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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仲国彬

继 7 月 TCL 科技成功摘牌中环混改项目后，8
月 17 日，TCL 科技首度公开了对中环股份的投资
计划———未来三年将向中环投入 60 亿元，将中环股
份打造成新能源材料第一、组件第三、半导体材料第
五的行业龙头。 TCL 科技同时宣布，将投资 42 亿元
在天津成立北方总部， 业务覆盖半导体材料、 新能
源、核心电子部件和工业互联网。

一棵树长不到参天，培育增长新引擎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对为什么选择中环
给出了答案———TCL 科技集团的业务和中环半导
体业务高度契合和互补，行业的协同性比较大。

李东生表示：“TCL 科技集团核心产业是半导
体显示材料，但一棵树长不到参天，围绕企业产业战
略，要开辟新的赛道，新的赛道会围绕高科技、重资
产、长周期和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这个领域寻找机会。
TCL 科技集团在洞察产业趋势，培育公司增长新引
擎。 整个半导体产业在过去 10 年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中国企业在更多的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领
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
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 外部环境因此发生的变化
让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中环集团控股
27.55%的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
伏硅片与半导体硅片的研发与生产。 硅材料是半导
体产业最为基础的材料， 无论是中环所处的光伏新

能源产业、或半导体产业，都符合 TCL 寻找新增长
动能的核心诉求。 ”

具体到选择光伏行业的理由和规划，TCL 科技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廖骞指出，中环所处的光伏新
能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 都极其符合 TCL 寻找新
增长动能的核心诉求。在全球科技产业下一个十年
的核心赛道中，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寻找
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长发展周期、能够充分发挥、
并能继续增强 TCL 核心能力的新赛道。

在坡长雪厚的赛道，雪球才能滚更大

具体到光伏领域，廖骞解释道，首先，TCL 科技
非常看好光伏产业坡长雪厚的发展潜力。 相对于其
他主流清洁能源， 光伏对太阳能量的直接转换在物
理原理上更为高效；而历经多年技术进步，光伏度电
成本未来五年在全球主要区域都将接近或低于包括
化石能源、核电、水电在内的其他能源形态。

廖骞认为， 是因为相信光伏度电成本已降低至
临界值， 行业属性从过去十年的类公用基础设施转
向市场化竞争。 “光伏竞争的核心要素将收敛到技术
驱动、管理驱动、规模驱动；因此，技术迭代管理能
力、全球本土化能力、构建产业链生态能力成为竞争
成功的关键要素。 ”

廖骞判断，除中国外，北美、印度、欧洲等地陆续
成为光伏的重要市场。 而全球经济产业重构的背景
和能源在本地化的产业特性， 使如何尽快推动全球
本土化布局，实现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成

为光伏企业的另一核心竞争力。
然而，仅我国就有几十万家多光伏企业，TCL

科技为什么单单在赛道中选择了中环？ 廖骞解释
道，源于中环的独特价值，技术上，中环在硅材料
上的“双线布局”在全球产业史上不乏标杆，正是
数十年的多种创新， 让中环在半导体材料方面形
成了深厚的技术沉淀， 并引领了全球光伏材料产
业包括金刚线切割、G12 大硅片等主要技术创新。
产业布局上，中环与上游产业密切协同，与道达尔
联手整合 SUNPOWER 拥有的技术专利及海外品
牌渠道， 有扎实的产业生态基础。 在智能制造领
域，中环持续实施工业 4.0，建立了长远的综合竞

争力。
中环股份董事长、 总经理沈浩平有着 38 年国

企行业经历，他表示，进入 TCL 集团大体系后，会
对中环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商业理念创新提出更多
挑战，但身处半导体材料和光伏产业竞争中，这又
会是一种推动力。 特别是“在全球化实施过程中，中
环将告别盲目摸索。”他认为，TCL 将为中环接下来
的全球化发展形成指引。

对于未来，沈浩平表示，整体来看，中环会保持
自己过去拥有的资源和工程师文化及情怀，更多向
母公司学习，实施领先战略、追赶战略，将会持续以
人为本，创新经济，立足于世界企业之林。

TCL揭示因何入主中环———

占据未来十年科技产业核心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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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丽旻

欧洲智库：

上半年全球风能和
太阳能发电占比创纪录

本报讯 欧洲气候能源智库 Ember
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 今年上半年，风
能和太阳能发电满足了全球电力需求
的 10%，是 2015 年水平的两倍，创下新
的历史纪录。

数据显示，上半年，虽然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球用电需求量下降 3%，
但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同比依旧增
加了 14%。 报告统计的 48 个国家和地
区中，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从 2019 年
的 992 太瓦时， 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
1129 太瓦时。

