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2018.08.07 星期二
本版编辑：田新元 Email：ceeq66@sina.com 热线：（010）56805060

0077
能源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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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下个新兴能源“王者”
近年来，可燃冰、页岩气、氢能等新兴能源崭露头角，在绿色清洁、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

上半年内蒙古煤炭产销量同比增长
生产煤炭44,292万吨，同比增长5.6%；销售煤炭4.75亿吨，同比增长12%

2018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将举行

上半年我国核发电量近1300亿千瓦时

山东LNG项目二期工程获正式核准

□ 姜辰蓉 黎昌政

近年来，可燃冰、页岩气、氢能

等新兴能源崭露头角，在绿色清洁、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优势越发

突出。《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

我国在新兴能源领域探明的储量

相当可观，应用探索也已起步。不

过，当前新兴能源的开采尚存争议，

成本仍然较高，技术瓶颈有待突

破。在风能、光伏、水能等新兴能

源日渐常态化的今天，下一个“王

者”会是谁？我国新兴能源商业化

的明天又在哪里？

开采尚存争议

新兴能源被描绘出了美好的

开发、应用前景，不过，真正要实

现类似石油、煤炭的大规模商业应

用，目前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民间，对部分新兴能源的开采存

在一些讨论。例如，可燃冰分解会

促进气候变暖，这样的观点直到今

天仍有市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国家水合物专项项目《南海天

然气水合物环境效应调查评价》副

负责人梁前勇说，全球可燃冰试采

项目屈指可数，人类对可燃冰的安

全、环保担忧主要是从理论出发推

断而成，本身就需要工程验证。

我国工程技术人员通过试采证

明，海域可燃冰由于形成和赋存于

海底高压低温环境中，只要停止人

工干预，水合物所处地层温度压力

就会重新回归稳定，水合物将不再

继续分解。此外，科学研究及海底

冷泉等甲烷自然泄漏的实例表明，

即使一定量的甲烷泄漏到海底，也

应该是随着洋流在海面下活动，海

洋的净化能力完全能消化吸收，理

论上不存在造成大规模温室效应的

可能。

当然，要让该观点使所有人信

服，还需要更多的开采实践加以佐

证。梁前勇等专家认为，由于我国

试采和预备开采海域海底坡度极为

平缓，不易垮塌，且和日本粗砂型地

质相比，泥质粉砂型地质更具塑性，

因此我国可燃冰开采的环境难点将

主要集中在开采后可能引起的地层

沉降预防上，而这也是全球共同面

临的核心难题，“尽管各国的试采都

还没看到沉降的出现，但也不能排

除大面积开采后造成海底沉降的可

能。现在全球都在针对这个问题进

行研究，我们也将在未来的试采中

重点关注、预防它。”

