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东地区城市化
进程加快，人口规模
扩大，减排压力不断
增大。沙特、阿联酋、
埃及等地区国家纷纷
出台并更新可再生能
源发展目标，努力减
少对传统能源的依
赖，加快能源转型，助
力经济多元化和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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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伏山报道

一场特殊的“云签约”仪式2月5

日在中国厦门和德国西格斯多夫

同时举行，中仑新材料旗下厦门长

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塑）

与德国布鲁克纳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布鲁克纳）正式签订新一轮

合作协议，再添5条世界最先进的

功能性膜材BOPA生产装备。

新装备可实现膜材料产品的

定制，研制和生产更高性能、更多

用途的功能性膜材，填补多项市场

空白，为高端食品、医疗、新能源汽

车等大消费领域带来更优的膜材

料解决方案。

厦门长塑实业5日称，为此合

作项目，该公司预计将总投资超

10亿元，新装备预计在2021年开

始安装调试，全部投产后，产能有

望增加超10万吨，先进的装备与

创新的技术将大幅降低生产成

本，在全球范围内放大长塑的竞

争优势。

长塑是全球功能性膜材领域

的龙头企业和全球最大的BOPA

供应商，布鲁克纳是全球领先的拉

伸薄膜装备供应商，双方是多年的

战略合作伙伴。

布鲁克纳总裁HUBER表示，

长塑是其全球最重要、最悠久的合

作伙伴之一，在尝试创新方案方面

总是走在行业前列。在多年的合

作中，长塑提出许多改进要求与建

议，促进布鲁克纳对BOPA装备

技术的开发，极大地提升了膜材料

行业的发展和生产水平。“我们非

常看好与如此具有创新精神的企

业长期合作。”

□ 景 玥 黄培昭

国际能源署报告显示，根据目前中

东国家公布的计划，到2030年，中东地

区可再生能源（不含水力发电）总发电能

力将超过192吉瓦，为当前水平的17倍，

其中太阳能发电所占比例将占42%以

上，风能约占35%。分析认为，中东可再

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将有利于地区

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减少碳排放，并为地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多国力推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

近年来，中东国家充分利用各自的

自然禀赋，积极开发绿色能源项目，提升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

埃及位于撒哈拉沙漠东缘，全年日

照充足。位于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本班光

伏产业园项目占地37平方公里，是世界

最大光伏产业园之一。2019年园区建成

投产当年，埃及利用太阳能产出的电能

总量达到24亿千瓦时，有效缓解当地用

电紧张问题。该项目标志图案也因此印

在了埃及发行的纪念币上，成为一张“国

家名片”。埃及学者穆斯塔法表示，5年

前，埃及经常拉闸限电，现在随着太阳能

项目陆续上马，这一问题大大缓解。

去年1月，沙特能源部启动了第三轮

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招标。这轮招标包

括4个太阳能发电项目，总发电能力为

1.2吉瓦。今年1月，阿联酋全球铝业和

迪拜电力与水务局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举措，阿联酋成为世界上第一

个使用太阳能生产铝的国家，率先在应

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自

2011年建设第一座太阳能电站以来，阿

尔及利亚已有22座太阳能电站处于运营

状态。

全球风能委员会2020年发布的报

告显示，风能将成为中东地区可持续、高

效益的能源，创造就业、推动当地经济增

长。摩洛哥、约旦等风力资源丰富的国

家将风电作为重要发展方向。摩洛哥

2019年风电装机总量位居非洲第三；约

旦目前有5家风力发电站，分布在伊布拉

西亚、赫法、马安和塔菲勒；埃及在苏伊

士湾西岸的扎阿福兰地区建立了多座风

力发电厂。

相关产业支持政策持续出台

中东国家经济结构普遍较为单一，

经济状况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国际油价

等因素影响。为减少对传统能源依赖，

地区多国相继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

标，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埃及计划到2022年将清洁能源发

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提升至20％，到

2035年提升至40％。埃及政府不断健

全管理和监管机制，为光伏发电设定了

上网补贴电价。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国际

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

地区多国将能源转型视为加快经济

多元化发展的一大战略。2016年4月，

沙特发布“2030愿景”：到2030年实现可

再生能源装机容量60吉瓦，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占比提高到50%。沙特政府还计

划2023年前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

500亿美元，相关措施包括扶植本地开发

商、放松对本地太阳能面板制造商的限

制。沙特工业发展基金会也推出了可再

生能源融资计划。

摩洛哥计划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

能源满足50%电力需求，到2050年将实

现满足100%电力需求。根据2019年的

数据，可再生能源约占该国电力需求的

35%。截至2019年底，摩洛哥的太阳能

装机容量为736兆瓦，整个可再生能源

的生产能力为3264兆瓦。

2017年，阿联酋发布“2050能源战

略”，目标是到2050年阿联酋能源结构

中44%为可再生能源、38%为天然气、

12%为清洁化石能源、6%为核能，总投

资预计达 6000 亿迪拉姆（1 美元约合

3.67迪拉姆）。预计未来30年阿联酋能

源需求年均增长6%，清洁能源在能源结

构中的比例从目前的25%提高至50%，

减少发电碳排放量70%，整体能源使用

效率提升 40%，为阿联酋节省开支约

7000亿迪拉姆。

此外，阿曼计划在2025年前实现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占比10%。科威特规划到

