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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英国打造全球首个“绿氢”供热项目
预计将为超 300户居民提供“零碳”燃料，但安全性受业界质疑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光伏改改写写尼日利亚供供电电历历史史
政府牵头安装 500万套太阳能家庭系统和小型电网，将令 2500万人受益

■■本报记者 王林

12 月 1 日，尼日利亚国民光伏扶助计
划“太阳能家用系统”（SHS）正式实施，这
个由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支持的旨在为偏
远地区缺电人口提供清洁电力的计划一
直备受关注。 而就在该计划实施前一天，
尼日利亚国家电网再次全面瘫痪，业界普
遍认为，SHS 的实施可谓“及时雨”。 尼日
利亚有望通过太阳能发电助力摘掉“黑暗
国度”的帽子。

■■ 惠及千万人口

尼日利亚通讯社 12 月 2 日报道称，
SHS 已经在 12 月第一周正式实施，该计划
旨在解决尼日利亚能源供应挑战和电力短
缺难题， 将优先考虑服务不足或无法连接
国家电网的“无电人口”，预计将有约 2500
万人口从中受益。世界银行也参与其中，将
为 SHS 计划提供 20%的资金。

根据 SHS 计划，12 月 1 日开始，尼日
利亚联邦政府将率先在全国电力服务欠
缺或离网的社区中，安装 500 万套太阳能
家庭系统和小型电网，受益人基于 3 年的
发电容量自由选择每周付费或每月付费，
3 年后可以获得太阳能家用发电系统的
所有权。

值得关注的是，SHS 计划还涉及光伏
组件制造和组装， 包括帮助尼日利亚私营
太阳能系统安装商获得低成本融资， 进而
通过可负担的价格安装太阳能系统。 考虑
所需材料规模， 将激励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或组装商在尼日利亚投建工厂， 预计有望
创造 25 万个就业岗位。

当前， 尼日利亚正在努力应对因新冠
肺炎疫情和低油价造成的经济衰退， 制定
了一项“经济可持续发展计划”，旨在通过
扶持可再生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制造业
等，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从而带动经济复

苏，SHS 就是其中重点项目之一。

■■ 破解缺电之困

尼日利亚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
电，凸显了该国发展电力行业的紧迫性，
频繁瘫痪的国家电网让该国的缺电问题
愈发严重。路透社消息称，SHS 实施的前
一天，尼日利亚国家电网多次跳闸，最终
导致全面崩溃， 这次崩溃再次导致全国
陷入停电。

负责国家电网运营的尼日利亚输电公
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过去 5 年，虽然有数
以百万计的尼日利亚人口“连接”上了国家
电网， 但迄今仍有 9700 万人口用不上电，
即便是连接了电网的国民也无法得到稳
定、可持续的电力。 去年，尼日利亚国家电
网崩溃了 11 次，今年以来供电情况进一步
恶化。

尼日利亚输电协会数据显示 ，2012
年， 尼日利亚电力装机总量为 7500 兆瓦，
每年实际发电能力为 4000 兆瓦； 到了
2020 年，该国电力装机已达 1.3 万兆瓦，但
每年实际发电能力仍然只有 4950 兆瓦。

显然， 缺电断电已成为制约尼日利亚
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大痼疾。为此，尼日利
亚政府正试图重塑电力行业， 去年还与西
门子达成电网改善合作协议，旨在到 2023
年将电力供应增加 3 倍，同时实现稳定、可
靠供电能力。

不过， 全面改善电网效率需要一个过
程，而尽快用上稳定电力才是当务之急。尼
日利亚将目光投向了可独立运行并建在用
户端的分布式能源。 去年 12 月和今年 3
月， 尼日利亚分别获得了世界银行 5.5 亿
美元和非洲开发银行 2 亿美元的资金支
持， 用于支持当地建造离网系统及安装小
型离网光伏电站， 以及电网系统改善和升

