、风电领域
“大国重器”揭开神秘面纱、《风能汕头宣言》
重磅发布……11 月 29日至 30日，全球瞩目
的国际风电技术创新大会在汕头举行，吸引
来自中国、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英国、
东盟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政府官
员、国际组织代表、外交使节，院士、知名专
家、企业高管，围绕当前全球风电发展热点共
探技术升级新路径、凝聚国际合作新共识，推
动全球风电产业发展迈向新高度。

国际化、大规模、高规格的国际风电大会
落户汕头，正是近年来汕头大力发展海上风
电的硕果之一，必将成为汕头风电发展历史
上的新里程碑。

“向海图强”，一直都是汕头发展的底
色：乘风出海，红头船承载着一代代汕头人
艰苦拼搏的精神，孕育了汕头勇立潮头、开
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御风归来，汕头正围绕
国际风电创新港建设，以海上风电资源开发
为支撑，打造服务全球的海上风电产业新
城，吹响了又一轮“向海洋要经济”的响亮号
角，向着“打造国家海上风电产业的根据地
和国际海上风电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的清晰
目标踔厉奋进。

汕头，一座向海而生、因港
而立的城市，从边陲渔村到通商
口岸，汕头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广
袤的海洋。

大陆海岸线长 218 公里，海
岛岸线长 167 公里的汕头，海上
年平均风速达 8-9 米/秒。好风
凭借力，“清风换绿电”。早在
1988年，汕头便在南澳岛启动了
中国首个风力发电示范场项目，
南海之滨的劲风拂过岛屿，为汕
头积累下多年风力发电的经验；
如今，年有效平均利用小时数超
3800小时的疾风吹过海面、转动
海面上的风机，输送着源源不断
的清洁能源。

近年来，汕头积极响应和服
务国家“双碳”目标，风能产业从

“陆上”加速向“海上”迈进。独
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场址资
源、绝佳的自然禀赋，为汕头打
造技术领先、集群效应显著的海
上风电产业基地和服务聚集区
奠定坚实基础。

2022 年 5月，广东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提出，支持汕头建设国
际风电创新港。长期以来，汕头
把发展海上风电产业作为以实
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的
重中之重，大力推进国际风电创
新港建设。

好风聚能、群英荟萃，在自
然资源与政策支持的优良条件

下，大批企业乘风而至。华能、
大唐、三峡、华电、中海油、中国
绿发、国电投等一大批央企纷
至沓来；国电南瑞、青岛武晓、
江苏华纳、盘古润滑等一大批
配套企业因“风”而聚，逐渐构
筑 起 汕 头 风 电 产 业 链 雏 形 。
2019 年 8 月和 2021 年 9 月，上
海电气 8 兆瓦和 11 兆瓦海上风
机在汕头完成总装下线，两次
刷新国内最大容量海上风机纪
录；2021 年底，汕头首个海上风
电场——大唐南澳勒门Ⅰ海上
风电项目如期实现全容量并网
投产……

今年 2 月，汕头举办全市高
质量发展大会暨汕头国际风电
创 新 港 产 业 项 目 开 工 签 约 大
会。会上，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集
中签约、开工，签约规模约 300
亿元、开工项目总投资额约 52
亿元。一条从设计研发，技术创
新，到生产制造交付的完整产业
链，即将在汕头成形。

围绕建设汕头国际风电创
新港的目标，汕头正坚持科技创
新，谋划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
地、新产品新技术试验示范应用
基地、政策先行示范区，创建技
术创新中心、检验认证中心、人
才教育培训中心，形成“1+3+3”
海上风电生态体系，打造世界级
产业集群。

向海图强，借风而起，在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风电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积极
打造国际风电创新港，汇聚全产
业链的汕头，正在成为我国海上
风电技术进步、规模化发展在地
方实践的成功示范。

如何将汕头成功的范例向
全国乃至全球推广，汇聚全球专
家“临海谈风”，更好地响应国际
社会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迫切需求，这场国际性、高规
格的大会便是汕头向全世界交
出的答卷之一。

