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0 年 10 月 26 日

7国际·观察 □主编：李慧 □版式：徐政
□ 电话：010-65369477��□ 邮箱：hermione12@163.com

全全球球浮浮式式光光伏伏市市场场有有望望爆爆发发式式增增长长
55年年内内预预计计新新增增装装机机超超 1100吉吉瓦瓦，，以以中中国国为为代代表表的的亚亚洲洲国国家家表表现现将将““尤尤为为突突出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关注

研报：全球海上油气
管道市场即将复苏

本报讯 据油价网报道， 挪威独
立能源研究机构雷斯塔能源的最新
研究报告显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今年全球海上油气管道的总安
装量为 2150 公里， 相较去年下降
26%。 但报告指出，在中东等地油气
开发项目的带动下， 预计海上油气
管道市场很快将迎来复苏。

雷斯塔能源预计， 到 2022 年，
全球的油气需求有望恢复至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此后可能进
一步增长，受此带动，到 2023 年，全
球海上油气管道的安装里程将超过
3000 公里。

据了解， 海上油气管道分为连接
到加工或生产设施的上游管道， 和用
于区域和市场之间的运输管道。其中，
上游管道的需求与海上油气开发活动
直接相关。

雷斯塔能源服务分析师Bjrvik
表示：“受市场传输及海上油气田输
气需求不断增长的带动，海上油气管
道需求将在未来几年内快速恢复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 ”

从区域上看，雷斯塔能源在报
告中指出，近年来，欧洲为了实现
能源多元化，一直在加大天然气管
道的建设力度，如从俄罗斯到德国
横跨波罗的海的北溪 2 号天然气
管道，还有连接北海油气田的上游
管道。在地中海区域则有从以色列
水域经过塞浦路斯到希腊大陆的
EastMed 天然气管道项目。 雷斯塔
能源预计 ，2023 年至 2026 年 ，仅
EastMed 天然气管道项目就将安装
总计 1340 公里的海上管道。

与此同时，伊朗，沙特和卡塔尔
持续活跃的大型海上油气开发活动
也将进一步引领中东油气管道市场
迎来复苏；埃及地中海 Zohr 气田和
莫桑比克第四区油田的开发将共同
推进非洲油气管道市场需求提升。
而根据报告， 美洲将是未来几年全
球海上油气管道安装量唯一下降的
市场。

从类型上看， 天然气管道将是
海上油气管道安装的“主力”。 雷斯
塔能源预计， 在 2020-2024 年间开
发的近 100 条近海油气管道中，天
然气管道将占 90%以上。 （仲蕊）

日前， 挪威独立能源研究机构雷斯
塔能源 （Rystad Energy）发布报告称 ，欧
洲和亚洲正在全球发展绿色氢能的过程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据显示，目
前全球在建的绿色制氢项目装机超过
60 吉瓦， 欧洲和亚洲地区贡献最大，虽
然这两个地区制氢和用氢的开发路线、
发展速度以及政策解决方案均不相同，
但在整体推动氢能产业发展方面却是全
球最积极的。

■■吉瓦级制氢项目“不在少数”

根据雷斯塔能源的报告，目前 1 兆瓦
以上的绿色制氢装机超过 60 吉瓦， 其中
87%是“吉瓦级”项目，这意味着商业化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正在加速普及。

据了解，全球大多数绿色制氢项目都
是以太阳能和陆上风电为供电基础，目前
只有 5 个规划中的项目是由海上风电提
供电力，包括壳牌牵头在荷兰投建的装机
10 吉瓦的 NortH2、 丹麦沃旭能源和法国
电力牵头在德国开发的装机 600 兆瓦的
Westküste100。

对重工业、 航空业等减排难度特别
大的排放密集型产业来说， 利用可再生
能源制氢的绿氢技术可谓实现减排的一
剂良方。不过，相较于化石燃料制氢的灰
氢技术， 绿氢技术因为使用的设备造价
贵、 耗电大而拉高了整体制氢成本。 据
悉， 目前绿氢的生产成本平均是灰氢的
5—10 倍。

“尽管绿氢项目数量不断增长，但预
计到 2035 年只有 30 吉瓦的装机能够投
入运营。 ”雷斯塔能源可再生能源负责人
Gero Farruggio 表示，“其中， 最大的制约
因素是高企的生产成本。政府扶持并配合
相关支持政策， 可以更快地推进项目落
地，特别是那些由成本较高的海上风能为
供电的制氢项目。 ”

伍德麦肯兹汇编数据显示，绿氢仅占

今年全球氢气产量的 0.1%。 国际能源署
（IEA）指出，目前全球氢气产量约为 7000
万吨/年，其中大部分都是化石燃料制氢，
生产这些灰氢每年相当于产生 8.3 亿吨
二氧化碳。

■■欧洲青睐“海风制氢”

