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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浮浮式式光光伏伏开开发发潜潜力力

随着绿色转型浪潮席卷全球，浮式光伏
日益受到重视，多国明确鼓励开发浮式光伏
电站。 预计未来 5 年，全球浮式光伏市场的
投资总金额将增长 3 倍有余。

德国“沼气证书”的启示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当时，我在德国柏林一个零碳
科技园参观， 园区厂房屋顶上装了
光伏板， 内部交通完全采用纯电动
车。 令人疑惑的是，园区里还有一个
燃气热电联产项目， 这怎么是零碳
呢？ 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用
的是沼气，还有‘沼气证书’。 ”清华
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何继江日前给记者讲起
自己在德国考察时的见闻，提到“沼
气证书”令人印象深刻。

“经过了解，原来园区使用的沼
气，来自一个距离柏林城区 80 公里
的村庄，沼气经过净化后，直接并入
天然气管网。 ”何继江说，虽然园区
从管网公司购买的不是最初生产并
网的沼气， 但由于额外支付了一笔
费用购买“沼气证书”，当地政府就
视之为使用了沼气。

据何继江介绍， 为鼓励当地沼
气业发展， 德国能源署特别开发了
“沼气证书”机制。在德国，沼气站可
将沼气洗净达到天然气管网内甲烷
气的标准， 然后按天然气的价格售
出，另外获得等量的“沼气证书”。如
果有燃气用户在购买燃气用于热电
联供的同时，购买了等量的“沼气证
书”，则被视为使用了沼气，就能以
政府确定的沼气发电电价向电网公
司销售其所发的电力。何继江表示：
“中国完全可以借鉴这样的制度，特
别是为了实现‘30·60’双碳目标，更
需要鼓励像沼气这样的零碳能源更
为广泛地使用。 ”

不过，乐山太阳能研究院院长姜
希猛指出：“目前，沼气发电如何并网
是国内面临的现实问题。 ”他坦言，如
果要在国内施行类似 “沼气证书”的
制度，就必须要解决沼气的并网难问
题。“让天然气管道对沼气开放。在这
一过程中，要设计相应的鼓励和保障
机制，例如，可以规定并网和安装的
成本分配，由管网运营商和沼气生产
商共同承担并网费用，其中沼气生产
商承担成本的至少 25%左右，超出部
分则由管网运营商承担。还可以引入
质量平衡规则来追踪入网气体，假设
在管线任意点位都可以提取被注入
的生物天然气，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
质量追溯。 ”

姜希猛同时强调， 一旦管网对
沼气敞开， 就要严格设定沼气洗净
并入天然气管网的技术标准。 “这一
环节可以参考国外相关的行业技术
规范和法律法规， 制定严格的监测
流程和标准。 ”

当前， 我国在陆上风电和光伏
发电领域正在推行绿色电力证书制
度。 但施行至今，成交量微乎其微。
一旦推行“沼气证书”，是否会出现
类似的“水土不服”呢？ 如何在前期
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可能出
现的问题呢？

何继江表示， 德国之所以能够
顺利推行“沼气证书”制度，得益于
欧洲成熟的碳市场。 “如果用户不购
买‘沼气证书’，而是直接使用天然
气，是要为碳排放付费的。 去年，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欧洲碳市场
的碳价在 20 欧元/吨左右， 现在已
经涨到每吨 37 欧元-38 欧元。这时，
消费者就会进行成本比较， 如果购
买 “沼气证书” 比碳交易价格更划
算，“沼气证书” 就自然会受到市场
的青睐。 只要有终端用户购买，就会
鼓励生产企业的积极性， 进而就会
带动行业的发展。 ”

姜希猛也指出 ， 在德国拥有
“沼气证书”就能以沼气发电的电
价，向电网销售所发的电力。 “如
果要引进类似的制度 ，就要根据
我国沼气发电及相关产业的发
展现状 ，推出符合沼气工业发展
特色的‘沼气证书’制度。 尤其是
要明确沼气发电向电网销售的
电力的价格及补贴政策 。 另外 ，
如果可以配套推出相应的强制配
额制度，也将使‘沼气证书’的推广
更加顺畅。 ”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 随着全球电动
汽车销量激增， 加之全球性碳排放削减
力度加大， 作为动力电池重要材料之一
的钴，需求和价格双双迎来飙升，全球钴
市场正一改此前的低迷状态，开始“”扬
眉吐气。

路透社汇编的数据显示， 此前由于
产能过剩， 钴价在 2019 年一度跌至 2.5
万美元 ／吨。 而如今，市场上钴的价格为
每吨 5.3 万美元， 同比去年上涨了约
65%， 达到了 2018 年 12 月以来的最高
水平。

英国基准矿业情报公司价格评估主
管 Caspar Rawles 指出：“钴价格的上涨
主要是受实际需求推动。近一段时间内，
由于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钴
价也随之不断攀升。 预计未来随着电动
汽车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流行， 钴的价
格也将保持总体上升的趋势。 ”