成本仍然较高

新兴能源的价值毋庸置疑，但

当下其开采、利用成本仍然较高，实

现商业化有待时日。从日本试采深

海可燃冰的实践来看，开采并没有

那么容易。现有的可燃冰资源量和

日产能力还远远不足以支撑产业化

进程。在我国800亿吨油当量的海

域可燃冰远景资源量中，真正探明

地质储量达千亿方的仅神狐、东沙

两个矿体，2017年的试采日均产气

5151立方米，最高日产量达到3.5万

立方米，而具备商业化开采价值需

达日均10万立方米以上，因此当前

的开采能力与这一产出预期仍有较

大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可燃冰的开

发暂时无法实现经济效益。

我国页岩气的储量理论数据

虽大，但地质条件远不如美国，这

就造成了开采难度大，开发成本也

相对高。专家坦言，我国页岩气储

层“地质老、埋藏深”，3500米以浅的

资源只占储量的 15%，3500 米~

4500米的占85%，这些深层页岩气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

商业开采。

氢能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清华

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氢能研究室

副主任徐华池表示，我国氢能与燃

料电池已经培育出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只是相关产品造价较高。氢燃

料电池应用也多见于交通领域比如

大中型客车中，在乘用车领域，国内

厂家仍处于样车制造阶段。

氢燃料电池系统及其附件的成

本比较昂贵，导致氢燃料汽车造价

一直居高不下。氢能产业的发展还

受到低成本资源分布的局限。通常

来说，如果发展电解水制氢，需要较

为丰富的水资源和比较低廉的电价

支持；也可以通过氯碱化工、天然气

化工等富产氢工业的副产品，加以

提纯获得氢。但由于氢能的远距离

运输成本较高，导致有效经济半径

小，有廉价氢源的地方才能发展氢

能与燃料电池。

为避免外界误解，徐华池强调，

氢燃料电池车与纯电动车不是替代

关系，更应表现为互补关系。因其

物理特性不同，纯电动车适合乘用

车和城市内的短途交通，氢燃料电

池车更适合运用于长途、高动力的场

景，例如城际大巴、物流等。

技术瓶颈待破

新兴能源快速产业化的技术瓶

颈仍然存在。以页岩气为例，美国

“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得益于水平钻

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

用，我国在该技术上仍有待提高。

国际能源署去年底发布《世界

能源展望2017中国特别报告》预计，

到2040年，天然气在中国主要能源

结构中占比将从不足 6%上升至

12%，其中天然气产量增加将主要来

自非常规气中的页岩气。中石油西

南油气田公司负责人马新华表示，

中石油的目标是2020年页岩气产量

达到120亿方，2035年实现500亿

方，资源没问题，关键还是需要工程

技术和组织体系跟得上。

当然，技术的自主突破不可或

缺。新兴能源勘探开发起步时间不

长，从一开始就要围绕技术的创新

突破做文章，使我国在能源保障能

力建设方面真正实现独立自主。

以页岩气为例，中石化勘探分

公司总经理郭旭升等人士建议，国

家可以通过科技专项和市场化、多

主体参与的方式，支持深层页岩气

效益开发技术攻关，着力攻坚页岩

气藏富集机理、预测技术、改造压裂

工程技术等关键技术。鼓励有实力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精耕页岩气

开发技术工程及装备领域，力求多

点突破，不断降低页岩气勘探开发

全链条成本。

还要以应用为导向，不断拓宽

新兴能源的应用领域，为今后大规

模应用做准备。通过科研支持的方

式，加速推进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

布局，推广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在

车用动力、分布式能源、储能装备等

方向的跨领域应用，使该产业的链

条不断完备。

□ 张珂丽

据内蒙古经信委消息，1月~6

月，内蒙古煤炭产销基本平衡，煤炭

价格和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

定，煤炭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产量同比增长5.6%
数据显示，6月，内蒙古生产煤

炭7150万吨，同比减少59万吨，下

降0.8%。1月~6月，内蒙古生产煤

炭44,292万吨，同比增加2344万

吨，增长5.6%。

按地区分，1月~6月内蒙古东

部地区生产煤炭12,798万吨，同比

增加646万吨，增长5.3%；内蒙古西

部地区生产煤炭31,494万吨，同比

增加1698万吨，增长5.7%。

按企业隶属关系分，中央企业

隶属煤矿生产19,844万吨，同比增

加384万吨，增长1.97%；区外国有

企业所属煤矿生产2114万吨，同比

增加419万吨，增长24.7%；区属国

有煤炭企业生产煤炭297万吨，同比

增加35万吨，增长13.3%；地方煤炭

企业生产煤炭22,037万吨，同比增

加1506万吨，增长7.34%。

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全国

原煤累计产量为17亿吨，同比增长

3.9%。同期，全国进口煤炭为1.46

亿吨，同比增长9.9%。

1月~6月，内蒙古销售煤炭4.75

亿吨，同比增长12%。销往区外2.6

亿吨，约占全区总销量的55%。区

内销售 2.15 亿吨，其中火电耗煤

9512万吨，同比增长12%。

产地价格保持平稳

据测算，6月内蒙古东部原煤坑

口均价为每吨 176元，环比下降 1

元，同比上涨21元。内蒙古西部原

煤坑口均价为每吨299元，环比上涨

23元，同比上涨36元。

分区域看，6月，鄂尔多斯高热值动

力煤价格为每吨363元，环比上涨29

元，同比上涨38元；策克口岸进口煤落

地均价为每吨540元，环比持平，同比上

涨30元；甘其毛都口岸进口煤落地均价

为940元，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90元。

从价格走势来看，上半年内蒙

古煤炭价格先涨后降。年初，受天

气寒冷影响，价格连续小幅上涨。3

月后，受需求减弱及煤炭价格调控

影响，价格开始回落，6月受需求回

升、供应略紧影响，价格有所回升。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在

宏观经济平稳向好形势驱动下，全

国煤炭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市场价

格处于合理区间，行业效益回升，煤

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但产能过剩态

势没有根本转变。下半年，在全国经

济持续向好、煤炭新增产能不断释

放、煤炭长协合同稳定市场预期等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未来几个月我

国煤炭市场将总体保持平稳态势，煤

炭价格将在合理区间波动。

分析人士指出，下半年需要关

注的是今年东北三省部分煤炭产能

退出，加之内蒙古东部地区部分露天

矿在6月环保督查时停产停剥，没有

完成必要的剥离准备，势必增加内蒙

古东部地区冬季煤炭保供压力。

本报讯 记者田新元报道 为全

面推动能源大转型向纵深发展，推进

北方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冬季清洁取

暖，促进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与国际

合作，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能源

大转型高层论坛”将于8月25日在北

京举行。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速趋

缓，结构不断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持续

改善，循环型产业有所发展，绿色交

通、绿色建筑发展迅速，节能减排效果

初显。但仍旧存在诸如能源结构调整

难度大，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较慢、

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大，绿色城镇化发

展面临诸多挑战，大气、水污染问题严

峻，重大环境突发事件未能得到有效遏

制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本届论坛将探讨能源大转型的基

本规律、能源大转型的支撑与保障。

展示和介绍推动能源大转型的技术、

金融、产业和商业模式创新成果。向

社会推出白皮书、展示科技和商业模

式创新成果，为能源大转型与能源互

联网提供大量的信息和参考。为传统

能源、新能源、互联网业界以及国内外

能源合作牵线搭桥。

论坛还将发布和解读《中国天然

气发展报告（2018）》《中国地热能发展

报告（2018）》白皮书等研究成果。这

些研究成果在国家能源战略导向下，

通过找问题、找目标、找解决办法，描

绘未来清洁能源与多能互补产业的新

业态和政策取向，提出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

本报讯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近日

发布的《2018年1月~6月全国核电运

行情况》（以下简称《运行情况》）显示，

上半年全国累计发电量为31,945.3亿

千瓦时，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

1299.94亿千瓦时，比2017年同期上

升了12.52%，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4.07%。其中，4月~6月商运核电机组

