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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发电市场竞争格局与价
格机制



1.  风能发电市场竞争格局：集中度高，寡头垄断特征明显。

2.  风机制造企业：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参与度高。

3.  风电场开发商：地域集中，竞争激烈。

4.  风电运营企业：规模差异大，竞争格局复杂。

5.  风能发电价格机制：市场化与政策调控相结合。

6.  标杆电价政策：促进风能发电成本下降，保障投资收益。

7.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鼓励风能发电发展，推动绿

色能源转型。

8.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市场：促进风能发电消纳，提高风能

发电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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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能发电市场竞争格局：集中度高，寡头垄断特征明显。

市场集中度高、寡头垄断特征明显

1. 国内风电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度高、寡头垄断特征，少数

几家头部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并形成了垄断格局，

造成价格相对坚挺，风电发展速度低于预期。

2. 头部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储备等方面具备较强优势，能

够获得更多的风电资源，形成竞争优势，并实现规模效应。

3. 其寡头垄断特征使得风电企业在制定价格时拥有更大的话语

权，从而导致风电价格相对稳定，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价格机制不完善，难以实现市场化竞
争

1. 目前风电行业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导致市场竞

争不充分，价格难以实现市场化。

2. 风电上网电价由政府统一制定，导致风电企业缺乏定价权，

难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调整价格，导致市场竞争不够充分、价

格偏高。

3. 补贴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风电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

难以实现市场化竞争，价格难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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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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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机制造企业：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参与度高。

风机价格战，中国企业优势明显

1. 中国风机制造企业的成本优势突出。中国的人工和原料成本较低，且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可以有

效控制成本。

2. 中国风机制造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中国风机制造企业近年来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

品，以满足市场需求。

3. 中国风机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风机制造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展会和竞标，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

风机制造市场集中度高，寡头垄断趋势明显

1. 全球风机制造市场集中度较高，前几家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2. 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导致风机价格竞争激烈。

3. 寡头垄断企业可以通过操纵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



 风机制造企业：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参与度高。

技术创新成为风机制造企业竞争关键

1. 风机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提高风机的发电效率和降低风机的

生产成本。

2. 风机制造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市场

需求。

3. 技术创新成为风机制造企业竞争的关键，技术领先的企业能

够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风电行业政策对风机制造市场影响

1. 各国政府出台支持风电发展的政策，对风机制造市场产生了

积极影响。

2. 政府补贴的力度和期限直接影响风电行业的景气程度。

3. 政府对风电行业的支持政策对风机制造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风机制造企业：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参与度高。

§ 风机制造业绿色转型趋势明显

1. 风机制造业绿色转型主要是指采用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2. 风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政府政策和市场需求。

3. 风机制造业绿色转型有利于提高行业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 风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加速

1. 风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主要是指采用智能化设备和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2. 风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的主要驱动力是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

3. 风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有利于提高行业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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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场开发商：地域集中，竞争激烈。

华北地区集中，华东、华南分布

1. 开发商布局偏好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国家规划能源基地、三

北风能大基地、海上风电重点示范区、沿海省份等。

2. 政策利好助推华北成为全国风电风电场开发重点区域，区域

内企业占比约 60%，进入者较多，竞争激烈。

3. 华东、华南风资源相对匮乏，加上补贴政策削减，开发商布

局较少，区域内企业占比约 20%。

头部企业集中，市场逐渐成熟

1. 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高，2022 年排名前十的发电量占比约 

57.2%。

2. 政策利好吸引资本大量涌入，造成市场竞争激烈，逐渐涌现

出龙源、大唐、华电、三峡等一批头部开发商。

3. 市场逐渐成熟，大型风电场开发项目减少，小型项目增多，

竞争日趋激烈。



 风电场开发商：地域集中，竞争激烈。

竞争方式多样，利好企业发展

1. 竞争区间从地方补贴外送、融资利率、土地使用费等逐渐转

向风场选址、运营管理、技术优势等综合竞争力。

2. 经济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沿海地区竞争较激烈，吸引众多企业

入驻，凭借电价优势，通过与当地政府、电网公司等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获取更多补贴政策，获得优质的开发项目。

3. 内陆地区竞争相对温和，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成本控制

等方式降低项目开发成本，提高项目收益率，在市场中获得竞

争优势。

技术创新推动竞争加剧

1. 叶轮轻量化、机组大容量化、变流器小型化等技术的成熟，

推动风电装机规模不断增长，风电场开发商的技术实力成为竞

争关键。

2. 综合性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断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创新技术。

3. 各企业在风力发电机组设计、叶轮材料、变流器技术等领域

不断进行研发和创新，以提高风机的运行效率，降低发电成本。



 风电场开发商：地域集中，竞争激烈。

市场饱和，竞争日益激烈

1. 多因素挤压风电场开发商生存空间：风电投资、补贴政策的调整、风电装机饱和、技术水平的提

升，导致市场蛋糕缩小。

2. 新能源项目开发商迅速扩张加剧供过于求，竞争加剧，各企业不得不寻求新的市场机遇，以维持

企业发展。

3. 风电场开发商面临着区域资源饱和和政策优惠减少的双重压力，需要及时调整发展策略，以应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

区域垄断，合作竞争并存

1. 部分省份存在区域垄断情况，大型风电场开发商在当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竞争程度较低。

2. 某些地区，地方政府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鼓励企业在一个风电场项目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合作，

推动不同企业优势互补，合作竞争并存。

3. 部分企业通过联合开发风电场项目的方式降低风险、共享利润，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



 风电运营企业：规模差异大，竞争格局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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