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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快报

本报讯 近日，青海—河

南&plusmn;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青豫

直流”工程）河南段首基铁塔在

河南省方城县组立试点，标志

着该工程河南段全线进入铁塔

组立阶段。

“青豫直流”工程起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止

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该

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向河

南省输送清洁电能400亿千瓦

时，约占该省全社会用电量的

1/10，对于满足负荷紧张区域

用电需求及大气污染防治等具

有重要意义。

该工程包括换流站工程、

线路工程等，河南段途经南阳、

平顶山、驻马店3市10县区，

其中线路工程全长374.575公

里，新建铁塔785基，换流站配

套接地极线路全长105.1公里，

新建铁塔293基。该输电线共

跨特高压线路3条、110千伏~

500千伏线路58条，跨越铁路

6次，跨越高速公路10次。

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介

绍，该工程将是世界上首个以

服务光伏发电为主、全清洁能

源打捆外送的特高压工程。工

程计划2020年河南段线路全

线贯通。 （刘高阳）

我国氢能产业已站上风口
上半年，氢能投资呈现出井喷态势，汇集资金超过1000亿元，

已经达到2017年全年水平

□ 郑 飞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

表示，将统筹规划氢能开发布

局，并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

转型发展，支持各类主体按照市

场化原则投资建设储能系统。

事实上，从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氢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后，我国氢能产业发展

明显提速，河北张家口、四川成

都、吉林白城等多地已开始探

索利用弃水、弃风、弃光等可再

生能源发电来制造氢能，发展

氢能成为“风电、光伏发电转型

发展”的思路之一。而各地的

氢能产业园也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浙江嘉兴和山东青岛更是

规划了百亿级别投资的重大项

目。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

为，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已经站

在风口，即将迎来爆发期。

多地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布局
2050年国内产值有望超10万亿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我

