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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再生能源利用对于解决海岛发展中的能源供给、传统能源污染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

章在介绍我国海岛可再生能源的分布以及现有利用方式的基础上，对海岛可再生能源利用对海岛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以及目前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内海岛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取得

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推动海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几点思考，为海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前进

思路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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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岛不仅是人们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主要目

标和载体，在领土划界、国防安全、生态安全方面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有超过１８０００ｋｍ的海岸

线和近３００万ｋｍ２ 的管辖海域，海域面积辽阔且海

岛众多。海岛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条件优美，近年

来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开发的重点区域，特别是

对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已逐渐成为沿海地区一项

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在海岛开展水产养殖及海

产品加工也是沿海地区传统的海洋经济活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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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海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岛上居民的生活收入

来源。

能源供给问题一直是海岛开发与利用过程中

的核心关键问题。海岛地区大多远离大陆，陆地电

网无法覆盖到离岸的众多海岛，通常情况下边远海

岛的电力供应采用柴油发电形式。但柴油发电不

仅消耗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更重要的是柴油发电

机的噪声和排放问题对发展海岛环境有着不利影

响，因此寻找清洁、零排放的新型能源是解决海岛

发展、保护海岛环境的首要问题之一。可再生能源

具有分布式、可持续利用且对环境影响小的特点，

十分适合在海岛地区的应用和推广，是优化海岛能

源供给方式、促进海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２　海岛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特征与分布