根据咨询公司 Rho Motion 的预
估，2021 年， 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有望大
增 50%，达到 470 万辆；到 2025 年，这一
数字将进一步达到 1430 万辆。

钴作为制造锂电池的一种材料，主
要用于稳定和延长锂电池寿命，因此电
动汽车的需求越大， 对钴的需求就越
多。 当前，市场上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的电池主要包括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
电池等，数据显示，三元锂电池占钴金

属消费量的 15%左右，是钴应用的最大
增量行业。

更多的电动汽车意味着更多的钴需
求。英国基准矿业情报公司的数据显示，
当前全球钴市场的体量约为 12.7 万吨，
由于电动汽车销量的激增，相比去年，今
年钴的需求量预计将猛增 18%，达到 2.3
万吨。 钴市场也将由去年的产量过剩转
变为今年的供应短缺。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早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 全球电动汽车
市场热潮初启之时， 钴的价格就已经
翻了两番。

目前，全球钴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美
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
年，全球钴的总产量为 11.1 万吨，其中，
刚果（金）的产量达 6.4 万吨，占全球总
产量的 58%。

英国大宗商品研究公司罗斯基尔的
分析师 Ying Lu 表示：“对钴的需求在任
何时候都不会迅速萎缩， 但需要注意的
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南非的物流
一度出现中断， 影响了输入市场的钴的
供应量，直至目前，市场上钴的供应紧张
情况并未缓解。 ”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钴市场就开
始处于去库存阶段， 而钴的供应短缺苗
头也从那时起开始显现。 2019 年受价格
低迷影响，许多钴矿开始减产。 去年，国

际矿业巨头嘉能可关闭了
位于刚果（金）的钴矿，加
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导

致物流受阻，钴的供应短缺进一步加剧。
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Group 的分

析师 George Heppel 表示， 长期来看，市
场对钴的供应短缺有着强烈的担忧，而
钴价发轫持续上涨将推动刚果（金）的钴
矿提升产能， 同时也会刺激世界其它地
区的部分小型矿厂增加钴的产量。

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指出，由于钴
矿的分布较为集中， 使得具备资源禀赋
的国家拥有很大的定价权，因此，为了摆
脱被钴价“牵着鼻子走”的状况，全球汽
车和电池制造商一直在积极研发新的电
池技术， 希望能够不再使用钴作为电池
材料。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的本田
汽车公司去年与中国最大的锂电池制
造商宁德时代结成联盟，共同开发“无
钴”电池。 本田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希望
“无钴” 电池有助于稳定电动汽车的电
池供应。 另有日本的松下公司也在去年
表示， 计划在两到三年内大规模生产
“无钴”电池。

行业咨询机构标普全球普氏分析认
为， 尽管多家电动汽车企业及动力电池
制造商陆续宣布将在不久的将来生产
“无钴”电池，但钴金属作为动力电池的
一种原材料，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
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 钴的需求和
价格也将因此保持增长的趋势。

炼厂产能低迷
致美原油库存增加

本报讯 行业咨询机构标普全球普
氏日前发布分析报告称，受 2 月严寒天
气引发的停电影响，美国墨西哥湾沿岸
炼油厂陷入生产瘫痪，虽然目前已逐步
恢复， 但大部分炼厂仍以低产能运营，
致美国原油库存持续增长。

标普全球普氏的能源分析师表
示，3 月 12 日当周， 美国原油库存估
计增加了 40 万桶 ， 这一异常的增加
将使美国原油库存量比美国能源信
息署公布的近 5 年的平均数据高出
6.5%，创下 1 月初以来的最高增幅。

数据显示，严寒天气导致美国多达
440 万桶/日的炼油产能在 2 月 18 日
完全停产， 在此之后全美范围内的炼
油厂运行持续低于正常水平。 分析师
称，截至 3 月 12 日当周，全美炼油厂
的平均利用率约为总产能的 74%左
右，较寒潮前的水平低约 9%，较五年
平均水平低 14%以上。

根据标普全球普氏的数据，寒潮造
成的美国炼油厂产量损失总计可能达
到 7000 万桶左右。 （仲蕊）

去年美国煤炭
出口量大幅下跌

本报讯 日前 ，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发布数据称，因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多地煤炭需求走低，美国煤炭出
口量大幅下降， 大量煤矿遭遇闲置。
2020 年全年，美国煤炭出口量降至 6900
万吨， 较 2019 年的 9300 万吨同比降幅
达到 26%。

EIA 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动力煤
出口量降至 2700 万吨， 同比下降幅度
超过 34%，而冶金煤出口量同比也下降
了 20%左右。 据了解，美国动力煤出口
量约占煤炭出口总量的 40%左右。

分析指出，美国煤炭出口量大幅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该国煤炭出口目的地
需求出现下降， 这其中主要包括印度、
日本、韩国等，其煤炭进口量均有不同
幅度的下降。 其中，日本进口美国煤炭
量降幅达到 45%。 另有荷兰的进口量也
下降了 43%左右。