2030年实现15%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中国与中东新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不管是风电还是光伏发电，中国都

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规模庞大的输电

网络。中东国家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合作前景广阔。”埃及电力和可再生能

源部副部长穆罕默德·穆萨说。

“中东地区未来将迎来太阳能发电、

风电高速发展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领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在中东地区得

到推广应用。”中东可再生能源研究专家

詹姆斯·基德表示。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

中东地区多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2015年8月，中埃签约

筹备可再生能源国家联合实验室，极大

推进可再生能源领域深度合作。2018年

8月，浙江正泰和特变电工两家中企分别

参与承建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的165.5

兆瓦和186兆瓦两个项目。

中东媒体指出，中国已成为中东地

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重要参与力量。包

括沙特、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在内的中

东国家都已经把能源多元化作为一大经

济增长战略，相关领域的融资、设计、采

购、建设、开发等都将持续拥有巨大需

求。中国参与的一些能源发展项目正在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北非电力

走廊”的一部分，将惠及埃及、阿尔及利

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等国。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埃及国际公司总

裁杨凯分析称，由于中东地区可再生能

源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同时多国为可再

生能源电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未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可以在太阳能、

风能、电力存储技术、氢能源等多领域进

一步开展深度合作。

穆罕默德·穆萨表示，期待中国的

“智能光伏”等先进技术帮助中东地区突

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瓶颈。“我们把中国

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

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

□ 吴 昊 编译

作为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

重要基础设施，加氢站已成为全球主

要经济体建设和布局的重点。市场研

究公司Information Trends日前发布

的研究报告《2021年全球氢燃料站市

场（Global Market for Hydrogen

Fueling Stations，2021）》（以下简称

《报告》）指出，当前，加氢站市场正经历

着快速的增长，到2020年底，全球已有

33个国家布局加氢站，共建成584座

加氢站。

《报告》还表示，在全球各主要经

济体，加氢站的建设和部署仍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同时，更多的国家正准

备进入推动加氢站快速布局的行列，

将为燃料电池汽车（FCV）未来大规模

使用的前景提供良好的基础。此外，

在部分地区，加氢站的布局已达到临

界数量，这预示着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快速发展。

“对于现代、丰田和本田等发展氢

燃料电池汽车的企业，这些国家对加氢

站的布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Infor-

mation Trend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

齐·贾弗里（naqi jaffery）表示，随着氢

燃料电池公交车和卡车获得更大的市

场接受度，用于重型运输的加氢站建设

也将越来越快。他还补充说，未来几

年，氢燃料电池还将被广泛应用于火

车、飞机和轮船，进一步推动加氢站的

发展。

贾弗里指出，在加氢站的布局方

面，日本显然是全球领先者，目前已拥

有近150座加氢站，而增长最快的国家

是中国，目前已有超过100座加氢站投

入运营。根据《报告》，中国加氢站数量

已于2020年超越韩国成为第二名，目

前正在赶超日本。

《报告》显示，当前，加氢站建设热

潮在亚太地区尤其活跃，日本和韩国是

氢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其中，韩国已成

为和丹麦并列的两个最早布局足量的

加氢站国家——两个国家的加氢站都

可以做到让氢燃料电池车在全国行

驶。在清洁能源发展领先的欧洲，德国

是推动加氢站布局的主力，德国氢能产

业起步较早，发展速度较快，其加氢站

数量与行业发展势头保持一致。而在

美国，加氢站主要围绕人口密集的旧金

山和洛杉矶两大城市圈布局。目前，加

州的加氢站布局足以支持氢燃料电池

汽车在该州的任何地方行驶。同时，加

州正在寻求进一步加强加氢站的部署。

根据《报告》，截至2020年底，美国

在全球加氢站中的占比为12%，欧洲、

中东和非洲（EMEA）占比为36%，亚

太 地 区（APAC）所 占 份 额 则 达 到

52%。《报告》还预计，到2035年，美洲

区域加氢站所占比例达到23%，欧洲、

中东和非洲区域将达到33%，亚太区

域则将降至44%。

Information Trends 认为，氢是

重要的未来能源，而加氢站的激增则显

示着人类社会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

的转型趋势。《报告》指出，到2035年加

氢站的数量将增长近14倍，届时，加氢

站将覆盖美国、西欧、中国、日本和韩国

的大部分地区，投入加氢站建设的资金

数额惊人，其中的大部分将通过公私合

作筹集。

□ 特约记者 王恩博