海岛地区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海岛风能、太

阳能及海洋能等。海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条

件，可再生能源的特征、分布与利用方式与陆地存

在着差异。

２１　海岛风能

风能是海岛地区最常见的可再生能源，也是目

前利用最多的海岛可再生能源。我国海上的风资

源在各海区的分布都呈向外增大的趋势，因此我国

沿海海上岛屿的风能资源比较丰富，年平均风速和

最大风速都较大，对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风机选

型既有一定优势也有不利影响。据统计，我国渤

海、黄海各岛的年平均风速在３．７～７．４ｍ／ｓ，东海

各岛的年平均风速最大可达９．１ｍ／ｓ，最大风速多

在３５～４０ｍ／ｓ以上
［２］。

此外，海岛风资源分布的季节性差异十分明

显。渤海各岛的年平均风速以春季最大、秋季最

小。黄海各岛中，成山头两侧的养马岛、刘公岛和

镆铘岛的春季平均风速最大，其他各岛的冬季平均

风速最大，最小风速均出现在夏季。东海各岛中，

平均风速的季节变化更加复杂，各岛的月平均最大

和最小风速出现的月份相差较大。南海海域各岛

多在每年的１０月至翌年３月风速达到最大，而每年

的４—９月一般风速较小。

以浙江省舟山地区的摘箬山岛为例，摘箬山岛

位于舟山本岛南部８ｋｍ 处海域，该海岛总面积

２．７ｋｍ２，海岸线长７．２７ｋｍ。通过在岛上山顶处

７０ｍ高测风塔的连续实测数据
［３］，摘箬山岛的风能

资源情况如下：测风塔１０ｍ、３０ｍ、５０ｍ、６０ｍ和

７０ｍ处年平均风速分别为３．２８ｍ／ｓ、４．７４ｍ／ｓ、

５．６０ｍ／ｓ、６．１６ｍ／ｓ和６．５６ｍ／ｓ；不同高度风向频

率和风能频率分布不同，但同一高度各风向频率分

布与风能频率分布基本相似；在不同高度处的风功率

密度分别为５４．８Ｗ／ｍ２、１４８．１Ｗ／ｍ２、２０８．２Ｗ／ｍ２、

２７５．１Ｗ／ｍ２和２８３．２Ｗ／ｍ２，按照国家标准给出的

风功率密度等级，摘箬山岛的风功率密度等级达到

３级，具备风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条件。

我国大部分海岛地区的风资源条件都达到了

能够作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图１），但在

平均风速较低的地区应选用适合低启动风速的小

型风力发电机组，实际开发利用时应结合静态最大

风速和湍流强度进行发电设备选型。

图１　我国年平均风功率密度的分布

２２　海岛太阳能

我国的太阳能总辐射资源非常丰富，但主要分

布在西北部的高原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年均日

照小时数和辐射强度都要远低于西藏、青海、新疆

等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根据中国气象局的

统计数据［４］，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年均太阳总辐射

量为３７８０～５０４０ＭＪ／ｍ
２，年平均辐照度大约为

１２０～１６０Ｗ／ｍ
２，属于第三类资源丰富地区，资源条

件本身并不是十分理想。另外，海岛上由于海水的

蒸发量大、空气潮湿，多雨多雾天气更加常见，再加

上海上盐雾环境下太阳能电池板表面的盐雾结晶

对光伏转换效率的影响，在海岛地区利用太阳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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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发电的总体效率要比陆地上再打折扣。

