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位于重
庆南川的中国石化
华东石油局页岩气
产建区东胜脱水站
日 产 突 破 300 万
方。截至 7 月底，该
产建区开井数超过
70 口，产销均创新
高。据悉，华东石油
局上半年生产页岩
气 4.81 亿方，同比
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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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氢能源被首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推动充电、 加氢等设施建设”。
氢能因此正式成为国家能源战略中的重
要一环。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已有 34
座城市建设氢能产业园，但氢能目前还存
在储运价格高、安全隐患大、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高昂等瓶颈问题。

如何有效解决氢能“痛点”？ 澳大利亚
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创新
创业学院院长刘科日前在 “中国能源·化
工 30 人论坛” 上给出了他的答案：“甲醇
在线制氢。 ”

来源可靠，是目前最好的制氢原料

“发展氢能主要是解决石油短缺、环
境污染这两个问题， 尽管氢能大有前景，
但氢气并不是很好的能源载体。 ”刘科指
出，氢的“四个最”是靠研发无法改变的：

体积能量密度最低的物质、最小的分子、
最易泄漏、最宽爆炸范围。 这些原因造
成储氢运氢成本和基础设施投资高昂，高
压氢气罐燃料电池车从安全角度不宜在
已建成的地下停车场这些封闭空间长期
停放。

据悉，氢气在密闭空间的爆炸极限为
4%-74%， 全球炼油厂事故很多是由于氢
气泄漏造成的，因此有了“氢气是炼油厂
的魔鬼”的说法。

“加氢站一定要有安全距离，但考虑
到经济性等因素，如果加氢站建在半个小
时车程以外，来回一个小时去加气，你会
买这样的车吗？ ”刘科说，与将氢气压缩到
高压汽车储氢罐相比，甲醇是非常好的液
体储氢、运氢载体。 1 升液氢（需冷凝到零
下 253 摄氏度） 只有 72 克氢气，1 升甲醇
跟水反应可放出 143 克氢气，1 升甲醇的
产氢量是 1 升液氢的 2 倍。 以甲醇为原
料，将小型的甲醇重整制氢设备与燃料电
池进行高度集成，氢气即产即用，可实现
即时制氢发电。

那么，甲醇作为制氢原料是否可行？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甲醇来源广泛可靠，
既可以利用煤炭制甲醇，也可以利用“弃
风”“弃光”电解水制氢，氢再与二氧化碳

反应制取甲醇； 天然气等都可以转化为
甲醇。 在刘科看来，“甲醇是目前最好的
制氢原料”。

兼容性强，可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为何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
石油， 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开
车？ ”其主要原因是液体燃料陆上可以
管路输送， 海上可以很便宜地跨海输
送，并可以长期保存。 刘科院士算了一
笔账，如果将一船汽油从休斯顿的炼油
厂拉到天津港， 加油站 7 元/升的油价
中，运费成本不到 7 分钱。 “液体燃料输
运成本低，也便于长期储存，这是液体
能源的优势所在。 ”

值得注意的是， 电动车和氢能汽车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两大“宠儿”，无论是
加氢站还是充电桩，规模化基础设施成
本都不低。 刘科的研究数据显示，如果
都以布局 10000 座站点计算，每天加注
450 辆车的液体燃料加注站建设运营
成本约为 20 亿美元；每天充 24 辆车的
充电站需投资 830 亿美元； 每天 30 辆
加注能力的小型氢气加注站成本则高
达 1.4 万亿美元。

刘科指出：“人类已投资几万亿美元
建设了液体燃料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
不会轻易放弃，甲醇制氢路线，可以很好
地将已有的加油站等设施利用起来。 ”由
此可见，甲醇在线制氢系统在规模化方面
有明显优势，可避开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
化瓶颈。

另外，刘科认为甲醇能源已迎来了很
好的发展机遇。 甲醇现阶段可以作为能
源、燃料、化工等行业的标准化原料，在
长期发展进程中， 甲醇还将对可再生能
源具有极高的兼容性， 同一套甲醇储运
基础设施， 可同时满足近期及中长期需
求。 “液态形式有能量密度高、可大规模
运输、易实现低成本跨海输送等优点，转
化成液体， 是其他可再生能源将来的一
个发展方向。 ”

