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3 日，位于浙江省湖
州市长兴县吕山乡的中节能渔
农光互补园区 ， “新能源+储
能”项目正式并网投运，成为浙
江省首个电源侧储能项目。

该项目可在光伏发电量
增加时储存电能，在电网负荷
高峰时放电进行补充。 储能电
站额定功率为 0.5 兆瓦， 最终
储能电量为 2 兆瓦时，相当于
约 400 户农户生产生活一天
的电量。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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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六氟磷酸锂龙头企业多氟多发
布公告称， 该公司六氟磷酸锂销售价格，
将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 3
万 元/吨， 对国际各类客户上调 4500 美
元/吨。

无独有偶，天际股份、九九久等企业也
相继大幅上调六氟磷酸锂价格。 据记者了
解，作为电解液的核心原料，六氟磷酸锂在
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的带动下， 其价格
自 2020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走高，而这仅是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普涨的一个环节。

原材料价格或继续上涨

动力电池主要由正极材料、 负极材
料、电解液和隔膜四部分构成。 其中，正极
材料主要由碳酸锂和前驱体材料构成，在
成本中占比最大。 磷酸铁锂会受铁矿石价
格影响，三元材料直接受贵金属镍、钴、锰
等价格波动影响。

自 2020 年以来，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
格均持续提价。目前三元前驱体 NCM523
市场行情约 12 万元/吨， 与 2020 年夏天
相比，涨幅超 60%；碳酸锂市场综合报价
处于 8.5 万-9.2 万元/吨之间， 相比今年
年初， 涨幅超 26%； 钴价则维持在 34 万
元/吨左右，今年以来涨幅超 40%。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
一方面，全球锂矿、钴矿、镍矿资源多集中
在海外，且被头部矿业集团所垄断，另一
方面则是新能源汽车快速上量带动动力
电池需求上涨，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相关企业扩产计划并未如期落地，导致市
场供不应求。

业内人士认为， 今年原材料价格或继
续呈上涨态势。在近日召开的“新能源电池
材料前沿技术与智能制造高峰论坛”上，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钴业分会秘书长徐爱
东指出，本轮锂行业需求周期强劲，但受限
于全球供给侧锂资源和锂冶炼相互不匹
配，锂价维持高位的时间有望超预期。今年
下半年，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有望上涨至
10—12 万/吨，3 年内锂价中枢预计 9—10
万/吨；镍原料方面，去年镍产量出现结构
性过剩， 未来镍价取决于国外相关项目进
展和成本；钴原料方面，上半年供应相对紧
张，随着新项目以及扩产项目的投产，下半
年供应紧张情况将逐步缓解，“如果钴价上
涨迅猛很可能导致正极材料三元系的增速
放缓。 ”

“无钴电池的供给也不及预期。 ”兴业
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投资品中心总经
理邱祖学进一步指出，2021—2025 年全球
钴新增供应量有限，钴价中枢有望上行至
35 万元/吨。

磷酸铁锂材料优势凸显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使动力电池企
业承重压，在此情况下，磷酸铁锂电池材
料和成本优势凸显。

“以一块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 532 电
池进行对比，其钴、镍、锂金属在正极材料
中资源消耗占比分别为 0、0、4.3 和 12.2、

29.9、7.1。 ”四川大学新能源材料系主任张
云指出，磷酸铁锂材料对钴、镍和锂的需
求和消耗远小于三元材料，磷酸铁锂是目
前锂资源消耗最少的正极材料。

记者注意到，动力电池市场格局已出
现变化，磷酸铁锂电池正加速崛起。 此前，
比亚迪宣布全系车型配刀片电池，造车新
势力小鹏汽车推出磷酸铁锂版 P7 车型，
“国民神车”五菱宏光 MINI EV、上汽荣威
Ei5、长城好猫、北汽 EU5 等车型纷纷选择
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特斯拉也推出了磷酸
铁锂版本的 Model 3，以降低整车成本。

“因为价格便宜， 磷酸铁锂将受到市
场更多青睐。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
预计，2021 年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将达
35.8GWh，同比增长超 60%，三元电池装
机量将达 55.9GWh，同比增长超 36%。

国轩高科工研总院铁锂研发部经理
汪伟伟坦言，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进一步
退坡， 整车厂对成本控制越来越严格，电
池系统的价格随之成为关注的焦点，降低
磷酸铁锂材料价格是形势所迫。 尤其在储
能和低速车市场开发方面，开发低成本储
能型磷酸铁锂材料迫在眉睫，将有利于与
铅酸电池市场竞争，扩宽企业产品应用领
域及竞争力。

“降成本”是未来竞争核心

尽管行业普遍感受到原材料供应紧
张、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主流电池供应商
均未提高装车价格。 这是动力电池企业面