羊城晚报记者从汕头海上
风电专班了解到，本次国际风电
技术创新大会，集结全球的智慧
与力量，探讨如何构建世界级风
电产业集群、打造互信稳定的全
球供应链，坚持科技创新推动和
国际合作，为全球能源安全贡献
积极力量。

大会以“打造世界级风电产
业集群 构建全球互信稳定供应
链”为主题，重点围绕集群化发
展、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三个方
面展开，设置相关主题分论坛和
配套活动。“本次大会，集中了全
球顶尖专家资源和企业资源，凝
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研判全球
海上风电产业走势，搭建全球海
上风电技术信息平台。”汕头海
上风电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会邀请中国、丹麦、荷兰、
挪威、西班牙、英国、东盟等近20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
组织代表、外交使节，以及数位
院士专家和企业高管，围绕当前
全球海上风电发展的热点共探
技术升级新路径，凝聚国际合作
新共识推动全球风电产业发展，
探寻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并促
进区域能源转型的新路径。

此外，在多场发布会、专题技
术沙龙和国际交流等活动上，众
嘉宾也将围绕“未来我国海上风
电走向何方”“如何打造世界级创
新型风电产业集群”“有哪些创新
技术将强势崛起”“如何与海洋经
济协调发展”“海上风电结构防腐
技术”等进行思维碰撞。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进行全
球首个集“研发设计一体化、工
艺流程一体化、生产制造一体
化、检测认证一体化”的海上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厂房正式交
付仪式，这标志着汕头风电产业
集群将聚集风电整机、叶片、齿
轮箱、发电机、轴承等全产业链
制造企业，以及检验检测实验室
和大型科研装置。

借助举办国际风电技术创
新大会的契机，汕头正一步步擦
亮国际风电创新港新名片；推广
风电行业技术创新与进步经验、
加强与国际伙伴深入合作，助推
风电产业迈向新台阶。

在本次大会的发展论坛
上，以上海电气、大唐公司汕
头新能源公司为首的汕头风
电项目开发和基地建设的龙
头企业领导，与众多国际专家
一起围绕深远海、融合协同、
持续降本、技术创新等话题展
开讨论，开拓新思路、交流新
技术，带动汕头相关企业稳步
发展。

实际上，汕头的风电行业
企业向来不是“单打独斗”。
形成行业合力、推动产业加速
聚集，打造超 6000 万千瓦产
业集群、超 2000 亿新能源产
业集群，是汕头一直努力的事
情。2022 年，汕头市风能协
会应运而生，汕头风能企业迈
向了抱团发展，各大风能企业

在汕头有了共同的大家庭，
44 家会员单位整合资源，完
善标准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

在过去的一年中，该协会
支持集中送出工程、产业发展
基金、海上风电实验室等重大
项目落地实施，推动资源开
发、装备制造、金融保险、科研
创新、运维服务等细分产业深
度融合，实现风能产业向全链
条、体系化、高端化发展，并保
障风电船舶前沿技术研讨会、
国际风电创新港建设大会等
重大活动成功举办。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离
不开该协会发挥风能行业的

“火车头”作用。汕头市风能
协会会长单位，大唐汕头新能

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举办国际性的风电大会展现
了汕头开放包容的态度，能吸
引到更多企业来投资汕头海
上风电产业，特别是能引导这
些企业在装备制造、运维、融
合发展产业等方面进行更广
泛深入的交流合作。并为全
球顶尖专家资源和企业资源，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全球海上
风电技术信息平台。”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互相
交流，团结各方“朋友圈”吸引
更多企业落户汕头，“抱团发
展”。在此方面，汕头更是不
遗余力地强化以海上风电为
中心的创新融合发展思路。