刘科还指出，电动车、燃料电池车都
是未来能源技术的发展方向，能满足不同
的市场需求，但均面临各种挑战。 电动车
未来的突破点可能在应用端，氢燃料电池
则需要解决氢气的储存和运输难题。 目
前，通过甲醇转化制氢，是解决氢能“痛
点”的好法子。 他还强调：“能源发展需要
多元化， 应加强各种技术的研发力度，最
后让市场来选择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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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操作工人按下总控台的一键启
动按钮，就可以启动综采工作面，采矿机
割煤、推溜、移架，然后通过传输皮带将煤
炭不断输送至地面。 ”同煤集团同忻矿综
采二队队长许昕提及智能化建设时说，
“我们已经连续七次对智能化工作面进行
升级改造， 现在我们的工作面 ‘能掐会
算’，我们的矿工也当起了‘智能管家’。 ”

越来越多的煤矿为智能化建设进行
积极探索，这些宝贵经验如何得以推广？

日前，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
察局下发《关于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
建设推荐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从国家层面组织相关单位开
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

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智能化开采是未来煤炭企业升级发
展的新趋势。煤矿智能化将从根本上改变
煤矿工人的作业方式和工作条件。 同时，
煤矿智能化发展开辟了煤炭行业的新基
建， 是煤矿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机遇，
对于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提升企业效
率效益和保障煤炭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中国能源研究会高级研究员
牛克洪对记者表示，加快智能化示范煤矿
建设，可以更好地发挥示范煤矿的引领带
动作用。

根据《通知》，到 2021 年底，将建成多
种类型、 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示范煤矿，初
步形成煤矿开拓设计、地质保障、生产、安

全等主要环节的信息化传输、自动化运行
技术体系， 基本实现掘进工作面减人提
效、综采工作面内少人或无人操作、井下
和露天煤矿固定岗位的无人值守与远程
监控。

牛克洪认为，这是煤矿智能化发展从
点上实验逐步进入面上推广的重要信号，
煤炭企业应该结合煤矿实际情况，制定具
体的智能化发展规划。

在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宋晓波看来：“由于各个煤矿地质条件
不同，情况千差万别，直接‘抄作业’并不
现实。 但有必要从建设理念、智能技术与
装备等方面，凝练出可复制的智能化开采
技术装备、管理经验、生存模式等内容，进
行更好地推广。 这也是加快煤矿智能化建
设，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的重要途径。 ”

示范建设已具备坚实基础

据记者了解，在煤炭行业正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近
年来已取得不少成果。

在兖州煤业， 鲍店煤矿 7302 工作面
建成国内首个常态化智能综放工作面，
首次实现时序控制自动放煤技术的常态
化应用；在高地压、高地温和强腐蚀的复
杂条件下，建成赵楼煤矿 7301 智能综放
工作面， 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实现智
能开采； 鄂尔多斯能化公司转龙湾煤矿
实现了全作业循环自动化， 工作面年产
原煤1000 万吨；兴隆庄煤矿、东滩煤矿分

别通过国家级、省级“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示范矿井验收……

除了企业各显身手，地方政府也积极支
持。 例如，在山西省，今年 2 月 28 日，五部
门联合发布 《关于山西省智能煤矿和智能
综采工作面建设试点的通知》， 确定了 10
座煤矿、50 个智能综采工作面， 作为山西
省智能煤矿和智能综采工作面建设试点。

企业和政府的这些探索和积累，使煤
矿智能化建设基础不断夯实。

根据要求，本次推荐煤矿应为正常生
产煤矿、新建（含改扩建）煤矿，不包括停
产停建的煤矿，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和采矿许可证；正常生产煤矿还应持有合
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通知》同时强
调，推荐的井工生产矿、露天生产矿安全
生产标准化需达二级及以上要求；鼓励获
得省级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试点的煤矿
申报。

“很接地气，够条件就可以自我推荐”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次智能化示范
煤矿建设推荐工作采用了“企业自愿、
地方推荐 、政府引导 ”的模式 ，这获得
诸多好评。 一位业内人人士对记者表
示：“这种模式很接地气， 够条件就可
以自我推荐 ，这也是 ‘放管服 ’的具体
体现。 ”