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克服疫情严重影响，全年销售逆

势增长超过10%，成为促进消费

和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CEO 冯思翰

（Stephan Wöllenstein）近日接

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将塑造电

动出行和汽车数字化趋势。

提起外国品牌小轿车，许多经

历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

都会想起三个字——“桑塔纳”。

这款大众旗下经典车型于1985年

进入中国市场，是中国制造的第一

款合资汽车。

冯思翰感慨，从20世纪80年

代在合资领域小试牛刀，到21世

纪初期不断对外开放，个人汽车消

费井喷式增长，不断开放的市场环境

推动中国消费升级，中国汽车市场也

得到空前发展。过去近40年里，大

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取得了近20%

的市场份额，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

中国汽车市场发展趋势的缩影。

去年以来，全球汽车市场受疫

情影响遇冷，但中国依然坚挺。截

至2020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2.81亿辆，是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

国和消费市场。

冯思翰表示，投资和出口增长

带动了市场V形反转，中国汽车

市场随着宏观经济恢复逐步复

苏。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大众汽车

集团（中国）的销量也呈现迅速回

升趋势。

他还注意到，中国交通运输部

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推动

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落地。“由此

可见，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汽车不

再只是愿景，而在逐步接近现实。

中国不仅将长期保持世界汽车产

业强国地位，也会塑造电动出行和

汽车数字化的趋势。”

不过，新能源作为一种新生事

物也受到不少诟病。尤其电动车

充电不便、续航不长的缺点，让部

分消费者望而却步。

冯思翰分析，目前在充电基础

设施布局中有两个问题：一是相较

于加油站，充电站覆盖密度不够；

二是充电车位很难保证。他认为，

尽管技术上电动车能够达到更长

续航里程，以战略角度看，超长续

航里程并非唯一选择。完善电池

技术和充电基础设施，做到平衡发

展，将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新能源成为大势所趋的背

景下，中国汽车市场蕴藏巨大商

机。中国亦通过扩大开放、改善营

商环境等举措，主动与世界分享这

一机遇。

“中国政府逐步放开合资企业

股比限制、扩大市场开放程度的政

策，让外资企业拥有更多在华投资

发展机会。”冯思翰介绍，大众汽车

集团此前购入江淮汽车母公司江

汽控股50%股份，并增持江淮大

众股份至75%。2020年12月，随

着大众汽车集团增持江淮大众股

份至75%投资交割完成，合资企

业正式更名为“大众安徽”。

冯思翰说，中国在切实履行改

革开放承诺，大众也会进一步加大

在新能源市场的投入力度，利用好

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对中国市场

进行进一步探索。

日前中欧投资协定如期完成

谈判，成为中国扩大开放的又一注

脚。冯思翰认为，协定将重新平衡

欧中双方经济关系，充分改善欧洲

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相

信公平竞争必将激发创新活力，促

进并推动双方彼此投资与增长。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曦报道

进入2021年以来，南非已经连续

多次执行限电措施并招致广泛批

评，南非国家电力也因此备受诟

病。2月5日，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再度发布全国限电令后，南非媒体

发表评论戏称：“南非人又将面临

难熬的周末了。”

记者走访发现，受持续限电

影响，储电器、发电装置目前成为

南非各大电器行、电商平台的热门

产品。

作为南非政府的最大“心病”，

债台高筑的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目

前已经严重拖累了整个国家经济

发展的步伐。在过去15年中，因

腐败引发的管理不善，直接导致电

力设备故障频发，继而使得南非各

地陷入不断限电的恶性循环之中，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也因此陷入运

营困境。

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的情况下，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状况频发，使得本就疲弱的南非经

济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尽管南非政府早在2019年就

提出拆分国家电力公司的方案，截

至目前改革还是进展缓慢。

就在今年1月，南非能源监管

机构批准了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酝

酿已久的提高电费的方案，该方案

计划通过上调电费至少10％的方

式，向消费者收回60亿兰特（约合

人民币 26 亿元）资金，以达到

2021年度~2022年度收入目标，

而该方案也遭到南非民众的反对。

中东可再生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全球已有33个国家建成共计584座加氢站

能人能语

中国将塑造电动出行和汽车数字化趋势
——访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冯思翰

国际动态

南非电力产业拖累经济发展

中德携手再添五条BOPA生产装备

世界最大低碳质子交换膜制氢世界最大低碳质子交换膜制氢装置在加落成装置在加落成

液化空气集团日前已完成世界上最大的PEM(质子交换膜)水电解装置的建设。这套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

贝坎库尔的装置由可再生能源驱动，每天生产多达8.2吨的低碳氢。该项目的投运将使液化空气在贝坎库尔

制氢工厂的产能提高50%。 （液化空气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