如图２所示，我国北部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

北部的沿海地区太阳能资源相对较好，而南方大部

分地区的太阳能辐射量较低，只有广东东南部、台

湾西部和海南地区接近或超过５０００ＭＪ／ｍ２。

图２　我国太阳能资源分布

以广东省珠海万山海岛地区为例，万山海岛地

区属于广东东南部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区

域内有澳门大潭山气象站长期进行太阳辐射观测。

通过对万山海岛地区近３０年的太阳总辐射资料的

分析［５］，万 山 海 岛 地 区 太 阳 总 辐 射 平 均 值 为

４９９６．２５ＭＪ／ｍ２，其年内月平均辐射量的变化如图

３所示。

图３　万山海岛地区年内各月

平均太阳总辐射量变化

从图３中可见，太阳总辐射量的年内变化呈现为

单峰型，其中７月最高，８月次高；２月最低，３月次低；

最高值达到５７４ＭＪ／ｍ２，最低值仅为２６５ＭＪ／ｍ２，这

与万山海岛区的天文辐射月际差异以及降水特点

有关［６］。

因海岛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远低于内陆高原

地区，因此在海岛地区开展太阳能利用对光伏组件

的转换效率及整体占地面积有着更高的需求，无形

中增加了发电成本。

２３　海洋能

海岛地区的海洋能主要包括潮汐能、波浪能和

潮流能，地处热带海域的海岛还拥有一定规模的温

差能。

２．３．１　潮汐能

我国海域的潮差以东海最大，渤海和南海最

小。渤海各岛周边海域的平均潮差在２２０ｃｍ以内，

最大潮差不超过３９０ｃｍ，以岔尖堡岛群和菊花岛海

域潮差最大；黄海各岛海域平均潮差在３００ｃｍ以

内，最大潮差不超过４００ｃｍ，以大鹿岛海域潮差最

大；东海海域潮差最大，各岛平均潮差在３５０ｃｍ以

上，最大潮差不超过５００ｃｍ；南海各岛海域潮差比

较小，平均潮差在２５０ｃｍ以内。潮汐能资源总的分

布趋势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由湾口向湾顶逐渐

增大，最大潮差区在浙南的乐清湾和福建北部海

域，但总体上潮差都在３～４ｍ左右，作为潮汐能开

发利用的难度较大，特别在海岛地区空间资源有

限，难以支持大型拦坝式潮汐能电站的建设。

２．３．２　波浪能

我国沿岸的波浪能资源以台湾省沿岸海域最

丰富，总储量可达到４２９０ＭＷ，占了全国波浪能资

源总量的１／３；其次是在浙江、广东、福建和山东省

沿岸的海域较多，在１６１０～２０５０ＭＷ，其他地区沿

岸波浪能资源则很少。

全国沿岸各海域的波浪能功率密度具体分布

是：渤海海峡（北隍城岛附近）７．７３ｋＷ／ｍ，台湾岛南北

两端（南湾和富贵角至三貂角）６．２１～６．３６ｋＷ／ｍ，浙江

中部（大陈岛附近）６．２９ｋＷ／ｍ，福建海坛岛以北（北馣

和台山）５．１１～５．３２ｋＷ／ｍ，西沙地区４．０５ｋＷ／ｍ，粤

东（遮浪附近）３．６２ｋＷ／ｍ。这些地区年平均波高多

大于１ｍ，平均周期多大于５ｓ，是全国沿岸波功率

密度较高、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由于我国沿岸属于季风气候区，多数地区的波

功率密度随季节有明显的变化。波功率密度变化

的总趋势是秋冬季较高，春夏季较低。而在浙江及

其以南地区，由于受台风影响，春末和夏季（南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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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５—８月、东海海域７—９月）波功率密度也较高，

甚至会出现全年最高值，如浙江省大陈岛附近海域。

波浪能由于分布广泛且能量密度大，是非常适

合在海岛地区开发利用的一种海洋可再生能源，并

且波浪能发电设备基本不占用海岛的陆域面积，对

海岛环境的保护十分有利。但目前波浪能发电技

术还未达到商业化水平，难以像风能和太阳能一样

成熟应用。

２．３．３　潮流能

我国沿岸的潮流能资源分布以浙江沿岸最多，

有３７个水道潮流资源比较富集，理论储量平均功率

达到７０９０ＭＷ，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台

湾、福建、山东和辽宁沿岸海域，在１１３０～２２８０ＭＷ

之间；其他海区沿岸则较少，广西沿岸最少。

我国沿岸比较著名的高潮流能密度的水道有：

杭州湾口北部为２８．９９ｋＷ／ｍ２，舟山群岛区的金塘

水道为２５．９３ｋＷ／ｍ２，龟山水道为２３．８９ｋＷ／ｍ２，

西堠门水道为１９．０８ｋＷ／ｍ２，渤海海峡北部的老铁

山水道北侧为１７．４１ｋＷ／ｍ２，福建三都澳三都角西

北部为１５．１１ｋＷ／ｍ２，台湾澎湖列岛渔翁岛西南侧

为１３．６９ｋＷ／ｍ２。

因为潮流能资源主要集中在一些地形狭窄的

水道地区，因此在海岛开发利用潮流能资源主要

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浙江沿岸特别是舟山群岛

地区的海岛比较适合利用潮流能资源解决能源与

供电问题。而其他海域特别是流速小于１ｍ／ｓ的

地区，目前受技术条件所限还难以开发利用潮流

能资源。

２．３．４　温差能

我国的温差能资源约９０％分布在南海。据相

关文献［７］，中国近海及毗邻海域的温差能资源可开

发装机容量约为１８．４０亿～１８．４７亿ｋＷ，因此南海

地区海岛的温差能利用潜力十分巨大，但目前受限

于海洋温差能的利用技术水平尚未达到应用阶段，

这一丰富的海岛可再生能源资源还有待进一步的

开发和利用。

３　我国海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现状

由于海岛特别是偏远海岛的能源和淡水主要

依靠从陆地运输，因此对可再生能源自发自用的供

电形式的需求十分强烈。在海岛地区因地制宜的

建设可以综合利用风能、太阳能和海洋能等多种可

再生能源、与储能和柴油发电系统形成互补的独立

供电系统或微网系统（图４），是目前解决海岛能源

电力供应问题的一种十分可行的措施和技术手段，

也是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一项重要的发展方向。

图４　风光波浪能互补的可再生能源

独立供电系统示意图

近年来，我国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给予了

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可

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可再生能

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以及《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调配暂行办法》等，明确规定

了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

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

和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

展，国家扶持在电网未覆盖的地区建设可再生能源

独立电力系统。国家财政还设立了专门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偏远地区和海岛可再

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建设。

在相关政策和措施的扶持下，我国先后在东海

和南海的多个岛屿上建设了可再生能源的独立发

电或微网系统，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来解决这些

海岛的供电问题，并结合海水淡化装置和供暖／制

冷系统，尝试在海岛地区实现水电或水电暖的联

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发电成本。其中比较

典型、有示范效应的海岛可再生能源微网项目包括

浙江省东福山岛、广东省珠海市大万山岛、桂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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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澳岛的风光柴储互补式可再生能源微网发电

