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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时评

重点推荐

能源动态

与以往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此次“新基建”的

最大特点在于“科技成

色”十足，七大领域无不

代表着我国当前产业升

级的方向。在这一轮

“热潮”中，以电动汽车

和氢燃料电池车为核心

的汽车动力领域的变革

或将成为新的风口。

□ 本报记者 吴 昊 焦红霞

最近“新基建”火了，全网进行科

普，朋友圈也被火爆刷屏。但事实

上，“新基建”并不是一个“新晋网

红”，早在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就明确了5G、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定位。

与以往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此

次“新基建”的最大特点在于“科技成

色”十足，七大领域无不代表着我国

当前产业升级的方向。在这一轮“热

潮”中，以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车

为核心的汽车动力领域的变革或将

成为新的风口。

充电桩与加氢站“齐飞”

充电桩是“新基建”七大重点领

域之一。受“新基建”浪潮影响，近

期，多地政府对充电桩建设与运营的

支持正在加强，如海南省计划从

2020年开始，对全省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分批给予建设运营补贴。

除了地方政府，加快充电桩布局

也是国家电网当前重点发力的方

向。今年2月，国家电网“2020年重

点工作任务”就提出，大力拓展专用

车充电市场，积极推广智能有序充

电，车联网平台接入充电桩100万

个，覆盖80%以上市场和用户。

“要加快研究推动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建设。”国家电网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毛伟明日前表示，国家电网将

超前谋篇布局，在加快特高压发展、

推动充电桩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取得

突破。据他介绍，目前，国家电网车

联网平台累计接入充电桩45.7万个，

覆盖全国总量85%以上；公司率先在

行业内开展充换电设施建设，累计建

设充电桩9.58万个。

3月15日，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发布消息称，为响应国家“新

基建”号召，国家电网正式开展“寻找

合伙人”活动，邀请符合条件的合伙

人与国家电网一同共建共享充电

桩。国家电网这一独特的“平台+合

伙人模式”将进一步刺激资本市场对

充电桩建设的积极性。

随着地方政府和国家电网的持

续投入，充电桩的建设正在全国范围

内迅速展开。与此同时，与氢燃料电

池汽车密切相关的加氢站布局，也在

“新基建”风潮中多地开花。

目前，对于加氢站布局的地方性

支持政策密集出台，今年年初，上海

市嘉定区表示至2025年嘉定将总计

拥有15座加氢站；张家口市提出于

2021年6月前将建成16座加氢站；

《潍坊市促进加氢站建设及运营扶持

办法》明确将对在该市进行加氢站建

设、加氢站加氢的企业给予补贴。从

目前地方的规划和行业的“风向”看，

作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和加氢站，都将逐渐步入快车道。

政策“破局”助推新“风口”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源供应保

障，充电桩和加氢站都是产业链中的

重要环节。尤其在氢能领域，作为连

接上游制氢、储运氢气与下游应用市

场的枢纽，加氢站布局的提速，是推

动氢燃料电池车发展的关键。而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迟缓，正是制约我国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短板。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底，

我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

人充电桩71.2万台，建设数量远不及

预期。根据业内机构预计，2025年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450万

辆，保有量约2300万辆，按照目前车

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

万台充电桩。

在氢能方面，截至2019年年底，

我国累计已建成的加氢站共52座，

建设数量、速度及运行参数与发达国

家仍存差距。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

备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

魏蔚表示，目前我国加氢站数量较

少，且能力薄弱效率低，需要有全面、

切实可行的基础设施鼓励政策。“加氢

站建设一定要先于车辆和终端应用

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魏蔚强调。

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政策

破局是突破瓶颈的关键。作为汽车

领域的基础设施，充电桩项目存在前

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等困境，而加

氢站建设也面临审批流程复杂、建设

成本过高、征地难等多方面的问题，

都需要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扶持。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

提出“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

开始从中央层面出台扶持充电桩和

加氢站的布局，并由此引发持续一整

年的“氢能热”。今年以来，从中央到

地方，对于氢能产业和新能源汽车行

业支持的热度仍在持续上升，3月17

日，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印发《关于加

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

系的意见》明确，研究制定氢能、海洋

能等新能源发展的标准规范和支持

政策；同时还提出，完善新能源汽车

推广机制，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

法规政策体系。

当前，随着政策的发力和“新基

建”浪潮的来临，充电桩和加氢站的

建设将进一步提速，有望成为新的

“风口”。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十

年，中国充电桩建设存在6300万的

缺口，把充电桩纳入“新基建”行列，

将激发万亿元级别的市场。在氢能

领域，根据我国燃料电池汽车及加氢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到2020年，燃料

电池汽车将达到5000辆、加氢站达

到100座；2030年燃料电池汽车100

万辆，加氢站1000座，未来几年无疑

将开启加氢设施布局的热潮。

动力革命 电氢并行

3月7日，重庆两江新区举行“新

基建·智能网联”专场“云签约”活动，

签约项目总投资62.8亿元，涉及无人

驾驶、氢能燃料电池等领域。据介

绍，此次“新基建”签约将为两江新区

乃至重庆市的“智能新能源出行”打

下良好基础，同时，这次签约也是地

方通过“新基建”，以“组合拳”的方式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缩影。

据记者了解，“新基建”具有鲜明

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以现代科技

特别是信息科技为支撑，旨在构建数

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推动实

现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事实上，在

“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中，从5G、人工

智能，到工业互联网、物联网，都与汽

车领域的变革密不可分。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

陈清泰看来，汽车革命必须与能源革

命、信息革命、交通变革和智慧城市

很好地融合与对接，未来汽车的潜能

将有赖于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

创新。这些发展方向恰与“新基建”