可再生能源成本投入下降，对于降低
制氢成本至关重要。 不过，发电成本颇高
的海上风电，却是欧洲在制氢领域最受欢
迎的电力来源。

除了上述 5 个规划中的海上风电制
氢项目，今年 10 月，英国又启动了全球
首个海上风电制氢供热项目， 旨在依托
苏格兰 Levenmouth 海上风电场为制氢
工厂供电， 产生的氢气可以为 300 户家
庭供热。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指出，这是
欧洲最新一个“海风制氢”项目，标志着
该地区海上风电平价时代正在到来，从
而可以进一步让海上风电在氢经济打造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截至目前，荷兰、德国、英国、比利时
和法国都已经布局“海风制氢”。 根据欧
盟 7 月发布的《欧盟氢能战略》，欧洲已
经将利用“风光电力”生产绿色氢气视为
首要任务， 并期待通过支持氢能发展在
本世纪中叶创造 100 多万就业岗位，实
现 40 吉瓦绿色制氢装机， 并生产多达
1000 万吨的绿氢。

有分析认为，在制氢方面，海上风电
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产能，但比太阳能和
陆上风电的成本要高， 只有尽快降支提
效，才能让“海风制氢”实现效益最大化。

雷斯塔能源指出，海上风电的成本几
乎是太阳能发电的 4 倍、陆上风电的 2 倍
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海风制氢”的经
济性大打折扣。

不过，对于海上风电发展迅猛的欧洲
国家而言，利用海上风电大规模制氢具备
一定的资源基础，只是仍需要依靠政府的

政策支持和相关财政补贴。 据了解，壳牌
主导的 NortH2 项目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
欧盟和荷兰的资助。

■■亚洲“因地制宜”发展氢能

与欧洲力推海上风电制氢不同，亚
洲地区的氢能发展则主要依托需求推
动，并注重“因地制宜”选择制氢的可再
生能源种类。

例如 ，在中国 ，由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在内蒙打造的装机 5 吉瓦
的风、光、氢、储一体化项目，就综合利
用光伏、风力发电产生的电力来实现绿
色制氢。

日本和韩国则主要通过进口氢来发
展氢能产业，尤其是在运输方面。 10 月
初， 日本从沙特进口了 40 吨高等级的

“蓝氨”用于制氢和发电，这成为日本氢
能应用的一个关键节点。

韩国则于去年初公布了 “氢能经济
发展路线图”，明确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广泛普及和应用， 还将为配套的加氢站
提供补贴， 放宽管制等措施以积极吸引
私营资本。 10 月中旬，韩国又引入了“氢
发展义务制度”，要求电力市场实行购买
一定氢燃料电池电力， 并计划通过拍卖
的方式购买氢燃料电池电力。

英国能源学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Peter Godfrey 表示 ，氢能在亚洲地区能
源结构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标普全球普氏政策和技术分析部门主
管 Roman Kramarchuk 则坦言：“对亚洲
而言 ， 氢能的发展机会普遍存在于交
通运输、工业供暖 、天然气输送等各个
领域。 ”

研究机构：

亚亚欧欧引引领领全全球球““绿绿氢氢””发发展展

■■本报记者 王林

沙特能源转型提速
本 报 讯 据行业资讯机构标普

全球普氏报道， 沙特国家电网公司
日前公开表示 ，未来 10 年 ，沙特可
再生能源领域有望吸引超过 200 亿
美元的投资， 加快推进本土能源转
型进程。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石油生产和
出口国，沙特近年来正致力于向可再
生能源转型，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力
发电以替代化石燃料发电。 今年 1
月，沙特启动了第三轮太阳能发电项
目招标计划，本轮计划包括 4 个子项
目，总装机规模达 1.2 吉瓦。

标普全球普氏的数据显示， 全球
共有 49 家公司获得了沙特第三轮太
阳能发电项目招标计划的竞标资格，
其中 28 家来自沙特。

据了解， 沙特希望未来能源系
统中 30%由可再生能源电力提供 。
如要达成这一目标， 到 2030 年，沙
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要达到 60
吉瓦。 （董梓童）

IMF：国际油价
短期难复苏

本报讯 近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其最新的地区展望报告中，下
调了对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复苏的预
期，并强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短期内
复苏可能十分困难。

IMF 预计，2021 年油价将在每桶
40—50 美元之间徘徊。 IMF 中东和中
亚部门主任 Jihad Azour 表示：“除了替
代能源的兴起， 石油需求的锐减也将
令油价承压。 ”

9 月，国际能源署（IEA）曾将今年
全球石油需求预估下调至 9170 万桶/
天，较上年同期减少 840 万桶 ／天。 同
时， 欧佩克更加悲观地认为今年全球
石油需求可能只有 9020 万桶/天，比
去年同期减少 950 万桶 ／天。

Jihad Azour 指出， 对中东和中亚
地区而言， 加强经济多元化以及持续
实施防疫安全措施是该地区各国走出
危机的“最佳途径”。

但 IMF 的报告显示，考虑到中东
和中亚地区一些最重要的非石油行
业，如旅游、交通、零售和房地产等同
样受到疫情冲击， 经济多元化对该地
区各国而言将是很大的挑战。 （仲蕊）

