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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际水水电电协协会会：：

大大规规模模发发展展抽抽水水蓄蓄能能是是当当务务之之急急
1111个个国国家家及及超超过过 6600家家相相关关行行业业组组织织宣宣布布，，将将在在 22005500年年前前将将全全球球抽抽蓄蓄装装机机扩扩大大一一倍倍以以上上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抽水蓄能领域需要解决三
方面的问题：改善开发政策以及
市场框架、 制定环境评估标准、
提升抽水蓄能项目价值。

全全球球能能源源转转型型加加速速带带动动电电池池金金属属““供供需需两两旺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IEA：可再生能源 5年内
将成全球第一电源

本报讯 近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
最新一期《可再生能源 2020》报告称，尽
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电力行业
发展放缓，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仍有所增长， 将占全球新增发电量的
90%左右。

根据该报告， 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容量主要来自于水电、 太阳能和风
能。 IEA 表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增
长的同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及生
物燃料发电量急剧下降。

IEA预计，到 2022年，如果各国对可
再生能源电力的支持政策稳定， 太阳能
和风能的新增装机量可能会再提升
25%。 “在有利的政策条件下，到 2022年，
太阳能光伏的年度新增装机量或将达到
150吉瓦的创纪录水平，这意味着太阳能
将在 3年内增长近 40％。 ”IEA表示。

此外，该报告还显示，成本的降低和
持续的政策支持将在未来 5 年继续推
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强劲增长。 IEA 署
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到 2025 年，可
再生能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来源，
占世界电力供应的 1/3。 ” （仲蕊）

能源咨询机构：

未来 20年天然气需求
催生 2万亿美元新投资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咨
询机构伍德麦肯兹近日表示，随着全球
能源向清洁化转型， 预计到 2040 年，全
球天然气需求将快速增长，为此业内需
投入 2 万亿美元开发新的天然气资源。

伍德麦肯兹表示， 预计未来 20 年，
亚洲的天然气需求将以平均每年近 3％
的速度增长，这将需要约 1.36 万亿美元
的投资，以开发新的天然气资源，与此同
时，推进 LNG 项目另外需要约 6000 亿
美元的投资。

不过， 伍德麦肯兹补充称，《巴黎协
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之前将世界平
均气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 这可
能会导致天然气需求更早达到顶峰，进
而需要天然气领域再增加 7000 亿美元
的额外投资。

伍德麦肯兹亚太区副总裁 Gavin
Thompson 表示：“为满足天然气需求的
增长， 预计全球至少需要新增 2 万亿美
元的投入。 ” （仲蕊）

关注

欧洲又一金融机构将
停止资助化石能源项目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发展
金融机构协会日前宣布，将在 2030 年
前停止向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贷款。

欧洲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表示，将
在 2022 年前，确保其所有新增贷款都
是提供给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气候
目标的项目。

欧洲发展金融机构协会主管 Sren
Peter Andreasen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表示，该组织作为一家由税收支撑的
组织， 未来将承诺推动绿色发展，对
抗气候变化，并将助力欧盟实现低碳
经济。

欧洲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表示，其
将尽快停止向煤炭等化石能源项目提
供资金，在 2030 年前，该组织在化石
能源领域仅会投资天然气发电等低碳
项目。该组织同时强调，此次的承诺将
不仅包括直接投资， 也包括通过其他
基金进行的间接投资活动。 （李丽旻）

EIA预测：明年美国
煤炭消费将反弹

本报讯 日前 ，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发布最新 《短期能源展望》 称，
2021 年美国电力领域煤炭消费量将达
到 4.95 亿吨，较此前预期有所提升。 分
析指出， 随着美国天然气价格上涨，天
然气替代煤炭发电进程放缓，预计煤炭
消费量也将随之增长。

EIA 预测，2021 年， 美国电力需求
同比增速预计将小于 1%，其中，全年煤
电发电量将达到 9630 亿千瓦时，在总体
发电量中的占比将达 25%， 同比今年上
涨明显。EIA 数据显示，今年美国煤电发
电总量预计将达到 7800 亿千瓦时。

与煤电相比，2021 年美国天然气
发电市场份额则可能有所下滑。 受到
天然气价波动影响，EIA 认为，2021 年
美国天然气发电在电力供给中的占比
将有所下降 ， 从今年的约 39%降至
33%左右。

同时，EIA 预计， 今年美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占比为 20%左右，总体发电量
为 7630 亿千瓦时， 到明年这一份额或
将提升至 22%，但不论是市场份额还是
发电增速，都仍不及煤电。 （李丽旻）