系统，以及在山东省即墨市大管岛、浙江省舟山市

摘箬山岛和珠海担杆岛上建立的带有海洋可再生

能源发电设备的多能互补发电系统。下面分别以

浙江省东福山岛和山东省即墨市大管岛为例，介绍

有关海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及互补式发电系统的

建设运行情况。

３１　浙江省东福山岛微网示范项目

东福山岛是我国东部海疆最东的有居民海岛，

面积２．９５ｋｍ２，居民约３００人。在可再生能源微网

项目实施前主要靠柴油发电，发电成本高且污染环

境。为了解决能源供给矛盾，中国国电集团在岛上

建立了风－光－柴－储的电力系统（图５）和海水淡

化系统，为岛上居民供电供水。

系统总装机容量为５１０ｋＷ，可再生能源３１０ｋＷ，

包括７台３０ｋＷ的风力发电机组，１００ｋＷ 的太阳能

发电系统和２００ｋＷ的柴油机，配备９６０ｋＷ·ｈ铅

酸蓄电池储能系统，配备一套日处理能力为５０ｔ的

海水淡化系统。该项目在２０１１年正式投入运行，解

决了当地居民的用电用水困难。

图５　东福山岛微网系统的拓扑结构示意图

图６　东福山岛微网系统

东福山岛微网系统（图６）的运行模式可分为储

能变流器（ＰＣＳ）模式及柴油发电机模式。ＰＣＳ模式

指系统中以蓄电池做主电源，储能变流器独立逆变

做恒压／恒频（犞／犉）控制，为系统提供恒压／恒频的

交流电源，同时实现对光伏电池组的最大功率跟踪

控制，系统负荷用电主要由光伏、风机及蓄电池提

供，当光伏与风机出力小于负荷时，差额容量由蓄

电池供给，当光伏与风机出力大于负荷时，多余能

量对蓄电池进行充电，一般当蓄电池荷电状态

（ＳＯＣ）值较高时系统运行于ＰＣＳ模式；柴油发电机

模式指柴油发电机犞／犉运行，为系统提供恒压／恒

频的交流电源，储能变流器为恒功率运行，对蓄电

池进行四段式充电，同时对光伏电池组进行最大功

率跟踪控制，一般当蓄电池ＳＯＣ值较低时系统按柴

油发电机模式运行。

东福山岛微网系统在实际运行中以当前光伏、

风机出力情况，蓄电池ＳＯＣ状态及负荷大小为依

据，以有效使用新能源、合理使用蓄电池为原则，按

照设定好的运行策略在ＰＣＳ模式或柴发模式下工

作，根据系统内运行状态的改变而对运行模式进行

自动切换。微网系统的自动运行主要通过储能电

池组、蓄电池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和后台监控系

统的配合运行而实现。

３２　山东省即墨市大管岛海多能互补示范项目

大管岛位于崂山湾中，行政区划属山东省即墨

市鳌山卫镇，毗邻著名的崂山风景区。大管岛在历

史上曾有边防部队驻守，当时岛上驻军利用柴油发

电并免费供给海岛居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部队撤

出，从此大管岛中断了电力供给。之后在国家“九

五”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与

即墨市政府合作在大管岛研建了一座摆式波浪能

发电站，波浪能电站于１９９９年６月在该岛安装完

毕，９月起正式供电。但因为电站后续运行的经费

和管理问题，电站系统设备无法得到正常维护，到

２００５年波浪能电站已完全停止运行，之后岛上用

１２ｋＷ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每天仅能供电约３ｈ，难

以满足居民生活的需求。

２０１１年，在国家海洋局“９０８”专项近海岛屿综

合利用示范项目的支持下，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在大

管岛重新建成了一座风－光－波浪能的多能互补独



Ｓ２ 崔琳，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对海岛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问题思考 ３９　　　