国氢气产量超过2000万吨，产

能约2500万吨，是全球第一大

氢气生产国。作为常见的化工

原料，氢气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但在能源方面，受制于产业链

缺乏，我国氢能产业发展仍处

在起步阶段。氢能产业链覆盖

面广，横跨能源、化工、汽车等

多个领域，包括制氢、储运、加

氢、应用等。2014年以前，我国

在氢能方面的投入还仅限于科

研方面，随着近几年国外氢燃

料电池车快速发展，氢能源下

游的应用场景日渐丰富，国内

资本逐渐向氢能聚集，氢能产

业已经站在了风口上。

日前发布的《中国氢能源

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显示，

作为最具应用前景的能源之

一，氢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

我国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预计到2050年，氢能在中

国的能源体系中占比将达到

10%左右，其中氢气需求量接

近6000万吨，年经济产值超过

10万亿元。氢能未来将在交

通运输、能源等领域实现普及

应用。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指

出，我国氢能生产主要依赖化

石能源，清洁能源制氢和氢作

为能源利用的规模还比较小；

而质子交换膜组、发动机、传感

器等氢核心产品技术未掌握、

氢气输送网络系统不成熟、商

用化应用不足等现实问题，也

亟待解决。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

为，氢能行业作为资金密集型

行业，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是

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

全国多地已经开始大量投入资

金，推动氢能产业落地。数据

显示，2019年上半年，氢能投资

呈现出井喷态势，汇集资金超

过 1000 亿元，已经达到 2017

年全年的水平，项目主要集中

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

部发达地区。其中，广东省落

地项目11个，为各省份之最；浙

江省吸收投资最多，超过300

亿元。3月23日，美锦能源宣

布在浙江嘉兴市投资建设氢能

汽车产业园，预计总投资100

亿元，成为国内首个投资超过

百亿元的氢能项目。

按照目前项目类型来看，

约60%的资金投向了产业园区

项目，说明氢能产业仍处于基

础建设阶段，各地政府大力推

动氢能产业园区，意在发挥产

业集群优势，打造氢能产业

链。国家电网日前也已宣布在

安徽省建设国内首个兆瓦级氢

能电站。国发能研院、绿能智

库预计，随着各地氢能产业园

区陆续建成，相关投资将更多

集中在企业主导的项目上。

氢能发展依赖政策和资金
亟须国家统筹产业规划

氢能和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一样，产业发展初期也需依

赖政策的引导。仅最近几周，

就有河北省通过《推进氢能产

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张家

口市印发《支持氢能产业发展

的十条措施》，内容包括从财政

奖励、优惠电价、用电保障等方

面，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强化终

端应用，打造氢能产业创新发

展高地。国发能研院、绿能智

库梳理相关信息显示，从2018

年开始，国内各个地方政府就

密集出台扶持氢能产业发展的

优惠政策，2019年上半年，超过

20个省、市地方政府发布了氢

能相关政策，河北、山西、山东、

浙江、内蒙古、吉林、海南更单

独出台了省级氢能发展规划；

在国家层面，除了《政府工作报

告》，《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关于进一步

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

补贴政策的通知》等多个重磅

文件也提出要发展氢能及氢燃

料电池汽车，使氢能在近期获

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

为，我国氢能产业还在发展初

期，产业链薄弱，参考国外氢能

的发展历程，政府鼓励和扶持

需要注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以日韩为例，两国车企都

拥有世界领先的氢燃料电池技

术。日本得益于10年前就已经

出现户用式小型氢燃料电站，

制氢、输氢等设施完善，丰田在

2014年年底推出燃料电池车型

Mirai后，随着加氢站的快速建

成使用，很快就打开了国内市

场。而韩国则走了不少弯路，

2013年3月，韩国现代发布了

全球首款量产版燃料电池车

ix35，但由于当时韩国氢能产

业匮乏，没有加氢站，现代无法

开拓国内市场，该车型初期仅

在欧美少量上市。直到 2018

年，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广氢

能源，制定了从制氢厂、输气管

道、加氢站到下游应用在内的

全产业链发展规划，给予大量

补贴，国内市场被激活后，现代

汽车也顺势推出第二代燃料电

池车型NEXO，并着手商用车

型的研制，但因为初期发展不

顺，目前现代燃料电池车保有

量不及丰田的1/3。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注

意到，目前在国家层面我国还

未直接出台氢气作为能源的相

关政策，氢能发展由于涉及化

工、物流、电力、汽车等多个行

业，产业链复杂并且薄弱，亟须

国家统筹规划安排、建立标

准。2020年，电动汽车补贴即

将结束，工信部已经联合其他

相关部委着手研究针对燃料电

池车的新补贴政策，补贴重点

或将从整车企业向产业链转

移，业内人士呼吁出台国家级

政策鼓励燃料电池汽车的生

产、消费，但考虑到此前数年燃

料电池汽车的高额补贴对产业

链上、中游的影响有限，氢能发

展还需其他自上而下的政策来

推动。

氢能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欧美日已拔得头筹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梳

理发现，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

氢能可再生、无污染，从资源、

环保的角度出发，发达国家长

期以来十分看重氢能源，而随

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燃料电

池技术日趋成熟，氢能源应用

场景不断拓宽，在某些领域已

经能够实现商业化。

加氢站作为氢能产业上关

键一环，直接制约了燃料电池

汽车的发展。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新增48座加氢站，截至

2018年年底，全球加氢站数目

达到369座。其中，日本凭借

96座加氢站位居全球第一；德

国和美国排名第二和第三，加

氢站数量分别为60座与42座；

日、德、美三个国家加氢站共有

198座，占全球总数的54%。此

外，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加

氢站数量为23座，位居全球第

四。根据目前的规划布局，到

2020年，我国加氢站数量将达

到100座，燃料电池车辆突破

10,000辆。

燃料电池是目前氢能源下

游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国际能

源署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燃

料电池的装机量约803MW，同

比增长22%。其中，移动类装机

量562.6MW，同比增长29.17%；

固定式装机量239.8MW，比上

年增长7.87%。截至2018年年

底，全球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

超过 15,000 辆，其中美国约

6500辆，为全球第一；中、日、韩

三国保有量分别为 3500 辆、

2700辆、2000辆；其中我国燃

料电池车基本为商用车，美、日、

韩三国以乘用车为主。在其他

领域，美国目前还有超过2万辆

燃料电池叉车，累计加氢600

万次。

氢能产业链的其他方面，

美国在氢气生产和储运环节拥

有技术优势，掌握着液氢储气

罐、储氢箱等核心技术，目前已

经有小型电解水制氢公司商业

化运营；日本由于能源短缺，政

府对氢能和燃料电池的推广力

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大的，

2017年年底，日本家庭用燃料

电池热电联供固定电站安装量

超过20万套，每套系统售价约

120万日元（约合7万人民币），

政府补贴30万日元（约合1.7万

人民币）；德国在氢能方面的推

广应用走在欧洲前列，6家氢能

龙头企业结成了H2Mobility

联盟，支持德国氢能产业发展，

2018年，全球首辆氢能火车在

德国投入运营；韩国在氢能和

燃料电池领域也有很大的野

心，在乘用车及大型燃料电池

发电站方面，韩国拥有世界领

先的技术；我国目前在新能源

制氢方面的探索走在世界前

列，位于河北张家口的首个风

电制氢工业应用项目已进入设

备调试阶段，四川、吉林、内蒙

古、青海等省区也规划有可再生

能源制氢项目，理论氢气年产能

超过百万吨，对提升我国新能源

消纳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北京国发智慧能源

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本报讯 特约记者赵延

央卓报道 8月3日，位于青海

省德令哈市近郊的白色戈壁滩

上，耸立了一座巨塔，在周围几

万个定日镜的反射下，显得璀

璨夺目……德令哈50MW光

热电站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

浙江中光新能源相关负责人徐慧

芬介绍，该电站从2018年 12

月底并网发电至今，单日发电

量实现最高值达到86万千瓦

时，目前电站运行稳定，惠及德

令哈市7万余人口。

德令哈市是海西蒙古藏族

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和全州政

治、科技、文化、教育中心，也

是海西东部经济中心。据悉，

德令哈50MW光热发电项目

是国家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

一，采用塔式熔盐技术。项目

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

装机容量50MW，配置7小时

储热系统，设计年发电量1.46

亿千瓦时。

徐慧芬介绍说，该项目是

浙江中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和浙江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投资，是浙江省对口援