国际煤市

依靠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储能等
低碳技术推动的全球能源转型对电池的
需求正不断攀升，这意味着市场对于锂、
钴、镍、铜、铝等电池金属的需求也会随
之水涨船高。 业界普遍认为，未来几十年
内，电池金属市场“供需两旺”的结构基
本确定， 不过仍需警惕提产乏力可能导
致的电池金属长期供给不足的风险。

■■能源转型始于电池金属

“毫无疑问，电池金属对实现能源
转型至关重要。 ”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
肯兹金属和矿业研究主管 Julian Kettle
坦言，“如果想生产、传输或储存低碳或
无碳能源，以锂、钴、镍为代表的电池金
属必不可少。 ”

根据伍德麦肯兹发布的最新研究报
告， 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和交通电气化
需求的不断增长，预计到 2035 年，全球
对锂、钴、镍、铜和铝等电池金属的投资
将多达 1 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 未来 15
年这些金属的投资规模，将是过去 15 年
投资总额的近两倍。

事实上， 电动汽车市场迅猛扩张、
清洁能源与储能的融合渗透，以及新型
智能手机的加速推广，正带动电池金属
生产和消费持续走强。 如果电池金属生
产和供应增速无法赶上需求增速，即电
池制造商、清洁能源开发商、电动汽车
制造商等无法采购到可负担得起且可
靠的所需“原材料”，全球能源转型进程
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

世界银行指出，如果全球希望未来
气温升高低于 2 摄氏度，将至少需要 30
亿吨金属和矿产来发展风能、 太阳能、
地热能以及储能，预计到 2050 年，锂、
钴、石墨等矿产和金属的产量可能会增
长 500%， 电池金属发力前景对于能源
转型至关重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各
行业均不同程度“受创”，不过可再生能
源和电动汽车在进入第三季度后已经
出现回暖迹象。 清洁能源咨询公司马科
姆资本汇编的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底，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经超过疫
情前水平，其中，企业对电池储能、智能
电网以及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增长了
75%， 从去年同期的 27 亿美元增至 47
亿美元。

■■关键金属供不应求

伍德麦肯兹基于“全球气温上升限
制在 2.5 摄氏度以内” 的假设认为，到
2030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需要在乘用
车销量总额中占比达到 40%，这意味着
未来 5 年， 电动汽车市场需要超过 100
万吨的碳酸锂当量的锂，钴产量也必须
翻一番；而到 2030 年，则还需要额外新
增 130 万吨的镍产量、160 万吨的石墨
产量。

伍德麦肯兹指出，如果上述电池金
属的供应不能得到确保， 从中期来看，
电动汽车的销售渗透率不太可能超过
15%。目前，镍在电池领域的需求占比不
到 5%， 但按照伍德麦肯兹的预测，到
2025 年，镍在该领域的需求占比将攀升
至 20%，到 2030 年将进一步增至 30%，
而石墨在电池领域的需求占比未来 10
年内也将增至 35%以上。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能源
需求骤降和大面积停工停产，锂产量过
剩十分明显，摩根士丹利预计，在供应
量继续超出需求量的预期下，2021 年锂
价或将下跌 45%。

伍 德 麦 肯 兹 研 究 总 监 Gavin
Montgomery 表示， 鉴于目前大多数电
池金属的现货价格低迷， 全球如果在
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电动汽车， 依赖矿

山开发的自然周期恐怕难以满足相关
电池金属的需求， 因此业内需要更多
考虑对现有电池的回收和二次利用 。
“这有望成为电池行业的新利润点。 ”

瑞典能源署预计，到 2030 年，全世
界将有超过 120 万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
被回收， 届时可回收锂的数量将相当于
目前锂矿产量的一半， 可回收钴的数量
将相当于目前的 1/4。

油价网撰文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的经济萎靡，迫使矿产和金属生产商追
求短期利润，加上当前部分金属品种的
价格远低于激励水平，极大限制了他们
对未来 10 年生产规划和投资前景的预
判，这给电池金属的中长期供应能力带
来极大挑战。

“未来 10 年对于能源转型至关重
要。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首席执行

官 Jon Moore 表示。 BNEF 最新报告指
出，能源转型的脚步亟待加快，否则难以
阻挡全球气候变暖， 预计到 2050 年，绿
色电力将吸引 11 万亿美元投资，届时风
能和太阳能在全球电力供应中占比将增
至 56%。 这意味着，任何电池金属供应吃
紧，都将给整个电池产业链带来影响。

《华尔街日报》指出，电池领域的采
购担忧和市场投机此前几乎都集中在锂
和钴， 眼下镍也开始颇受关注。 结合性
能、 电池技术以及价格等多方面因素考
虑，想要提高电动汽车的竞争力，重点还
是要在电池技术上有所突破， 镍就有助
于提升电动汽车的单次续航里程。