另外，EIA 的数据还显示， 去年美
国煤炭生产总量约为 5.39 亿吨， 同比
下降 24%左右。 （李丽旻）

电动汽车销量激增带动钴价上涨———

全球钴市“扬眉吐气”
■■本报记者 仲蕊

资讯

不不容容小小觑觑

与地面光伏电站相比， 浮式光伏电
站不需占用较多的土地资源， 一直被视
为民众接受度更高的清洁能源。 根据咨
询 机 构 Prescient & Strategic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P&S”）的最新报告 ，随着绿
色转型浪潮席卷全球，浮式光伏日益受
到重视，多国政府明确相关政策 ，鼓励
开发浮式光伏电站。 预计未来 5 年，全
球浮式光伏市场的投资总金额将增长
3 倍有余。

不过，也有业界人士指出，受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浮式光伏行业的
发展步伐已被打乱，要实现爆发式增长还
有一段距离要走。

多数项目延期并网

据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SPE 估 计 ，2020
年， 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约在 112 吉
瓦左右，较 2019 年下滑 4%。 在光伏大市
场新增装机容量整体下滑的情况下，浮
式光伏市场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P&S 的报告显示，2020 年， 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抑制了浮
式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的增长。 上半年，
受多国封城等防疫措施影响，大部分光
伏组件厂商或降低产能 、 或关闭生产
线，导致建设浮式光伏项目所需的设备
产品严重不足， 多数原定于 2020 年底
并网发电的浮式光伏项目建设进度远
远落后于计划。

P&S 认为，光伏主要制造环节的短
暂 “停摆 ” 影响了整个供应链 。 虽然
2020 年下半年，光伏市场快速复苏，但
主要还是商业模式更为成熟的地面光

伏电站和户用屋
顶光伏项目大范
围 恢 复 安 装 ， 作
为尚处于发展阶
段的新兴产业 ， 浮式
光伏所受影响更大。

P&S 预计，随着全球各国
逐渐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对交
通运输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浮
式光伏项目的建设将不断恢
复， 诸多 2020 年无法并网的
在建浮式光伏项目，有望于今
年下半年陆续并网发电。

仍需依赖政策红利

近年来， 光伏产业的快速崛起促进
了浮式光伏等细分市场的发展， 使其逐
步进入大众视野， 并获得了资本市场的
关注。根据 P&S 的统计，2019 年，全球浮
式光伏市场投资总金额已经突破 6.8 亿
美元，目前正向两位数进发。

然而 ，业界普遍认为 ，不能忽视的
是 ，浮式光伏产业尚不成熟 ，开发进
度也慢于预期 。 截至目前 ，市场对这
一细分领域装机规模还没有较为精
确的统计 。 行业咨询机构惠誉统计的
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规划或在建的
浮式光伏项目共 16 个 ，总装机规模约
11 吉瓦。

不管从项目数量还是规模来看，浮式
光伏市场都有拓展空间。多家研究机构认
为，各国政府在促进浮式光伏产业发展上
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在补贴等政策红利
的激励下，将会有更多投资者青睐浮式光

伏项目。
P&S 在报告中指出，比如在越南，浮

式光伏项目的电价已经达到 7.69 美分/
千瓦时， 远高于地面光伏电站等其他类
型的光伏项目， 对投资者而言更有吸引
力。 另有印度设定的浮式光伏项目电价
为 5.81 美分/千瓦时，除了直接补贴外，
印度政府还允许浮式光伏项目签订长期
购电协议，提前找好买家，此举也对市场
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开发潜力不容小觑

尽管浮式光伏在全球范围内尚处于发
展阶段，P&S 仍然认为， 浮式光伏日益受
到政府的重视和市场的关注并不是偶然。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不断提速，
各国均设定了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
标。为了尽早实现既定装机规模，大基地
光伏建设必不可少， 但目前主流的集中
式地面光伏电站因占用大面积土地而颇

受诟病，相比之下，浮式光伏项目可以利
用湖泊、水库、海洋等闲置水体表面，优
势明显。

P&S 在报告中指出 ： “尽管光伏发
电绿色可靠，但部分投资者因土地占用
问题并不愿选择传统的地面光伏电站
项目。如果未来可利用土地面积越来越
有限，占地问题或将影响光伏产业的整
体发展空间。浮式光伏则可以有效解决
这一困境。 ”

另据行业研究机构 DNV GL 最新发
布的研究报告， 如果将全球现有水电站的
水库利用起来，发展浮式光伏项目，潜在的
装机容量将达到 4 太瓦。

在此背景下，P&S 认为， 资本市场对
浮式光伏的认可度还将进一步提高，预
计到 2026 年，全球浮式光伏市场的投资
总金额有望超过 23 亿美元， 较 2019 年
的 6.8 亿美元增长 3 倍有余。

惠誉则表示，随着浮式光伏成为能源
领域新的投资热点，未来 5 年，全球浮式
光伏的新增装机容量有望超过 10 吉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