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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绿色起点
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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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最东的海边开始，巨大的白色风机逐渐向
西部腹地、南部沿海和北方草原延伸扩展，成为
中国能源转型之路的强大助推力。威海正是这条
绿色能源之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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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我国首艘国产

航母“山东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自

此正式进入“双航母时代”。

为什么会选择“山东”命名，并

采用“双17”（12月17日交付、航母

舷号17）？军事迷很快给出了解读。

他们认为这与山东威海相关。1888年

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刘公岛

正式成立。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

北洋水师在威海诞生，也在附近的海域

覆没。所以，威海见证了中国海军乃至

中华民族从深陷苦难到发奋图强的历

程。

地处山东半岛东北角的威海，与

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遥相对，风大浪

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凛冽的海风

没有给清朝海军带来好运，却在近100

年后，成为炙手可热的能源资源，让

威海再次被冠以“第一”的称号——

1986年，在距离刘公岛约70公里的马

兰湾，新中国第一台风力发电机组建成

并网发电。

从中国最东的海边开始，巨大的

白色风机在此后20多年逐渐向西部腹

地、南部沿海和北方草原延伸扩展，成

为中国能源转型之路的强大助推力。威

海正是这条绿色能源之路的起点。

开启清洁发展之路
马兰风力发电场的筹备始于20世

纪80年代初。当时，世界上第一台风

机已经在丹麦诞生。1978年，首台风

机发明者、被称为“风电之父”的亨里

克·斯达尔（Henrik Stiesdal）把这

项设计授权给了丹麦维斯塔斯公司，并

奠定了后者在风机制造领域的王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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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马兰风电场的筹备组，则在考察

了美国、丹麦等一些欧美国家后，最终

选择了来自维斯塔斯的风机产品。

1985年10月，这批风机运抵威

海，8个月后，所有风力发电机全部并

网发电。2006年和2008年，因为叶片

故障，有两台风机停止了运转。2009

年，维斯塔斯专门派出维修人员前来维

修，但因风机磨损和锈蚀问题，风机没

有恢复。

如果以2009年计算，马兰风电场

的实际运行时间长达23年，这已经超

过了风电理论设计使用寿命的最上限

20年。不仅如此，马兰风电场还完成

了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推进风机技术国

产化。

在亲历者的回忆中，他们当时采

用各种方法，甚至尝试锯掉其中一个叶

片以进行模仿学习。在多次失败的基础

上，从1986年6月至1987年5月间，马

兰风电场协同科研院校，在短短的时间

内完成了包括气动力学、机械结构和功

控等几乎全部技术的消化吸收，并总结

出定桨矩、异步并网式风力发电机的实

际应用价值。

除了对技术的推动，马兰风电场

也让威海走上了清洁能源发展之路。

威 海 三 面 环 海 ， 沿 海 地 区 均 属

“风能资源丰富区”，平均风速为6.0

米/秒，除夏季外，其他季节风速都较

大，年平均8级以上的大风天数为124

天。当地政府测算，这里的风力资源总

量达到6000万千瓦，其中可供开发资

源是1500～2000万千瓦。

得益于威海的良好环境，每年11月份，成千
上万只大天鹅、野鸭、大雁等从西伯利亚、
内蒙古等地栖息至此过冬。

>>

位于威海刘公岛的北洋海军忠魂碑，这里见
证了中国海军乃至中华民族从深陷苦难到发
奋图强的历程（上图）。1986年，在距离刘
公岛约70公里的马兰湾，新中国第一台风力
发电机组建成并网发电（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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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兰风电场在运的2002年，