级活动。

■■ 可再生能源前景大好

非洲开发银行指出， 尼日利亚拥有电
力的人口比例从 2015 年的 40%增加到
2020 年的 54%，离网发电贡献颇大。 国际
能源署指出， 尼日利亚太阳能发电潜力巨
大， 虽然截至去年底太阳能发电装机仅为
28 兆瓦， 但该国太阳能行业规划明确，讨
论热度始终不减。

尼日利亚《今日报》指出，以太阳能为
首的可再生能源，将在尼日利亚电力改革
中发挥关键作用，该国政府制定了今年新
增 8188 兆瓦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中期目
标， 到 2030 年新增 2.3134 万兆瓦的长期
目标。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指出， 尼日利亚、
南非、肯尼亚是非洲发展可再生能源最积
极的国家。 其中，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太
阳能资源， 预计到 2050 年以太阳能为首
的可再生能源，有望引领尼日利亚经济增
长 11%-13%。

对于尼日利亚电力行业面临的预算
缺口和融资挑战，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认
为，应该全面调动私营部门、多边机构和
其他投资者共同融资的积极性。 另外，尼
日利亚可再生能源行业还可以通过绿色
债券进行融资。

值得关注的是， 尼日利亚还将通过数
字技术助推可再生能源发展。 尼日利亚国
家信息技术开发署表示，该国将在未来 10
年从区块链技术中获得 60 亿-100 亿美元
的收入。尼日利亚《抨击报》指出，尼日利亚
已经是非洲采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前沿
国家之一，该国当前正在审查《国家区块链
采用战略框架》草案，其中明确指出利用区
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促进能源和经济的
发展。

日前，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宣
布， 将为苏格兰地区一个可再生能源制氢
供热项目提供 2412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
是该项目继获得苏格兰政府支持后， 再度
获得英国监管方的“首肯”。 作为全球首个
试验性的“绿氢”供热项目，该项目的推进
一时引发行业热议。

绿色制氢获多方支持

根据计划，这个名为 H100 Fife 的项
目将利用英国苏格兰地区丰富的海上风
电资源制氢， 作为居民的供热燃料。 据
悉，这些“绿氢”未来将输送至附近 Fife
小镇约 300 户居民家中， 而这些家庭将
收到免费的氢气锅炉等配套设施， 在未
来超过 4 年的时间里， 利用这些设备体
验“绿氢”供能。

作为这一项目的管道建造商， 苏格兰
天然气管网公司 SGN 在一份公告中表
示， 该公司将尽快开始该项目的氢气运输
管网建设工作。 预计到 2022 年，将建成纯
氢气运输管网。

据了解，苏格兰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将
为该项目提供约 690 万英镑投资。

英国《卫报》指出，如果第一期项目试
验成功，后期将有 1000 户居民将加入到这
一试验性项目中。同时，根据该项目设定的
目标，在 2030 年前，该项目将进一步扩大
“绿氢”供热规模，最终将供氢扩展到整个
Fife 小镇。

据了解， 项目方还将通过这一试验性
项目的结果对 “英国是否能够完全利用可
再生能源制氢实现零碳气候目标” 这一议
题进行评估。

积极筹建“零碳未来”

近年来， 氢能日渐成为各行业关注的
焦点。 此前，国际能源署（IEA）曾多次公开
强调氢气在工业、 交通等各耗能领域中的
作用。 随着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呼声越来
越高，供热行业变革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在

此情况下， 氢气供热也被行业提上了任务
日程。

据彭博社报道， 英国政府将于明年出
台最新的氢能战略， 预计将对这一产业的
发展提供大力支持。 根据咨询机构高盛提
供的数据， 英国氢能工业总产值预计将达
到 12 万亿美元。

彭博社援引英国国家电网公司项目
总监 Anthony Green 的话称：“要实现英
国的去碳化目标， 我们需要采用更加绿
色的替代燃料， 而氢气就是其中一个合
适选项。 对于供热这类难以去碳化的领
域来说， 用氢气代替天然气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

