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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海上风电发展
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今年
3月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稳
步推进风电项目建设，年内计划
安排新开工建设规模约2500万
千瓦，新增装机规模约2000万千
瓦；扎实推进部分地区风电项目
前期工作，项目规模约2000万千
瓦。与此同时，国家能源局发布
的《2018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
结果的通知》显示，限制风电投
资建设的地区由“红六省”变为

“红三省”，将内蒙古、黑龙江、宁
夏三省从红色预警名单解禁。3
月20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

《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针对分布式发电的定
义、指标管理、市场交易、电网接
入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

政策催化海上风电迎来加
速发展期，对风电设备行业相关
上市公司形成利好，引发资本市
场的广泛关注。日前，中国三峡
新能源有限公司(属于央企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旗下)与天津开发
区管委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计
划投资180亿元建设海上风电项
目。项目计划2019年获得核准，
2020年开工建设，2022年全部机
组投入运营。另外，3月20日，上
海电气如东大型海上风电智能
制造项目、江苏海力年产20万吨
海上风电场配套设备制造项目
在沿海经济开发区启动，上海电

气如东大型海上风电智能制造
项目总投资5亿元，项目由上海
电气与江苏海力集团联合建设。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与
陆地风电相比，海上风电具有发
电利用小时数高、不占用土地、
靠近负荷中心等优点。根据风电
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底
我国海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到5GW以上，开工容量超过

10GW。由此估算，总投资额有望
达到千亿元。在政策大力支持引
导、弃风限电改善明显、解禁部
分省份风电投资建设的限制等
多重积极因素的推动下，我国风
电发展迎来转机，新增装机空间
有望回升，风电设备行业进入黄
金发展期，具有业绩支撑的龙头
股配置优势明显，目前正是布局
的好时机，值得关注。

二级市场上，风电设备板块
集体崛起，在可交易的34只成份
股中，28只个股实现上涨，占比逾
八成。其中，中材科技(3.30%)、华
建集团 ( 3 . 2 3% )、中迪投资
(2.93%)、*ST天成(2.55%)、天奇
股份(2.18%)、泰胜风能(2.07%)、
东方电气(1 . 92%)、长城电工
(1.88%)和湘电股份(1.44%)等个
股涨幅居前。

在政策不断推动下，行业龙
头标的成为当前场内资金抢筹的
目标。市场研究中心根据同花顺
统计发现，昨日，板块内共有14只
强势股呈现大单资金净流入态

势，合计吸金7065.06万元。其中，
中材科技、中天科技、天奇股份、
特变电工、申能股份等个股大单
资金净流入均超100万元。

事实上，风电装机大幅增加，
行业底部反转基本确立。2018年前
2个月全国风电装机量4 .99GW，
风电同比增长68.6%。银河证券表
示，在沉寂两年后，弃风限电问题
大幅改善，风电行业迎来复苏期。
看好未来两年陆上风电设备商、
海上风电运营商以及开拓海外市
场企业的投资机会。

对于板块的后市表现方面，
申万宏源认为，2018年前2个月
风电并网数据同比高增，2017年
装机底部确认，随着技术进步带
来的投资收益率回升，分散式+
海上风电+红六省解禁有望为风
电发展提供新增量，未来3年有
望迎来装机上升周期。看好6只
风电设备龙头标的的后市机会：
金风科技、天顺风能、中材科技、
泰胜风能、金雷风电、天能重工
等。 (来源：证券日报)

海海上上风风电电迎迎来来加加速速发发展展期期
6只风电设备龙头股显配置优势

6600万万千千瓦瓦行行波波堆堆22003300年年左左右右建建成成
一次装料可运行数十年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核工业
展览会28日开幕。记者从参展
的中核集团获悉，按照行波堆
技术开发路线，2020年代中期
将完成行波堆30万千瓦示范堆
的设计与建设，开发金属燃料
本地化生产线，实施商业化市
场推广；2030年左右，完成60万
千瓦行波堆开发与建设，实施
商业化市场推广；2030年代中
期，完成120万千瓦行波堆开发
与建设，实施商业化市场推广。

记者了解到，这是中美合
作的行波堆首次大规模、成系
统地亮相展会。

“行波堆属于钠冷快中子
反应堆，在设计上属于第四代
核电技术。”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行波堆燃烧原理的核心是
核燃料的利用从点火区开始，
增殖和焚烧先后进行，实现一
次通过并且深度焚烧，整个闭
式燃料循环在同一个堆内实
现，由于该循环过程通常有增
殖和焚烧的功率峰值移动形成

“波动”的物理图像，采用这种
反应机理设计的核反应堆被称
为“行波堆”。

天然铀中只有约0 . 7%的
同位素能被直接利用，但是利
用 行 波 堆 技 术 ，铀 资 源 的
30%—40%，甚至60%—70%可
以物尽其用。从这一点上看，行
波堆与试验快堆很相似。但行
波堆的另一大优势就是，理论
上一次装料后，可以自持运行
数十年，不需要添加新燃料，也
不需要清除乏燃料。如果行波
堆普及，可减少铀浓缩和乏燃
料再处理等需求，降低核能的
成本和环境风险，更能极大降
低核扩散风险。

2006年，微软创始人比尔·

盖茨在评估了所有已在理论上
被研究和讨论过的核反应堆类
型后，选择了行波堆，并创立泰
拉能源公司来发展这项技术。

中美两国行波堆技术交流
始于2009年。2011年，受国家能
源局委托，中核集团与泰拉能
源公司开展商务与技术交流合
作。2013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
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项下
的执行安排，2017年9月，中核
集团与泰拉能源公司签署合同
成立环球创新核能技术有限公
司，并于11月在天津注册。

(来源：科技日报)

今今年年我我国国将将再再投投440055亿亿元元

进进行行农农网网改改造造升升级级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
华近日透露，2018年我国将分
两批安排总投资405亿元用于
中西部26个省(区、市)新一轮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其中中央
预算内投资120亿元。

据刘宝华介绍，中央预算
内的120亿元投资将倾斜支持
贫困地区。

为解决农村供电“最后一
公里”问题，2016年，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了“十三五”期间实施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作。截
至2017年末，已为78533个小城镇
中心村实施电网升级，为全国
1595756个机井通了电，为33082个
贫困自然村通了动力电。

但由于历史欠账多、自然
条件差等因素，部分农村地区
电网网架结构依然薄弱，配网
供电能力不足、电力“卡脖子”
问题仍突出。其中，包括西藏、
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
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在
内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是下一步农网改造升级的
重中之重。

“我们将从政策上、资金上
给予‘三区三州’地区倾斜。120亿
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中，50.9%用于
支持‘三区三州’，其余部分也要
求中西部各省(区、市)用于所在
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及其他贫困
地区。”刘宝华说。

刘宝华表示，国家能源局
正在组织编制“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农网改造升级攻
坚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至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
继续向“三区三州”倾斜。

(来源：经济参考报)

好消息，齐鲁交通能源
微信公众号上线啦！这里每
天推送《齐鲁晚报》交通、能
源行业相关新闻，了解业内
发生的新鲜事，更有深度行
业新闻报道发布。还等什
么，扫码关注，掌握一手行
业动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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