立电站（图７）。电站系统的总装机容量为１０５ｋＷ，其

中包括３０ｋＷ的波浪能发电系统，６０ｋＷ的风力发

电机组和１５ｋＷ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并配有日产５ｔ

的海水淡化系统。该电站满足了大管岛居民的日

常生活用电和用水。

图７　大管岛多能互补发电系统

独立供电系统采用风能－太阳能－波浪能互

补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在能量合并与转换时选

用了交流－直流－交流的转换方式。风力和波浪

发电系统的输出经整流器进行交流－直流转换后，

由直流斩波电路进行升压或降压，使不同发电系统

的输出调整到同样电压范围内；需并流的三路直流

输入再经直流转换器的升压整合后，即可并流成单

路输出，实现能量合并；转换器的直流输出在充放

电控制器的管理下，根据实际用户负载的需要将能

量送稳压器，再经逆变器转换成交流输出送入交流

配电器，最终提供给用户使用；当发电系统的输出

超过用户负载需求时，充放电控制器将多余的能量

储存在蓄电池组内，在发电系统输出不能满足负载

需要时，由蓄电池组放电来提供不足的部分，使多

能互补发电系统达到稳定供电的目的。

４　可再生能源利用对海岛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岛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的

建成和投入运行，我国在海岛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

面取得了明显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示范项目建设和

运行维护经验。从已建成的示范项目来看，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对海岛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海岛环境

保护贡献突出、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４１　解决海岛电力持续供应难题、助力海岛经济

发展

海岛的电力供应一直以来都是制约海岛开发

和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还有很多偏远

海岛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

电力短缺问题十分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

海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距离大陆地区较远

的海岛居民还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更谈不上

发展海洋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海岛的可再生能源互补发电系统可很好地解

决海岛电力供应的问题，利用海岛自身丰富的可再

生能源资源，多种能源形式可以形成互补、自发自

用。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可以因地制宜、结合海岛

的实际情况来配置，风光柴储形式的微网系统技术

成熟，发电设备在海岛环境下的可靠性也有了显著

提升，海洋能发电技术也正在不断突破。

解决海岛供电问题是对海岛的地区经济发展

最直接有力的推动，海岛旅游、养殖以及水产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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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相关产业都需要电力的支持和保障。有了连

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很多有人海岛的产业升

级和无人海岛的开发就可以成为现实，由充足的电

力供应带来的各种发展效应会不断显现，形成经济

发展的良性循环。

４２　替代高污染高排放化石燃料、促进海岛环境

保护

除已连接到大陆电网的海岛外，大部分有电力

供应的海岛主要还是依赖化石燃料来保障电力供

应。随着海岛地区经济活动的日益增多，对电力以

及化石燃料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在海岛这样环境系

统比较脆弱的地区长期使用化石燃料可对环境条

件造成严重影响，破坏海岛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

基于建设生态海岛、促进海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需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寻找能够替代柴油等化

石燃料的电力供应方式已成为海岛开发利用的重

要问题。

目前可再生能源的互补发电方式已完全可以

替代柴油发电，随着储能技术的改进，新型环保储

能产品的出现使得海岛可再生能源微网系统基本

上实现了零污染和零排放，清洁能源利用给海岛环

境保护带来的促进作用在已经采用可再生能源供

电的示范海岛上已初见成效。

４３　形成多种能源综合利用的开发方式、实现资

源高效利用

在现有比较成熟的风光互补能源利用形式的

基础上，随着海洋能利用技术的逐渐成熟，可以形

成针对不同海岛量身定制的海岛可再生能源综合

利用的开发方式，在海岛空间资源和能源产出之间

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特别是海岛温差能的利用，如果能够实现规模

化应用，可较好地解决海岛水电暖联供的需求问

题，使可再生能源系统从仅提供电力到可以提供多

种形式能源，大大提升海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适用

范围，为海岛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贡献。

５　海岛可再生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尽管目前已有部分海岛建设了可再生能源的

发电系统并持续运行，但在示范项目建设和海岛可

再生能源利用的实际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制约着海岛可再生能源微网系统的应用和推广，亟