临的一次大考，在此过程中，市场集中度
将进一步提升。

业内人士坦言，客户对动力电池供应
商的选择极为谨慎，送样到批量导入生产
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新增需求也会优先
考虑有稳定合作的供应商。

“事实上， 动力电池供应商数量呈逐
步下降趋势， 从 2016 年的 133 家下降到
2020 年的 72 家。装机量排名前五的企业，
其市场份额由 2016 年的 85%进一步提升
到 2020 年的 94%。 ”墨柯指出，随着松下、
LG、SK 等日韩动力电池厂商进入国内市
场，动力电池市场竞争将愈发激烈，主要
电池供应商的市场份额会出现波动但不
影响基本格局，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优势
供应商将强者恒强。

压力之下，降低成本被认为是有效应
对之策。 在墨柯看来，危机之中蕴藏机遇。
动力电池企业一方面要通过材料技术进
步，比如降低正极材料中钴含量，提升负
极材料能量密度， 开发新型溶质技术等；
另一方面，通过卷芯直接到模块、电芯直
接到电池包等工艺，来简化电池结构。

张云进一步表示，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已不存在技术壁垒，不同厂家之间产品质
量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小，成本将是未来电
池企业生存竞争的关键。 他进一步指出，
降低成本主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规模
化及设备的大型化，降低投资成本和管理
成本；其次，加强技术攻关，通过冶金和材
料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精简生产流程，实
现原辅材料的降成本化。

河北衡水市以南约 30 多公里处，冀
州 120 兆瓦农光互补项目暨农业示范园
区内， 一排排向阳而生的 “蓝色向日葵”
———光伏板一望无际。 走进细看，桩基地
面以上两米多高，光伏板下的嫩芽刚刚破
土。 上面发电、下面种植，一地两用、相得
益彰。

4 月 28 日，河北省冀州区政府举办的
“践行双碳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启动仪式
上，由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
的 12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正式
并网运行，农光互补示范园被授予“衡水

市现代农业精品园区”称号。 该项目占地
3000 多亩，去年 7 月正式开工建设。

合规建设 低碳减排

河北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厅去年联合
发布了《关于规范光伏复合项目用地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明确可以使用除
永久农田之外的农用地进行光伏复合项
目的开发建设，包括农光互补、渔光互补
等项目。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目负责人闫世峰告诉记者，作为项目
建设方， 严格按照河北省文件规范建设，
保证地不能荒、光不能挡。 因此，项目组件
最低沿高于地面 2.5 米， 桩基列间距大于
4 米、行间距大于 6.5 米。

西北农林大学园艺学院院长邹志荣
表示，“十四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期，各地都在加
快推进能源供给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
同时布局能源消费高效化。 农光互补光伏
项目最大特点是，能源与高效农业有机结
合，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

据了解，该项目探索打造“光伏 + 农业
+ 旅游”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让光伏项目
与自然环境实现友好协同。 项目建成后，电
站年均发电量约 1.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标煤 5.18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6.15万
吨、二氧化硫 439.6吨、氮氧化物 607.4吨。

助农增收 振兴乡村

近些年来， 我国推广的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牧光互补等新业态，为可再
生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
了成功实践。

冀州区农牧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程洪岐认为，农业光互补项目可最大程度
提高光能利用率。 “一是利用太阳能转化
成电能，一是利用太阳能，通过植物的光
合作用转化成生物能，从而达到‘1+1>2’
的作用。 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农光互
补项目前景良好。 ”

蓝色的光伏板铺就了冀州 “绿色”
致富路。 程洪岐告诉记者：“夏秋时节，
光伏板下油菜花、高粱等农作物，百亩
灵芝等各色中草药材，齐获丰收、美不
胜收。 该项目不仅没有改变土地农用性
质，还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直接带动周
边村民实现再就业。 ”

种植品种如何选择？ 程洪岐表示，
架起光伏板后，土地的温度、光照、湿度
和风速都发生变化。 光伏需日照，药材
喜阴凉， 进而研究推广节水种植模式，
让单位面积的土地实现最大产出。 项目
探索百亩灵芝菌类示范棚和射干等 500
亩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逐渐形成功能
农业、牧养结合、生态养殖及中草药种
植四大产业。

市民的“菜篮子”和农民的“钱袋子”
都鼓了起来，由此构建起了“ 一地多用、
农光互补”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综合效
益叠加显现。

走进特变电工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现场———

“农光互补”助丰收 清洁低碳效率高
■本报记者 赵紫原

动动力力电电池池原原材材料料涨涨价价进进行行时时 援建巴基斯坦
海上风电设备起运

本报讯 日前，由我国援建巴基斯
坦的海上风电设备， 在天津港汇盛码
头公司 33 段和 34 段分别完成两批次
装船， 这是今年首次在天津港登轮出
口援建“巴铁”海上风电设备。