累计发电量为689.05亿千瓦时，约占

全国4月~6月累计发电量的4.26%。

上半年核电累计上网电量为1219.47

亿千瓦时，比2017年同期上升了12.88%。

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3546.59小

时，设备平均利用率为81.64%。

据了解，目前我国投入商业运行的

核电机组共38台（不含台湾地区），装

机容量达到36,933.16MWe（额定装

机容量）。各商运核电厂严格控制机

组的运行风险，继续保持机组安全、稳

定运行。与燃煤发电相比，1月~6月

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4016.80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0,524.02万

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34.14万吨，减少

排放氮氧化物29.72万吨。

《运行情况》对上半年核电设备平

均利用率低于60%的机组做了说明：

秦山核电1号机组2月底~6月进行了

换料大修；红沿河核电3号机组1月~2

月中旬处于季节性停运状态，2月下旬

~3月底应电网要求降功率运行，3月

底~5月初进行了第2次换料大修，6月

上中旬应电网要求降功率运行。4号

机组2月中旬~3月初处于季节性停运

状态，3月底~6月初处于季节性停运

状态，1月、2月、3月、6月多次应电网

要求降功率运行；昌江核电厂2号机组

1月~2月中旬处于第1次换料大修期

间，4月~5月期间多次处理技术故障

导致降功率运行，其余时间应电网要

求降功率运行。 （王 艳）

本报讯 日前，山东LNG项目二

期工程正式获得山东省发改委核准，标

志着山东LNG项目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基本结束。随后，站外用地手续办理、

基础设计招标等项目建设工作将全面

开展。

2015年5月19日总部发展计划部

《关于同意开展山东LNG二期扩建工

程项目前期工作的函》下发至天然气分

公司、青岛LNG公司，标志着山东液化

天然气（LNG）项目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正式启动。

当时山东LNG一期工程投产不足

一年，生产工作刚刚步入正轨，年外输天

然气12亿立方米，全国天然气市场处于

低谷状态。总部前瞻性的发展策略促

成了二期工程的提前开始，这为后期

全面开展各项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

随着国家煤改气政策的实施及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力推进，山东

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二期工程（以

下简称二期工程）得到了国家及山东

省的大力支持。

该工程是中国石化首座LNG接收

站，二期工程又作为第一个扩建工程

首先启动，建设内容为新增2台16万

立方米LNG储罐、新建仓库和站外征

地，建成后全站LNG接卸能力将达到

700万吨。

据了解，山东LNG项目二期工程

的建成，将对天然气分公司增产稳供、

提升效益起到重大作用；为中国石化

天然气业务有效快速发展、三分天下

有其一增添筹码；进一步促进国家能

源安全、有效推进环渤海地区LNG储

运体系建设，尤其提高向山东省供气

能力，一定程度缓解冬季取暖季气荒

问题，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该工程现已被纳入国家《天然气

“十三五”发展规划》《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规划》、山东省《石油天然气中

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第一批《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

（张 胜）

本报讯 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集团”）获

悉，由中国电建集团所属中南院勘测

设计，水电十二局、水电十四局、水电

七局施工海南首个抽水蓄能电站——

琼中抽水蓄能电站最后一台机组近日

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海南岛第一座

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

海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60万千

瓦，设计年发电量为10.02亿度。电站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渡江南源

黎田河上游，距海口市、三亚市直线距

离分别为106公里、110公里，该电站

是昌江核电站的配套工程。

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将面临快

速增加的用电需求，提升电网运行

安全性。海蓄电站主要承担海南电

力系统调峰、填谷、调频、调相、紧急

事故备用和黑启动等任务，全面投

产有利于大幅提升海南电网电源系

统的稳定性和调峰、调频系统的灵

活性。

据介绍，海蓄电站投产后可降低

海南电力系统火电机组年均调峰率

10.87个百分点，提高系统火电年发电

利用小时数374小时。同时，电站投运

后每年可节省海南电力系统火电标煤

耗16.3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2.7万吨，减少二氧化硫及粉尘排放

约0.14万吨，对海南节能减排和社会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李 勇）

海南首座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

杭州杭州20002000余辆公交车余辆公交车实现实现““零排放零排放、、零污染零污染””
为实现城市节能减排、绿色出行，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从2008年开始加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的应

用力度，以油电混合动力公交、液化天然气（LNG）公交、纯电动公交为主体的多元化清洁动力车辆得到广泛使

用。如今，在行驶中无尾气排放，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的纯电动公交车已成为杭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图为一位纯电动公交车司机在检查车辆。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