业内普遍认为， 未来电池系统材料
发展中，镍绝对拥有一席之地，其将是未
来十年最有前途的电池金属， 但如何实
现大规模且高效提炼仍是一大挑战。

近日， 国际水电协会在其举办的行业
论坛上指出， 在全球储能需求日渐扩大的
情况下，作为“老牌”储能主力的抽水蓄能
电池系统应发挥更大作用。未来，该协会将
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抽水蓄能项目发
展。 在此次论坛上，总计 11 个国家的政府
代表以及超过 60 家相关行业组织宣布，将
在 2050 年前将全球抽水蓄能装机容量扩
大一倍以上，为这一“历史悠久”的储能技
术加速。

抽蓄装机增长缓慢

据了解， 国际水电协会作为全球性的
非盈利能源行业组织，目前有超过 80 个成
员国以及超过 100 个行业合作公司及机
构。 该协会首席执行官 Eddie Rich 指出，
抽水蓄能技术能够与风电、 光伏技术有效
结合，但由于缺乏政策支持以及资金投入，
近年来，全球抽水蓄能装机增长十分缓慢。

事实上， 抽水蓄能作为一种安全可靠
的大容量储能手段，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始
终是大型储能项目的主流选择。 有数据显
示， 目前全球范围内抽水蓄能装机占总体
储能的 94%以上， 是市场份额最为庞大的
储能技术。

然而，也正因为其规模庞大，抽水蓄
能项目近年来一直被初始成本高昂、建造
时间长以及选址困难等发展瓶颈所困扰。
在如今的储能市场，面对锂电池的强力攻

势，抽水蓄能项目对投资的吸引力更是大
不如前。

在此次论坛上，与会各界纷纷表示，为
打破当前抽水蓄能行业面临的困境，将“提
高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力度、 促进技术市场
的技术交流”，进而共同推动抽水蓄能行业
发展。

新建项目经济性待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在全球范
围内，抽水蓄能电站的平均成本预计在每
千瓦时 106-200 美元，而锂电池储能的成
本目前维持在 393-581 美元/千瓦时。 因
此，从单位储能成本上来看，抽水蓄水具
有较大的优势。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
一成本优势对于投资商来说吸引力仍显

不足。
能源资讯网站 GTM 援引美国能源部

水电与海洋能主管 Alejandro Moreno 的话
称：“如今建设新的抽水蓄能设施已经不是
件容易的事了。 ”繁琐的项目审批流程、高
昂的初始投资成本， 都导致抽水蓄能项目
的推进比较缓慢。

另外，有分析认为，抽水蓄能新增储能
容量减缓的另一因素则是商业模式创新较
少。 以瑞士为例，此前，瑞士抽水蓄能电站
通常在夜晚用电低谷时储存来自法国的核
电， 白天用电高峰时期再将电力出售给包
括德国在内的周边国家， 储能电站能够利
用电价峰谷差实现盈利。 然而，近几年来，
德国电网中大量接入风电以及光伏发电，
电力供应充足， 瑞士储能电站提供的水电
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选项。

最具成本优势的传统储能技术

作为“老牌”储能技术，抽水蓄能领域
不仅需要解决“内部问题”，其“外部竞争”
也不容小觑。 从当前储能技术发展现状来
看，近年来包括液态空气储能系统、熔融盐
储能电池等新兴技术已吸引了各大投资商
的眼球， 这些技术也有望成为下一代大型
长时间储能系统“主力”，甚至对抽水蓄能
实现一定的替代。

面临诸多新兴技术的竞争， 抽水蓄能
要如何保住市场空间？

在国际水电协会的论坛上， 专家普遍
认为， 抽水蓄能领域主要需要解决三方面
的问题： 改善抽水蓄能开发政策以及市场
框架、制定环境评估标准、提升抽水蓄能项
目价值。

Alejandro Morena指出， 抽水蓄能是目
前最具有成本优势的大型长期储能技术，对
于维持电力系统可靠性以及稳定性有重要作
用， 尤其在大量风电以及光伏电力接入电网
后，这一技术将变得更加重要。 “抽水蓄能电
站对于电网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尽
管我们仍需要探寻新的储能技术， 但不可否
认的是， 抽水蓄能仍是当前最经济可行的储
能解决方案。 ” Alejandro Morena表示。

Eddie Rich 则援引此前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发布的预测称，要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到 2050 年，全球抽水蓄能装机总量需要在
当前基础上翻倍。 “对于抽水蓄能行业来
说，好消息在于，全球预计有超过 60 万个
潜在的河流抽水蓄能电站选址， 这一技术
仍有一定的应用空间。 ”

世界银行南亚地区经理 Demetrios
Papathanasiou 也在论坛上表示， 世界银行
将继续寻求新的机会， 为抽水蓄能项目提
供合适的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