本次大会上，举行一系列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其中，广

东省风电临海试验基地十分
抢眼。

作为国内首个大容量海
上风电机组临海试验基地和

“检测认证公共试验平台”，
广东省风电临海试验基地具
备单机测试容量最大、开放
程度高、运营效率佳、技术创
新元素最活跃等特点，是目
前全国首个集风机测试、并
网测试、源网荷储、新型储能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风电综合
性电网科研平台。作为开放
共享的公益性项目，该基地
可同时为国内国际海上风电
整机厂提供测试服务，在此，
相关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更
换塔筒风机和叶片，产品可
以实现“出厂即检测”。

昔日樟林古港、汕头埠的
风帆向外，一艘艘红头船载
满先辈奋斗与拼搏的理想开
向远方；今日南澳岛、濠江海
面的风依然强劲，一台台风
机在海上“呼风换电”，让这
座滨海之城、华侨之城展现

“风电魅力”，成为近悦远来
的“风电样板”。

本次大会的国际合作论
坛上，来自英国、印尼、越南、
泰国、荷兰等国家的协会、集
团 代 表 将 围 绕 深 化 国 际 合
作，构建更有韧性且安全可
靠的风电供应链展开相关主

题演讲，助力汕头引进国际
风电经验，与各国共创清洁
能源新时代，开启国际合作
新篇章。

事实上，汕头对外交流
的脚步从未停歇，海上清风
渐送客来。当前，汕头正以
广迎八方来客的姿态迎接全
球的“客人”。

今年七月份，汕头市友好
代表团远赴泰国和印度尼西
亚，携汕头海上风电走出国门

“下南洋”，到东南亚推介汕头
风能产业。

在东南亚期间，汕头市发

改局、风能协会参加中泰风电
产业合作交流会、印尼可再生
能源展会，访问泰国海湾能源
公司、印尼力公司等能源龙头
企业以及能源主管部门和相
关行业协会，与海外乡亲分享
家乡发展新思路、新变化，推
介“三新两特一大”特色产业，
并就风电领域加强技术交流、
项目开发和人才培训，共同促
进能源转型等方面进行探讨
交流。泰国风能协会与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签署了《中泰风电领域合
作谅解备忘录》。

代表团走出国门，乡亲们
回到故乡。在汕头的推介下，
众多海外乡亲对海上风电、新
一代电子信息等新产业，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

8 月份，借助来汕头参加
中数大会的契机，以泰国中
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为代表
的访问团，到濠江区海上风
电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实地参观海上风电的建设、
考察风电发展情况。9 月，印
尼中华总商会名誉主席陈洪
平一行考察团乘船出海，参
观大唐南澳勒门 I 海上风电
场，赴濠江区调研“四个一体
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
园、广东省风电临海试验基
地和上海电气风电汕头智能
制造基地，与协会企业交流
探讨合作开发印尼风电有关
事宜……

近年来，濠江区成为汕头
风电产业的排头兵，也成为各
方考察团的“打卡点”。位于
濠江区的广澳临港片区，规划
建设 4200 亩的海上风电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园区，规划海工
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1000 亩，
引进了一大批关键零部件生
产、技术研发、施工运维等上
下游龙头企业，推动人才、研
发、创新等发展要素汇聚，构
建一个投资机制完善、技术支
撑先进、后勤保障充分的海上
风电全产业链创新制造智慧
园区。“前港中园后城”的产业
格局日趋完善。

此外，借助汕头广澳深水
港的优良条件，未来，汕头风
电母港将形成覆盖粤东200公
里范围的运维基地，覆盖东南
亚地区 2000 公里范围的施工
建设基地，辐射全球的装备及
服务出口基地，将是汕头面向
全球的海上风电装备及服务
出口、运维、施工建设基地的

“桥头堡”。

壹 根植向海图强
汇聚产业集群“向海要电”

贰 集结风电智慧
汇聚全球专家“临海谈风”

叁 形成行业合力
坚持创新融合发展思路

肆 广迎八方来客
华侨之城展现“风电魅力”

海上风电产业集群正引领汕头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汕宣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