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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寻美风光”手机清洁能源摄影比赛专栏现已启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本届手机清洁能源摄影大赛以“讴歌新时代·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旨在挖

掘、记录、展示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全产业链在生产运营、智能制造、风电光伏场站建设、员工工作生活中的精彩瞬
间，充分展示我国清洁能源行业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环境改善、生态友好、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作出的突出贡
献，分享其间的感人精彩故事，立体展现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从业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而向公众传播普及清
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该活动由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持协办，本报将不定期刊发展示部分参赛作品。诚邀您积极投稿，投稿图片需注
明“寻美风光 + 作品名称 + 作者”发至邮箱：zgnybsxny@163.com；详情关注中国能源网（www.cnenergnews.cn）或
扫描二维码，下载参赛报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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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燃燃料料电电池池产产业业现现状状与与思思考考

关注

《《群群山山机机群群》》 常常明明坤坤摄摄于于山山西西省省吕吕梁梁市市中中阳阳县县华华润润鸣鸣风风岭岭风风电电场场
《《长长江江澳澳风风车车田田》》 赵赵晓晓宇宇摄摄于于福福州州平平潭潭

《《破破晓晓》》 陈陈磊磊摄摄于于龙龙源源蒋蒋家家沙沙升升压压站站

硅料半年来首次降价
本报讯 近日，硅业分会发布了国

内太阳能级硅料最新的成交价，半年
来，硅料价格迎来下降首次下降。 国
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208-220
元/千克，成交均价为 214.2 元/千克；
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205-218 元/
千克，成交均价为 211 元/千克；单晶
菜花料价格区间在 202-215 元/千
克，成交均价为 208.2 元/千克。

6 月份国内多晶硅产量约 4.01 万
吨，环比增加 3.6%，是年内月产量第二
次创历史新高。 自 2021 年开年以来，
硅料一直处于涨价之中，年初，国内单
晶复投料成交均价为 87.6 元/千克，单
晶致密料成交均价为 85 元/千克，与
本周价格相比分别上涨约 110 元/千
克，均价已超 200 元/千克。 有分析机
构认为，以六月为拐点，硅料开始呈下
行趋势。随着硅料价格的下降，中下游
环节也会陆续调整价格。

受硅料环节影响，中环硅片价格
下调 8%-9%；隆基最新硅片价格也未
上涨； 通威电池片价格也迎来了回
调。 据最新报价显示，多晶 157 电池
报价为 0.73 元/瓦， 下调 0.13 元；单
晶 PERC 158.75 电池价格 1.08 元/
瓦，下调 0.02 元；单晶 PERC 166 电
池报 1.00 元/瓦，下调 0.08 元；单晶
PERC 210 电池定价为 1.00 元/瓦，下
调 0.08 元。 （宗合）

国内首套通用大兆瓦
盘车工装完成现场测试

本报讯 近日， 上海电气风电集
团工程服务分公司装备中心成功完
成了国内首套通用大兆瓦盘车工装
现场测试工作。 该盘车的测试成功，
突破了国外技术壁垒，证明我国拥有
充足的实力应对大兆瓦机组的安装
挑战。

此次通用大兆瓦盘车工装开发
整体历时 6 个月，由电气风电工程服
务分公司装备中心主持研发。 该套工
装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可覆盖电气风
电直驱 6、7、8 兆瓦机型。 通用大兆瓦
盘车利用自身高度集成的系统算法，
可实现机组叶轮在非平衡状态下的
旋转，同时综合考量单支叶片和两支
叶片实际运动的动载状态和应急工
况下的载荷，确保盘车装置能够适应
现场复杂环境。

随着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
提出和逐步落实，以及风电行业愈加
迫切的成本下行压力，大容量、大叶
轮及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发展
的主流趋势，由此给吊装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 通用大兆瓦盘车工装的应
用，可以有效降低吊装船的最高施工
作业高度， 扩大吊装船可选资源，进
而降低安装船使用成本。 此外，这套
通用大兆瓦盘车可以解决未来直驱
大兆瓦机组单支叶片，及其他叶轮非
平衡状态下的大部件更换，为直驱大
兆瓦机组后运维提供了可靠的技术
支持。 （章子明）

■王子缘 赵吉诗 金子儿 张仲军 龚娟

“十三五”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 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能源技术革命创
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等多项政策
措施，加快自主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的导向
清晰明确，推动氢能产业快速发展。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
求意见稿）》《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的通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
展》白皮书等相继发布，进一步明确了国
家对发展氢能产业的支持。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超过 50 个地方
政府发布了氢能发展相关的规划、实施方
案、行动计划等，规划加氢站数量超千座、
燃料电池车数量达几十万辆，产值规模达
万亿。

国产化进程加快 产业链全面开花

随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申报，
我国各地政府发展氢能产业热情持续高
涨。 通过政策与行业的双重加持，燃料电
池电堆及系统加速国产化、 成本快速下
降、性能水平大幅提升，并向高功率、高集
成、低成本方向发展。

多家燃料电池生产企业推出了 150
千瓦及以上的电堆与系统，电堆价格降至
1-2 元/瓦。 据统计，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燃料电池电堆性能大幅提升， 其中，电
堆功率提升 37%，石墨板及金属板电堆功
率的密度分别提升 47%、50%，寿命分别增
长 300%、67%，系统集成能力大幅增强。