资讯

随着“绿色复苏”热潮席卷全球，浮式
光伏成为能源领域新的投资热土。 日前，
行业咨询机构惠誉（Fitch Solutions）发布
报告称，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预计
未来 5 年，全球浮式光伏新增装机有望超
过 10 吉瓦。

装机量增长潜力巨大

报告指出，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全球
范围内总计有 16 个已公布的规划或在建
浮式光伏项目，总装机量超过 11 吉瓦。 同
时，全球光伏装机排名靠前的多个国家均
已开始浮式光伏项目的试点工作，这推动
了浮式光伏的成本不断下降。在上述多重
因素的影响下，预计未来数年内，公共事
业规模的浮式光伏装机总量将呈现爆发
式增长。

事实上，多个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从可
利用的资源角度看， 全球发展浮式光伏的
潜力十分可观。 根据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
生能源实验室（NREL）此前发布的一项研
究成果， 如果在全球所有水电站的水库都
安装浮式光伏设施， 将能满足全球近一半
的电力需求。

另据行业研究机构 DNV GL 最新发
布的研究报告， 全球现有水电站的水库为
浮式光伏带来的资源潜力将达到 4 太瓦。

惠誉分析师表示，目前，全球已有多个
国家在布局浮式光伏设施。去年，荷兰开建
了全球首个海上浮式光伏项目； 今年 7
月，西班牙公用事业公司 Acciona 也宣布，
将建设该国首座浮式光伏项目，总装机量
为 1.1 兆瓦，同时表示未来将在西班牙更
多水电站的水库建设更大规模的浮式光
伏设施。

亚洲国家打“先锋”

从地区上看，报告强调，亚洲将引领全
球浮式光伏市场发展。惠誉指出，光伏产业
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 大多有较长的海岸
线或大量的水库， 这为其开发浮式光伏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落地
了大规模的浮式光伏项目。

报告统计显示， 在当前规划或在建的
16 个浮式光伏项目中， 有 14 个位于亚洲
国家。 其中，中国、韩国、印度、泰国以及越
南的浮式光伏市场，在未来 10 年间的表现
将“尤为突出”。“中国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
光伏市场， 浮式光伏技术发展前景也颇为
可观，截至目前，已有多个在建大型浮式光
伏项目， 包括位于杭州慈溪的 320 兆瓦浮
式光伏项目、 安徽 150 兆瓦浮式光伏项目
等。与此同时，韩国也正计划建设装机规模
为 2.1 吉瓦的浮式光伏项目。 ”

报告同时认为， 越南的浮式光伏市场
也值得期待。 报告称：“尽管当前越南已加
大针对地面光伏电站的招标力度， 但越南
浮式光伏项目的电价高达 7.69 美分/千瓦
时，对于投资者来说吸引力较大。 ”

另据了解， 目前越南政府已宣布，将
于今明两年举行两场浮式光伏项目招标，
预计在今年底前实现 50—100 兆瓦项目
招标， 在 2021 年完成另一 300 兆瓦项目
的招标。

惠誉指出，目前，全球多国都给予了浮
式光伏项目一定的补贴刺激， 同时对于技
术开发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政策倾斜， 这也
是浮式光伏在亚洲国家获得快速发展的主
要原因之一。

能源转型不可或缺

事实上，浮式光伏并非新兴事物，相关
项目最早在 2007 年诞生于日本，随后一年
全球首座商业化运行的浮式光伏项目也在
美国投入使用。 随着各国光伏装机规模的
扩大以及光伏度电成本的走低， 浮式光伏
也再次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报告表示， 在土地资源愈加稀缺的情
况下， 利用未开发水域实现可再生能源发
电将广受欢迎， 因此预计浮式光伏也将在
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此前，DNV GL 也曾在其发布的《能源
转型展望》中指出，全球各国要实现 2050
年的减排目标， 光伏装机应增长 10 倍以
上，达到 5 太瓦，这其中，浮式光伏项目的
开发不可或缺。

惠誉的报告分析认为， 浮式光伏能更
好地利用水上空间与水电项目相结合，并
且电站施工时间相对较短。另外，浮式光伏
的应用对于水体本身也能起到有利作用，
不论是饮用水水库或水电项目， 结合浮式
光伏将能降低水面蒸发强度， 甚至可能抑
制藻类的产生。

而在 NREL 的研究人员 Nathan Lee
看来， 在水电站水库建设浮式光伏项目有
诸多优点，既能在多雨季节利用水电，也可
以在干燥少雨的季节充分利用光伏发电，
同时抽水蓄能装置在这一系统中可能也能
具备应用空间，堪称“一举三得”。

不过，也有业内专家提醒称，考虑到浮
式光伏市场尚未成熟， 相关技术标准以及
长期项目风险仍有待确认。分析认为，浮式
光伏项目的成本常常因项目而异， 与项目
所在水域的水深、水质以及盐度息息相关，
同时也与该地区风力强度有所关联。

对此，Nathan Lee 也承认，尽管浮式
光伏潜力巨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水
体都能够进行商业化开发， 未来仍需考
虑到各个水体的环境限制以及发电系统
的整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