与此同时，风能和太阳能电力占比
的增长也“挤占”了燃煤发电的市场份
额。 报告指出，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
半年，全球燃煤发电量下降了 8.3％，
是自 1990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不过，Ember 同时警告称， 今年以
来，全球范围内风能和太阳能新增装机
的速度却出现了放缓。国际能源署的预
测显示，今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新
增装机量将下降 13％， 为 2015 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 （穆紫）

越南拟进一步
限制燃煤发电

本报讯 据越南《海关在线》报道，
越南工贸部日前推出了电力发展规划
VIII， 计划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并进一步限制燃煤发电增长。

越南工贸部表示，此前推出的电力
发展规划 VII 可行性不足，此次新出台
的电力发展规划 VIII 将补充风力发电
和太阳能发电的发展规划，其中风电装
机规模将是此前设定的 3 倍，太阳能电
力装机量将是此前的 2 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次推出的电
力发展规划 VIII， 在 2026—2030 年期
间，越南将不再增加燃煤发电，在电力
发展规划 VII 修正案中已获批的超过
17 吉瓦的燃煤发电装机也将推至 2030
年后或取消。 （穆紫）

低油价令韩国
能源企业喜忧参半

本报讯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 在国
际油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今年上半
年，油气企业的收益大幅下滑，但电力
企业的亏损幅度却因此缩减。

韩联社汇编各能源企业数据显示，
上半年， 韩国天然气公司营收同比减少
了 19.7%。 而韩国石油公司则于去年末就
遭受了油价下跌的沉重打击， 负债率高
达 3415%，比 2015年增长了 7倍以上。

不过， 相比油气企业糟糕的业绩，
韩国电力企业今年上半年却因油价低
迷而实现了减亏。 根据韩联社的统计，
韩国电力公司今年上半年营收为 8204
亿韩元， 亏损额度从去年同期的 2.15
万亿韩元锐减至 357 亿韩元。其主要子
公司韩国水力原子能上半年还实现了
销售额同比增长 4.7%。 （陈商）

本报讯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风机润滑油市场也出现大幅下滑。
不过，业界认为，但从长远来看，这个风
电细分市场仍然存在很强的反弹空间，
而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全球咨询服务和市场资讯供应商柯
莱恩 （Kline & Co） 日前发布最新报告
《风机润滑油全球市场分析和商机》 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明两年，全球风
机润滑油消费量将持续下降， 但之后有
望出现快速反弹。

柯莱恩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9
年间， 受全球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带
动， 风机润滑油需求量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 13%。 去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总量
超过 650 吉瓦， 风机润滑油的需求量也
随之增至 4 万—5 万吨， 市场价值达 4

亿—5 亿美元。
柯莱恩能源业务项目负责人 Gabriel

Tarle 表示，风能在替代能源领域的核心
地位， 使得其细分市场也随之呈现快速
增长的态势。 “尽管风机润滑油仅占润滑
油市场总量的一小部分， 但考虑到风电
行业的利好前景， 风机润滑油市场有望
成为其中颇为重要的增量。 ”

柯莱恩的报告同时指出，未来 5 年，
中国风电新增装机量将占到全球总量的
近 40%， 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风机润滑
油的关键市场。

柯莱恩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风
机齿轮油消费量约在 2 万—4 万吨之
间，其中，中国消费量占比近半，其次是
美国、西班牙、印度、德国。 去年全球风
机液压油消费量约在 6000—1 万吨之

间，其中美国约占 25%，其次是中国、西
班牙、印度和德国。

柯莱恩指出， 随着直驱式风机的市
场份额不断提升， 该机型主要使用的润
滑脂在风机润滑油市场的占比也将逐渐
增加，预计 2024 年之前将始终呈上扬态
势， 而中国在全球风机润滑脂市场中也
将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风机润滑油供应格局
也出现了明显变化。据柯莱恩能源副总裁
Milind Phadke 介绍，此前，嘉实多是风机
润滑油供应市场的绝对主力。 但近年来，
中国国产风机润滑油品牌的强势发力，正
在促使供应市场走向品牌多元化。

据了解，目前，中石化旗下长城润
滑油、沈阳奥吉娜集团、北京润华源天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都在积极参与风

机润滑油的研发和推广。 其中，长城润
滑油更是早在 2002 年就涉足风机润滑
油的研发工作，该公司副总经理赵江表
示：“自 2008 年推出风电专用润滑油脂
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现在已
经可以提供风机全系列用油、脂、液，在
大型风电关键设备和辅助设备的全面
润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为风
电各种设备提供润滑保障。 ”

Milind Phadke 强调 ： “风机润滑油
是个高利润细分市场，尽管在风电运维
成本中占比不高，但其主要依靠润滑油
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来争夺市场份额，因
此， 要想在风机润滑油领域独领风骚，
供应商的产品必须满足风电整机制造
商在性能、成本、品质等多方面的标准
和要求。 ” （王林）