根据 Ofgem 公开资料，该机构也将为
英国国家电网提供约 1270 万英镑的资金，
用于考察利用英国现有的天然气管网运输
氢气是否安全可行。

可行性受质疑

据了解，为推动能源系统减碳，目前全
球已有多国尝试采用天然气管道运输氢
气。截至目前，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均已有

相关试点项目。 然而，利用 100%可再生能
源所制氢气并使用管道运输进行供热，
H100 Fife 项目却是全球首例。这一“激进”
项目遭到了业内质疑。

清洁能源资讯网站 GTM 撰文称 ，
考虑到天然气与氢气性质不同， 直接采
用运输天然气的方式去运输氢气恐有安
全隐患。

根据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此前的一项研究，与甲烷相比，氢气更容
易与金属管道发生反应， 导致管道变脆易
破损，尤其在高压环境中，采用金属管道运
输氢气泄露的风险更高。

同时， 氢气与天然气的燃烧过程也颇
为不同， 盲目将氢气送入居民家中使用这
一做法也遭到业界批评。 芬兰能源企业瓦
锡兰公司增长与发展美洲部主任 Jussi
Heikkinen 指出：“氢气燃烧起来十分剧烈，
宛如‘爆炸’，这给业界带来了安全以及工
程方面的挑战。 ”

另外，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绿
氢”的生产成本仍相对较高，用其供热市场
竞争力十分有限。相比之下，当前技术相对
成熟的热泵高效节能， 在供热领域的市场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用电需求与日俱增，但由于该国电网等相关电力基础设施
匮乏，且可用于升级更新的财政拨款十分有限，供电瓶颈一直难有突破。 如今，小规模、分散型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设施，正在成为尼日利亚优选的电力解决方案。 对光照条件颇好的尼日利亚而言，太
阳能正在改写该国长期缺电的历史。

德国前 10月新增
光伏装机近4吉瓦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光伏杂志》报
道， 德国联邦能源网络管理局日前公布
今年前 10 个月德国光伏并网情况。数据
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德国光伏新增装
机规模达 3.92 吉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约 17%。

根据德国联邦能源网络管理局的统
计，10 月单月， 德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为 421 兆瓦，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12%。
其中， 容量不超过 750 千瓦的户用屋顶
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为 344 兆瓦， 占该月
新增装机的八成以上， 成为德国光伏新
增装机的主力。

德 国 能 源 行 业 咨 询 机 构 Energy
Brainpool 指出，目前户用屋顶光伏是德
国最流行、 接受度最高的可再生能源电
力形式， 未来将在德国的电力系统中扮
演重要角色， 是决定德国能源转型成功
与否的关键所在。

受光伏产业发展动力强劲影响 ，
德国的光伏电价也不断降低。 数据显
示，目前，德国 10 千瓦以下的户用屋
顶光伏上网电价已经降至 0.1 欧元/千
瓦时以下。 （董梓童）

卡塔尔第三季度
能源产品出口锐减

本报讯 据油价网报道， 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 卡塔尔今年第三季度出口
额大幅下降，其中，能源产品的出口额更
是锐减 38.5%。

据卡塔尔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今年第三季度，卡塔尔出口总额下
降了 36%，至 113 亿美元。 其中，矿物燃
料、润滑油等能源相关产品的出口额下
降最为明显，同比下降 58 亿美元，降幅
达 38.5%。

油价网指出，今年以来，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 石油和天然气需求下降，
作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
尔与能源相关的收入也受到了很大的
影响。

不过，在抵御油价冲击方面，今年
以来，卡塔尔在一众海湾国家中表现
稍好。 评级机构穆迪表示，卡塔尔的
优势包括极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储
量巨大 、开采成本较低 、政府强劲的
净资产状况 ， 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有
效性。 （仲蕊）

越南成品油出口
下降超三成

本报讯 越南统计总局日前发布数
据称，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成品油出口
超过 185 万吨，创汇 7.8 亿美元，但出口
量同比去年分别下降 33.9％。