待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切实解决。

５１　发电成本居高不下

与陆地上的风力和光伏发电相比，海岛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成本普遍偏高。目前，陆上规模化开发利用

的风力发电机组制造成本已低于４０００元／ｋＷ，包括

运输安装以及电气控制系统整个风电场的建设成

本也基本控制在６０００元／ｋＷ 以内，而光伏发电系

统的建设成本更是下降到了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元／ｋＷ，

因此随着发电成本的下降，风力和光伏发电的电价

正在逐渐向火电上网价格靠拢，这也是近两年来国

家发改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特别是风力发电的补

贴力度在不断下调的主要原因。而海岛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发电成本目前还是远

远高于陆地上可再生能源电价水平。首先是在海

岛上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与陆地上的有所

不同，风力发电机组需要采用小型化、轻量级和低

启动风速的海岛型风机，太阳能电池板也需要防盐

雾、抗老化，必要时还需要加装淡水喷淋清洗设备，

这种特殊需要都显著增加了发电设备的成本。其

次，在海岛地区建设风力或太阳能的发电系统，设

备的海上运输及现场安装成本要远大于陆上的安

装运输成本。此外，海岛由于其特殊环境条件，发

电设备一般没有条件安装在房屋或建筑物内，因此

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电气设备的可靠性要求较

高，发电系统的运行维护成本也较大。上述因素都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海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建

设成本。

５２　占用较多的海岛空间资源

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分布式特征，在海岛地

区利用可再生能源会占用较多的海岛空间资源。

太阳能发电本身就是依靠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来

吸收太阳光照射实现一定规模的发电功率；而风力

发电机组的安装则需要较大面积的平整地形用于

设备安装和固定。在空间资源比较稀缺的海岛地

区，对土地面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海岛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因此应尽量考虑对海岛空间资

源需求较小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如波浪能或潮

流能），才能解决这一瓶颈问题。



Ｓ２ 崔琳，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对海岛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问题思考 ４１　　　

５３　示范应用推动不足

近年来，尽管我国对海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采

取了相应的重视，国家和地方分别出台了一些相关

的政策和规划来推动海岛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及可

持续发展，但仅以目前建成的示范项目来看，在海

岛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的推进力度还远远不够。

现有项目都是以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或国有企业的

投入为主，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度很高但实际参与却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缺乏具

体的政策和措施保障。加大对海岛可再生能源的

示范应用推动力度，切实出台能够引领和带动企

业、地方政府对海岛可再生能源利用及海岛开发产

生更强烈兴趣的激励措施，是解决海岛可再生能源

利用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保证海岛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

６　结论和建议

海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解决海岛能源供给、

促进海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介绍了我

国海岛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特征与分布以及开发利

用情况，为今后在海岛地区开发利用海洋可再生能

源提供了参考。同时，分析了可再生能源利用对海

岛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以个别海岛为例重点阐述了

海岛微网或独立发电系统项目的建设意义和实际

效果。从现有海岛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来看，海岛

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主要瓶颈问题是发电成本、海岛

的空间资源以及相应的扶持和激励措施，因此建议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结合示范项目建立海岛可再生

能源发电系统的经济性模型和效益评估方法，探索

商业化运行模式；加大潮流能、波浪能海洋能的技

术进步，加大海岛示范和应用推广力度，尽快形成

以海洋能为主的多能互补供电模式，减少对海岛空

间资源占用的同时，提升海洋能资源的利用效率；

制定适合海岛需求的更加具体和可操作的电价补

贴、税收、金融扶持等政策措施，吸引企业参与，逐

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持续推动海岛可再生能源

利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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