据悉， 今年我国计划援建 100 套
设备，这两批次出口共计 27 套，包括
81 片扇叶、27 套主机、27 套轮毂，剩余
73 套将陆续在天津港出口。 这批海上
风电设备， 由中车集团和远大能源集
团设计制造，因设备单件数量较多，货
轮舱容及舱面较窄，环境复杂，且主机
和轮毂部件型体各异，重心不一，给装
船作业带来难度。 天津港集团启动特
殊货物装船预案，精准核定出口设备，
划定准确吊点， 对两船舱容和舱面进
行科学计算和立体丈量， 确定 “一对
一”落货位置，加强作业全过程跟踪监
控，以保障装船质量。 （杨柳）

冬奥会延庆赛区
新闻中心开装光伏屋顶

本报讯 近日，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
区新闻中心方形屋顶上的 64 个采光天
窗，陆续装上了光伏屋顶，黑色的光伏
屋顶长宽均超 1 米， 每个天窗 4 块，由
256块专门定制的异形光伏板构成。

据介绍，这套光伏系统装机容量
为 128 千瓦， 年发电量达 14 万度，所
发电能将按 “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
原则汇入新闻中心配电系统。 作为北
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综合能源项目的
一项配套工程，新闻中心光伏屋顶产
生的绿能， 相当于每年减排约 90 吨
二氧化碳。

光伏屋顶仅是延庆赛区绿电利
用的冰山一角。 据了解，综合能源项
目将为延庆赛区内近 14 万平方米的
冬奥村、新闻中心提供冷、热、光伏
发电等综合能源， 实现 100%可再生
能源供热。 项目每年 1800 万度的绿
色电力用量，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1 万吨。

与常见的燃气锅炉供暖不同，冬
奥村和新闻中心将采用高压电极锅炉
供暖，将在冬季供热 180 天，在夏季供
冷 60 天。 在长达半年的供暖季里，采
用高压电极锅炉供暖， 而且所用能源
全部为绿色电能，实现了绿色低碳、智
能高效。

赛区还将建设一处 120 平方米的
展示中心， 借助互联网+、5G 智能技
术， 让观众通过视频直观看到整个冬
奥村能源消耗量、周边风电场、光伏电
场的发电量， 机组现场的实时运行状
态、负荷情况，感受绿色电力的生产、
输送、消费、节能减排全过程。 （孙杰）

单晶硅料均价
突破 150元/千克

本报讯 根据硅业分会发布的最
新数据，本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
间在 15.0-15.8 万元/吨，成交均价为
15.56 万元/吨，周环比上涨 5.28%；单
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14.8-15.5 万
元/吨，成交均价为 15.23 万元/吨，周
环比上涨 5.76%。

多晶硅价格延续涨势， 其中复投
料、单晶致密料、单晶菜花料成交均价
涨幅在 5%以上。 绝大多数硅料企业开
始签订 5 月份订单， 其中包括长单和
散单，成交价维持上涨走势，根本原因
仍是硅料环节阶段性供不应求， 另有
其他原因。 一方面是市场预期下半年
硅片新增产能释放量将引发的多晶硅
供不应求程度远比目前更甚， 因此下
游宁愿以目前的相对高价换取未来硅
料采购量的锁定，另一方面，则是部分
无长单的硅片企业， 为保证订单顺利
完成， 主动抬高硅料采购价格以保障
原料供应，故本周也有高价散单成交。

国内 11 家多晶硅企业在产，其中
新疆两家企业检修计划均略有延后，
产出影响量少于预期。据统计，4 月，国
内多晶硅产量约 3.94 万吨， 环比增加
5.1%，创历史新高。 4 月份产能在 5 万
吨以上的企业有 4 家，保利协鑫、永祥
股份、 新疆大全、 新特能源产量共计
2.96 万吨，占总产量的 75.2%。 这四家
企业 4 月份开工率为 106%，环比增加
4%， 是由于新疆协鑫新产能增量释放
以及新疆大全检修延后且以最优产能
运行， 两家企业产量合计环比净增
1550 吨。 4 月，东方希望、天宏瑞科等
企业规划内产能也逐步提量， 因此国
内多晶硅产量创历史新高。 在国内多
晶硅企业几乎都满产且供应创新高的
情况下，硅料环节仍然供不应求，而全
年硅料预测总供应量足够保障终端全
球装机 160GW 的需求，可见光伏产业
链中间环节的产能扩张释放相对超前
且超量， 若短期内中间环节开工率或
价格无主动调整计划，市场新平衡或
将被迫延后至多晶硅新增产能大规
模释放之后。 （吴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