全国第一个国产化兆瓦级示范风电

场——华能中电威海风电场正式获批在

威海开建。2005年后，随着全国风电

开发进入快速发展期，包括国华瑞风荣

成风电场、华能中电威海风电场等多个

大型风电场也先后在威海落地。

根据规划，威海风电装机容量将

在2020年时超过100万千瓦，形成海陆

错落有致的格局，以支撑绿色能源示范

区建设。

这里提到的绿色能源示范，不仅

包括风电，还有光伏、核电、水电在内

的其他各类清洁能源。2011年后，随

着各类能源逐渐进入开发阶段，威海形

成了以风电、光伏、地热等绿色能源共

同组成的电能结构。2018年，威海全

年发电量为158.9亿千瓦时，新能源发

电量为22.42亿千瓦时，风力发电占全

年总发电量11%，山东省内排名第一，

光伏、垃圾发电则占3%。

此外，核电也是威海清洁能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

气冷堆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

堆示范工程正在推进，预计在2020年

进入试运行阶段。这座电站的规模仅有

20万千瓦，却是第一座采用第四代核

电技术的项目。它就像当年的马兰风电

场一样，延续着这座城市引领绿色能源

发展的传统。

追求精致体验
集 聚 了 风 机 和 核 电 的 威 海 荣 成

市，还是胶东民居海草房最集中的区

域。

据 考 证 ， 海 草 房 发 端 于 秦 汉 ，

到明清时集中出现。今天，这类建筑

在胶东半岛的沿海地带均有分布，但

威海的荣成市最为集中。在这里的海

边，你能看到童话般的小屋：坚硬的

石块或砖混结构垒起的屋墙上，有着

高高隆起的屋脊，屋脊上则是质感蓬

松、绷着渔网的屋顶，屋顶上则以海

苔草覆盖。

就像在黄土高坡建造冬暖夏凉的

窑洞一样，海草房的材质和建筑方式，

也旨在抵御海边的复杂天气——以花岗

岩等石材为墙体，可抵御风雨侵蚀；以

含有胶质的海苔草为屋顶，不易松散，

不易毁坏；以厚厚的海草作墙体，还可

以耐腐蚀、防虫蛀。

不仅如此，根据烟台大学建筑系

的研究，海草房还是一种节能建筑。冬

季，厚实的墙体材料在白天充分吸收太

阳的日照（当地冬季日照较充足），可

以有效阻碍室内热量的散失，从而保证

室内温度的稳定，加强体感舒适度。 

今天，海草房已经成为威海的一

道风景，它的留存，不仅是对传统历

史遗产的保护，也是精致城市建设的体

现。

威海建设“精致城市”理念源于

2018年。当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威

海考察，他结合威海的城市特点，提出

了向“精致城市”发展的要求。

建设精致城市，实现高效低碳的

用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理念被很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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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草房是威海的一道风景，它不仅体现了这
座城市对传统历史遗产的保护，也是精致城
市建设的一种体现（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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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和体验。就像海草房，它不仅

是一座传递出绿色低碳的建筑，也通

过建筑本身的设计，让居住者获得舒

适的感受。

当下，威海正在通过营商环境的塑

造来实现更好的体验感。以电力服务为

例，在2019年，国网威海供电公司在

山东省率先实现了企业和居民“零证办

电”，率先实现了办电“一链办理”，

办电提交资料数量由2项减少到0项，跑

腿次数由平均3次减少为1次，高低压客

户办电时限平均缩短5个工作日。

未来，不仅是服务，对细节和精

致的追求，将给这个绿色能源起点带来

更多的机会和惊喜。

（傅一程对本文亦有贡献）

标衡量，威海平均每万元GDP耗电量

347.19千瓦时，为全山东省最低。

同时，电能替代的有效推进是精

致用能主要方式之一。

据统计，2018年，威海替代电量

4.2亿千瓦时，折算后节约标准煤5.2万

吨。同时，威海港世界各地往来船只

多，因此，这里开展了“岸电上船”工

程，用电能替代船只停泊期间的燃油消

耗，仅2019年上半年，威海港使用岸电

63.7万千瓦时，节省燃油约1870吨。目

前，威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三年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稳居山东省第一。

在威海人的理解中，精致用能不

仅体现在基础设施自身的低碳上，还

要关注质量、效果，特别是与人相关

家认同并实践，比如德国推进以“高效

利用资源”为目标的能源转型时，就把

节能排在第一位。德国几乎半数以上的

法规，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能源节约和

循环经济领域。政策促使政府和个人都

高度关注能耗使用情况，通过检测设备

观察用在电、热、水上的具体费用，并

思考如何加强能源使用的效率。

高效利用能源，加快低碳发展，

也是威海在推进精致城市建设中努力的

方向。

近 年 来 ， 在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同

时，威海没有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

价，根据2018年的数据统计，威海市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41.48亿元，全社

会用电量126.43亿千瓦时，以这个指

威海港是山东半岛通往东亚国家的便捷出海口和进出渤海的必经之地，大量大型船舶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港口主要的大气污染源。2017年后，
威海港使用岸电系统，通过电缆接通岸基电源，获取生产、生活用电，既节省船舶燃油成本，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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