其中，10 月单月，越南成品油对韩
国、柬埔寨、老挝等大多数市场的出口
额环比均出现下降。 而对马来西亚的
成品油出口环比增长 31％， 出口额则
增长 45.2％。

另外，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成品油
对所有市场的出口量均有所下降， 只有
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量有所增加。 出口降
幅较大的市场包括：对菲律宾的出口量
下降 93％，出口额下降 95％；对印尼的
出口量下降 37％， 出口额下降 65％；对
俄罗斯出口量下降 60％， 出口额下降
63％。柬埔寨成为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成
品油的最大出口市场，总量达到 51.9 万
吨，出口额约 2 亿美元。 （陈商）

巴西国油加大
原油出口力度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 巴西国家
石油公司近日宣布， 将其五年期商业投
资计划同比下调 27%，至 550 亿美元，并
将在未来 5 年大幅增加原油出口和资产
出售， 以应对全球石油需求和价格下降
带来的影响。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表示， 计划未来 5
年在勘探和生产方面投资 460亿美元，占
总投资的 84%， 而一年前这一数字为 640
亿美元。同时，公司将把支出审批限制在新
项目上， 这些项目可以在油价低至 35美
元/桶的情况下盈利。

路透社汇编的数据显示， 削减支出
将使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2021 年的日产
量从目前的 284 万桶，降至 275 万桶。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预计 2021-2025 年期间，该公司
在巴西国内的原油销售可能降至 125.2
万桶/日， 而在此期间的原油出口量将
从当前的 44.5 万桶/日，攀升至 89.1 万
桶/日。

“公司将持续努力增加石油产量
和出口，寻找机会使出口市场多样化，
并将重点放在亚洲市场。 ”巴西国家石
油公司首席执行官 Roberto Castello
Branco 表示。

与此同时， 路透社评论称， 在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原油价格暴跌和经
济低迷之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虽计
划重新启动资产出售计划，但进展十分
缓慢。 （仲蕊）

韩国拟在三个月内
关停 1/4燃煤电厂

本报讯 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能源
部近日宣布，将于今年 12 月至明年 2 月
期间，关停全国范围内 1/4 的燃煤电厂，
以保证在不影响供电的情况下， 减轻冬
季地区性的空气污染。

根据韩国能源部发布的消息 ，此
轮关停预计将涉及 8 -15 座燃煤电
厂。 韩国能源部同时表示，今冬还将
要求剩余燃煤电厂以不超过 80%的
负荷运行。

据了解， 韩国目前电力供给中有
约 40%来自于煤电，总计有 60 座燃煤
电厂正在运行。 另外，核电在韩国电力
供给中占比约为 30%， 天然气发电约
占 20%。 有分析认为，韩国关停燃煤电
厂的举动可能将对亚洲天然气需求提
供支撑。 （李丽旻）

印度煤炭投资
断崖式下降

本报讯 日前， 印度行业研究机构
Center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发布
最新报告称，2018、2019 年连续两年，印
度煤炭领域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 尽管
印度政府已放开煤炭项目外资准入限
制，但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相比，印度煤炭
领域投资已“风光不再”。

该报告针对印度 43 个煤电以及可
再生能源项目贷款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
示，2018 年， 印度煤炭领域投资同比
2017 年下降 90%以上，而 2019 年则在这
一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约 82%。

该机构高管 Joe Athialy 指出， 煤炭
领域融资总量的下降意味着， 印度金融
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投资煤炭的风险。

据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印度政府
曾多次举行煤炭区块招标，但招标的 38
个煤炭区块里仅有一半成功招投标。 同
时，尽管印度已放开外资准入限制，但所
有中标企业仍均为印度本土企业。

印度信用评级机构 Ind-Ra 对此评
论称， 由于印度煤炭商业化开采的开放
时间正是全球“弃煤”大潮席卷之时，大
型金融机构以及投资商对煤炭的热情大
不如前。 （李丽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