行业分析报告称：

中国有望主导全球风机润滑油市场复苏

近日，清洁能源资讯网站 GTM 援
引欧洲多家电力企业高管的话指出 ，
近几年来， 欧盟能源转型力度不断加
大 ，采用可再生能源 “绿色制氢 ”的呼
声一再高涨。 然而， 尽管企业积极参
与，但业界普遍认为，可再生能源制氢
至少还需要 10 年才能够真正为企业
带来可观的收益。

“绿氢”开发热潮席卷全球

GTM 报道称，近几年来，采用可再
生能源生产“绿氢”的热潮席卷全球，截
至目前，全球已推出多个吉瓦级可再生
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规划建设速度超
出行业预期。

目前， 全球正在建设的最大的可再
生能源制氢项目位于沙特， 该项目配备
光伏、风电以及储能等设备系统，电解水
制氢规模达到 4 吉瓦。 今年 4 月，欧盟也
发布最新氢能发展路线图称，到 2030 年
前，欧盟各成员国将投资建设至少 40 吉
瓦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 同时将
在欧盟以外国家投资建设 40 吉瓦 “绿
氢”项目，目前规划地点为北非地区。

德国电力巨头 E.ON 集团首席执行
官 Johannes Teyssen 表示，欧洲电力行业
正在快速转变，“绿氢” 的应用场景也不
断扩大，尤以交通领域最为突出。 “2019
年时，我们认为氢气 10 年内都不会大规
模应用，但今年以来，各国公用事业机构
却已经找到了能利用氢气的细分市场，
未来 1—2 年内氢气就能具备一定的竞
争力。 ”

据了解， 该公司旗下目前已开发
有 50 个不同规模的制氢示范项目 ，
在 Johannes Teyssen 看来，当下尽可能多

地开发新项目将有利于该公司成为欧洲
地区“绿氢”产业的领导者。

短期内几乎不可能盈利

在越来越多的能源企业加入到可
再生能源制氢行列中时，业内人士却也
对“绿氢”的盈利前景感到担忧。 GTM
援引多家欧盟地区公共事业公司高管
的话称， 预计可再生能源制氢 10 年内
都难以盈利，各大项目很难看到有效的
投资回报。

Johannes Teysse 也坦言，尽管该公司
旗下项目数量众多， 但短期内这些项目
都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收益。

丹麦能源巨头沃旭公司作为欧洲领
先的海上风电开发商之一， 目前已在可
再生能源制氢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今
年 5 月， 该公司宣布将加入全球首个大
型海上风电制氢联合交通项目， 该项目
位于丹麦哥本哈根，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
制氢规模达到 10 兆瓦，预计将对当地交
通“去碳化”做出贡献。

尽管沃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具有
丰富经验， 该公司高管仍认为，“绿氢”
盈利前景有待观察。 沃旭公司首席执行
官 Henrik Poulsen 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
议中指出，公司认为，在 2025 年前，“绿
氢”投资可能都无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
金融回报。

“未来五年内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
带来的金融回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
Henrik Poulsen 表示，“但随着可再生能
源制氢项目规模扩大，到 2030 年，沃旭
旗下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规模达到吉
瓦级别之时，‘绿氢’ 项目可能给公司带
来正向收益。 ”

德国电力企业 RWE 首席执行官
Markus Krebber 也对此表示了认同。 他
指出：“我认为目前‘绿氢’发展进程与
风电、光伏最初发展时期类似，这一行
业至少需要 5 年甚至是 10 年才能产生
利润。 ”

企业积极寻求补贴

Johannes Teyssen 认为，目前可再生
能源制氢尚不能与化石能源制氢成本
相竞争，如果要将“绿氢”成本降至可竞
争的地步，需要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近
乎于零，而电解水制氢设备的利用率也
要得到有效提高。 “要推动各个领域的
绿氢应用，政府部门仍需对产业做出一
定的补贴。 ”他强调。

据 GTM 报道， 沃旭正在丹麦等国
积极寻求“绿氢”补贴。 Henrik Poulsen
表示：“我们正在申请对初始投资的公
共资金支持。 从长期来看，我们也在寻

求其他的补助。我们不知道‘绿氢’产业
的补贴将以哪种形式出现，可能是直接
的资本支持，也可能按照‘绿氢’产量发
放补贴。 ”

事实上，欧盟委员会此前曾提出，可
能以“差价合约机制”（CFD）的方式鼓励
“绿氢” 产业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CFD 是欧盟支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
重要手段， 也促进了光伏和风电成本的
大幅下降。

法国电力企业 Engie 董事会独立主
席 Jean -Pierre Clamadieu 指 出 ， 利 用
CFD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将对产业
产生良好的催化作用， 推动行业从示范
走向工业规模。

GTM 报道称，目前欧盟层面仍在讨
论 CFD 的可行性， 具体细则尚未出台。
但也有消息指出， 欧盟各成员国可能利
用欧盟委员会的“绿色复苏”战略中的资
金支持，出台国家层面的补贴政策，以推
动各自本土“绿氢”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