的导向契合。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实现汽车强

国梦的现实选择，其中，电动汽车和

氢燃料电池车是两种主要的发展方

向。陈清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未

来，车载动力电池的电动汽车与氢燃

料电池汽车将实现并行发展，两条技

术路线各有优势，都是我国走向汽车

强国的战略机遇。

在业内看来，电动汽车和氢燃

料电池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实

现零排放，是一场汽车的“动力革

命”。陈清泰指出，汽车革命应与能

源革命融合，进而大幅改善能源结

构。事实上，电、氢作为二次能源，

成为未来汽车动力的来源，也与未

来能源结构的转型趋势契合。国家

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连荣认为，未来我国终端能

源将会呈现一个稳定的“电氢体

系”，“电氢双系统供应能够大大地

提高能源供应体系的效率、安全性

和稳定性。”李连荣说。

根据工信部此前发布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征求意见稿），到2025年，新能

源汽车销量将占汽车销量的25%左

右，保守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700万

辆左右。当前，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

的万亿市场蓝图正在成为新一轮资

本角逐的“疆场”。毫无疑问，“新基

建”的推进，将为“电氢并行”的“汽车

动力革命”厘清障碍，奠定基础。

□ 车 夫

此次国家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建设纳入新基建领域，无疑让该行业

站上了新风口。建设更多充电桩，不

仅有利于缓解用户里程焦虑，便利新

能源汽车用户，也有利于支撑国家新

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很长时间以来，充电难都是制约

我国新能源车发展的主要瓶颈之

一。剖析原因，除了充电桩数量跟不

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外，还在于充电

桩建设布局不科学，运营粗放，使用

效率不高。因此，在未来新一轮充电

桩建设潮中，既要做到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也要注重后期使用阶段的精

细化运营，提高充电桩利用率。

由于充电桩前期建设投入大，商

业模式尚不清晰，这对充电桩的规划

与选址提出了较高要求。作为新能

源汽车发展支撑的重要环节，充电桩

选址不仅需要考虑到客流密集度、使

用率以及获取土地和维持运营的成

本，还要与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协同

匹配。

需要指出的是，在充电服务行

业发展初期，为了迅速抢占充电市

场，几乎所有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

都采用了“跑马圈地”模式布桩，对

于地理位置是否合理考虑得并不

充分。结果导致充电桩使用效率

不高，盈利艰难，前车之鉴值得行

业企业反思。

除了早期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

外，利用智能化新技术，提升充电桩

运营的维护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同

样重要。要看到，“新基建”中还有

5G、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其他领域。当前，智能化、信

息化技术也正在与充电桩、智能电

网、智能交通、新能源汽车等融合。

如果能打造出充换电智能网络，科学

管理充电运营、建立安全监控系统，

以云平台服务更好地识别和匹配消

费者需求，就能有效解决用户的“痛

点”，提升用户体验。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充电增值服

务产生的收益将会在未来商业运营模

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要看到，

这些增值服务都是在充电服务数据积

累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作为运营企

业，还是要扎扎实实做好前期充电服

务。只有实现充电服务规模化和数据

化后，增值服务才能不断丰富与创新。

2020年光伏发电
上网电价政策出台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国家发改

委日前公布2020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政策，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I至

Ⅲ类资源区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

价，分别确定为每千瓦时 0.35 元、0.4

元、0.49元。

根据《关于2020年光伏发电上网电

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

则上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不得超过

所在资源区指导价。

《通知》明确，纳入2020年财政补贴

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发电量

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0.05元；采用

“全额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集中式光伏电站

指导价执行。能源主管部门统一实行市

场竞争方式配置的所有工商业分布式项

目，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得超过所在

资源区指导价，且补贴标准不得超过每

千瓦时0.05元。

《通知》规定，纳入2020年财政补贴

规模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全发电量补贴标

准调整为每千瓦时0.08元。符合国家

光伏扶贫项目相关管理规定的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含联村电站）的上网电价保持

不变。

贵州583个重大
工程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记者曾平报道 记者从贵

州省发改委获悉，贵州省9个市州583

个重大工程项目于4月3日集中开工，

总投资1450.9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聚焦基建强基

础、聚焦产业增动能、聚焦民生补短板。”

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介绍，583个

项目中有“六网会战”（路网、水网、电网、

地下管网、油气网、互联网基础设施）项

目351个、总投资637亿元，其中5G等

新基建项目49个、总投资104亿元。

食用菌、蔬菜等12个农业特色优势

产业项目有107个、总投资165亿元，基

础能源、清洁高效电力等十大千亿级工

业产业项目52个、总投资163亿元，大

数据、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

工程项目45个、总投资382亿元。而针

对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贵州

还开工了公共卫生、大健康等项目28

个，总投资104亿元。

陈少波说，贵州省在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上将强化联动、密切配合，全力以赴抓

前期、抓在建、抓开工、抓进度、抓保障，确

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为全省打赢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中国抗疫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

性成果，疫情对国内产业和宏观经济造成

的影响也明显体现在第一季度。不过，在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病毒的扩散正在让

欧美等其他地区成为此次疫情新的“震

中”，对于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然有诸

多不确定性，对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能源

行业影响尤甚。

疫情对国际能源市场
影响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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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谋划“超前领先一公里”，压实举

措“最后落地一公里”，无论是在防疫控疫

战场上，还是复工复产工作中，国家电投

在关键处着笔，在危机中寻机，以“跑赢自

己、跑赢同行”的姿态，按下了“加速键”。

国家电投：
从“云”指挥到“遥”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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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规 划 合 理 布 局 精 细 管 理

“新基建”将推动“电氢并行”汽车动力变革

汽车革命与能源革命融合，进而大幅改善能源结构。新能源汽车将代表我国未来汽车动力革命的发展方向。（资料图片）

章 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