建青海单体投资最大项目，占

地3.3平方公里，采用自主知识

产权核心技术，其关键设备和

材料国产化率超95%，可提供8

万余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4.6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气体约12.1万吨。

徐慧芬告诉记者，自今年

6月13日上午10时36分至6

月14日上午11时39分，德令

哈50兆瓦太阳能光热电站首

次实现24小时连续发电。这

表明，以光热发电为代表的绿

色能源完全具备替代化石能源

的能力，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

电力。

青海海西50兆瓦光热电站运行稳定
单日发电量实现最高值达到86万千瓦时

贵州今年将新增光伏装机360万千瓦
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40亿千瓦时

本报讯 日前，来自贵州

省能源局的消息称，贵州今年

将建成投产63个纳入国家竞

价补贴的光伏项目，装机规模

为360万千瓦，补贴资金规模

为4.5亿元。

贵州省能源局副局长李奕樯

介绍，63个光伏发电项目分布

在贵州省毕节、黔西南、六盘

水、安顺、黔南等太阳能资源较

好的市州。其中，屋顶分布式

光伏电站8个，屋顶集中式电站

1个，54个地面集中式光伏电

站，总投资150亿元，所有项目

将于今年年底全容量建成并网。

“新建光伏项目可为贵州

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

坚提供支撑。”李奕樯表示，63

个项目所在的17个县区大部

分是贫困县，预计下半年可完

成投资130亿元，每年支付当

地村民土地租金 3000 万元

以上。

据贵州省能源局统计，截

至今年6月底，贵州省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2825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装机的

45.6%。63个光伏发电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贵州省每年可

提供清洁电力40亿千瓦时，年

产值达17亿元以上。

（潘德鑫 郑明鸿）

本报讯 中国电子节能技

术协会近日组织对200多家大

型机构和企业的调查显示，超

过八成数据中心的电能使用效

率值在1.5~2.0之间，未来还有

提升空间。而根据北京、上海

等地2018年相继出台的政策，

新建数据中心的电能使用效率

值需控制在1.3或1.4以下。

5G、人工智能蓬勃发展，

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也成为耗电大户。据中国电子

节能技术协会统计，2017年我

国数据中心用电量达到1200

亿千瓦时，预计2020年将超过

2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

量2%以上。

在北京举办的绿色计算高

峰论坛上，中国电子节能技术

协会秘书长黄建忠表示，要推

广以节能、环保为准绳的新技

术，让数据中心这只“电老虎”

向“绿色计算”方向转变。

根据调查，部分机构和企

业已经大规模使用模块化数据

中心、液体冷却等“绿色计算”

技术。例如，中科曙光采用了

全浸没式液冷技术：芯片发热

后可将热量即时传递到液体

中，液体则在 50℃~60℃气

化，使设备基本保持恒温，电能

使用效率值控制在 1.05 以

下。此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山西（太原）先进计算中心等机

构也在环保贡献和创新应用方

面做出大量探索。

今年2月，国家多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

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

全绿色数据中心标准评价体系

和能源资源监管体系，打造一

批绿色数据中心先进典型，并

提出到2022年数据中心平均

能耗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电能使用效率值达到1.4以下。

（董瑞丰）

“绿色计算”技术助力数据中心降低能耗

特高压“青豫直流”工程河南段组塔
工程计划2020年河南段线路全线贯通

截至6月30日，全国共有17个省份超过20个城市和地

区发布了氢能相关政策，其中广东、江苏政策数量最多，大幅

领先其他省份。（来源：国发能研院）

从政策类型看，氢能产业专项政策约占总量的1/3，大量氢能相关

政策以新能源汽车政策与环保政策的形式发布，显示出目前国内氢能

落地应用集中在新能源汽车和环保领域。（来源：国发能研院）

氢能是汽车的理想能源，而加氢站的网络化分布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基本保

障。因此，各国纷纷设立加氢站建设目标，我国计划到2030年建成1000座加氢站。（来源：国发能研院）

2015年起，全球移动式燃料电池装机容量呈现快速增长

趋势，新增装机容量从2014年的37兆瓦增加到2018年的

562.6兆瓦，增长超过15倍。（来源：国际能源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