业内人士指出，小煤矿实现机械化
与大矿实现智能化一样， 是很了不起
的成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

代建设的一些矿井， 如果能够较好地
实现自动化，初步走向智能化，也值得
骄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建的大
型煤矿，更有条件、更有基础加快推进
智能化建设。

本次推荐工作强调，相关部门要突出
不同类型煤矿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并在推
荐数量上提出了要求：正式生产和联合试
运转煤矿产能在 5 亿吨以上的省区 6 家，
产能在 1-5 亿吨的省区 3 家，产能在 0.5-
1 亿吨的省区 2 家， 产能在 0.5 亿吨以下
的省区市及兵团 1 家；产能在 2 亿吨以上
的中央企业 6 家，产能在 2 亿吨以下的中
央企业 2 家。

《通知》对推荐煤矿应具备的条件也
列出详细要求，包括“井工和露天生产
矿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都要符合矿
产资源规划的要求和规定，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没有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淘汰
的设备和工艺”等。

全全国国首首批批智智能能化化示示范范煤煤矿矿建建设设启启动动
2021年底，将建成多种类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示范煤矿

■本报记者 武晓娟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

甲醇是解决氢能发展“痛点”的好法子
■本报记者 武晓娟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8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联合印发 《关于公布 2020 年风
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
知》。 根据《通知》，共有 1139.67
万千瓦风电项目和 3305.06 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已落实电网接网
消纳意见，正式进入 2020 年平价
项目名单。

根据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
局在针对《通知》发布的官方解读
文章，全国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上报
平价风电项目 2664.67 万千瓦，
平价光伏发电项目 3305.06 万千
瓦。但考虑到 2019 年初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积极
推进风电、 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
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19 号文）要求，平价项目应在电
网企业落实接网和消纳条件前提
下建设，《通知》 最终将已落实电
网接网消纳意见的项目纳入
2020 年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项目清单。

为此， 对于平价项目建设和
并网时限，《通知》 提出了明确要
求：2019 年第一批和 2020 年风
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须于
2020 年底前核准（备案）并开工
建设， 除并网消纳受限原因以
外， 风电项目须于 2022 年底前
并网， 光伏发电项目须于 2021
年底前并网。 未在规定时限内并
网的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
目将从 2019 年第一批、2020 年
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清
单中移除。

为确保风电、光伏发电平价
项目顺利接网消纳、 保障项目
合理收益，《通知》 明确电网企
业应按照“19 号文”要求，落实
接网工程建设责任， 确保平价
项目优先发电和全额保障性收
购，同时，按要求与风电 、光伏
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单位签订不
少于 20 年的长期固定电价购
售电合同等， 为平价项目建设
运行做好政策保障。

官方解读指出，《通知》有利
于加快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进程。 “19 号文”曾明确指出，平
价上网试点项目政府不再补贴，
但有鼓励性政策。 连续两年公布
平价项目， 就是通过支持政策，
鼓励风电、 光伏发电企业积极
降低成本， 加快无补贴平价上
网进程。 同时，《通知》有利于提
升我国风电、 光伏发电产业的
市场竞争力。 通过支持政策鼓
励企业实施平价上网试点项
目， 能够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 推动有关方面优化
营商环境、降低非技术成本，切
实提升我国风电、 光伏发电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 早日实现与
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同价竞争 。
此外，《通知》 有利于推动能源
转型、助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建设。 组织实施风
电、 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
项目， 将进一步增加可再生能
源装机规模和发电量， 提升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重， 助力能源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 最后，《通知》的印发有
利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 初步测算，拟公布的
2020 年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
网项目将拉动投资总额约 2200
亿元， 并新增大量就业岗位，对
于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具有现
实意义。

针对下一步工作，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均表
示，将组织各省（自治区 、直辖
市） 能源主管部门做好 2020 年
风电、光伏发电平价项目的核准
（备案）工作，加大与国土、环保
等部门的协调，推动降低非技术
成本。 同时，严格项目开发建设
信息监测，加强项目开发建设情
况监管，为风电、光伏发电平价
上网项目开工、建设、并网、运行
营造良好环境。

风电超 1100 万千瓦、光
伏发电约3300 万千瓦，合计
拉动投资约 2200 亿元———

2020年新能源
平价上网项目公布

院士

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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