此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系统测试技
术研发机构和系统测试设备供应商已有

10 余家 。 燃料电池系统测试台架具有
30—90 千瓦的工况测试能力， 最大负载
功率为 150 千瓦，可判定燃料电池系统输
出性能和工况适应性，也可以进行燃料电
池系统的起动特性、额定/峰值功率、稳态
特性、气密性、电阻、可靠性、耐久性以及
系统效率等多项试验测试。

近年来，央企依托其自身的技术及资
源优势，积极布局氢能产业，已形成一定
的技术积累及产业规模，为我国氢能产业
注入“强心剂”。 当前统计的共 97 家电力、
钢铁、石化、环保等领域央企中，已有超过
25 家开展了氢能相关工作， 部分央企已
在氢能产业链上多点布局。国家电投已形
成五个产业基地、六个研发实验室、数十
个试验间；中石化“十四五”期间将加快发
展以氢能为核心的新能源业务，拟规划布
局 1000 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 东方电
气于 2010 年正式立项启动燃料电池技
术，目前开发出适用于客车、城际车、物流
车、环卫车及热电联供等多个应用场景的
燃料电池产品； 宝武集团已成功运营 10
辆氢燃料电池半挂牵引车， 正大力推进
50 辆燃料电池重卡投运。

同质化现象显现 产能消纳问题突出

我国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 ，利好
政策频频发布 ， 地方规划密集出台 ，企
业布局蓄势待发 ，各类氢能项目和 “氢
能产业园 ”“氢能小镇 ”犹如雨后春笋涌
入产业市场 ，成为各地竞相发展的 “香
饽饽”。

但由于国家级氢能产业顶层设计缺
位， 地方政府规划过分关注全产业链发
展， 并主要集中研发制造燃料电池以及
布局燃料电池商用车项目， 导致产业扎
堆现象严重 ，区域发展存在 “各自为政 、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
趋向，产业同质化逐

步显现。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涉及氢能上中

下游产业的企业超过 2000 家，中下游产
业链企业及项目占比超过 70%。 当前氢
能产业总体处于发展培育期， 受产业规
模较小、 技术不成熟、 核心装备依赖进
口、应用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氢源
供应 、储存运输 、加氢站运营维护 、燃料
电池终端产品购置等成本均较高， 加之
各环节间尚缺乏可推广、 可持续的协同
及商业模式，导致产业链经济性不强、市
场竞争力缺乏。

资本“热” 市场“冷”

氢能产业资本“热”的现象，一方面是
自亿华通成功登录科创板，上海重塑符合
科创板上市规则且披露招股说明书，以及
各大央企国企布局发展燃料电池产业，促
使燃料电池市场成为各路资本眼中的“香
饽饽”。 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政策趋于明朗，
再加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氢能
与燃料电池行业都希望通过金融手段运
作项目，在风口之下实现高 PE 上市。

资本是逐利的， 其快速切入与扩张，
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淀和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突破的新兴产业来说并非好事。 绝大
多数资本关注和投入的目的就是盈利赚
钱， 这跟氢能产业起步阶段投资回收期
长、盈利水平低等特性相悖。 尽管资本是
产业发展的强力“催化剂”，但是行业的健
康发展， 更需要的是对投资收益要求低、
投资回收期限较长的产业引导基金等积
极参与支持。 社会资本参与，要认清产业
发展阶段特性，进行理性投资。

虽然燃料电池技术快速发展， 但是
车辆投放未达预期 ，出现市场 “冷 ”的现
象。 首先，2020 年的政策空窗期较长，大
家都在观望最新的国家补贴消息 。 从

2020 年上半年出台的燃料电池汽
车示范推广征求意见稿， 到现在
示范城市申报， 国家仍未明确补
贴的具体细则， 对产业发展来说
有些被动：若项目投产早了，则企
业拿不到补贴；若项目投产太晚，
担心市场被分了。 其次，燃料电池

车辆的购置成本目前还难以达到市场预
期，在运营成本高居不下，其核心问题还
是氢能供应仍存在技术、法律法规、标准
等问题亟待解决。 最后，整个产业链当前
仍处于建设失衡的状态， 据统计当前产
业链企业超过 70%都是燃料电池、 电堆
及关键部件企业。

共同成长 价值共享

上半年，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 据不完全统计，项目总投资额超
千亿， 其中燃料电池项目占比约 45%，氢
能综合项目占比约 55%。 除了央企入局之
外，隆基、晶科、阳光电源等民营企业光伏
巨头也强势切入，或影响“十四五”氢能产
业链发展格局。

从大氢能视角看，氢能未来是与可再
生能源耦合，并在交通、工业、建筑等主要
耗能领域广泛减量替代化石能源，推动能
源安全保障建设，不能单纯从燃料电池产
销数据来评判市场的“冷热”。

当前行业形势确实会冲击行业，但换
个角度，或更有利于氢能产业理性向好发
展。 一方面可让行业客观科学分析、思考
并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补齐短板；另一
方面可以给资本泼一瓢冷水，减少金融炒
作，回归理性金融市场。 此外，能加速行业
洗牌， 倒逼行业做好技术积累与沉淀，通
过市场 “照妖镜”， 过滤掉质量低下的产
品，淘汰“靠补贴吃饭”及“浑水摸鱼”的企
业。 哪家更能耐得住考验，发展的潜力将
越大。

随着我国对氢能与燃料电池行业自
主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掌握了核心
自主技术的企业才能在日趋国际化的市
场竞争中存活下来。 燃料电池企业不应各
自为战， 应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一
起把蛋糕做大做香。 除了持续深耕技术研
发之外，燃料电池企业不仅要不断跟踪并
掌握国家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与目标，也要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核
心竞争力，不能闭门造车。 不管是融资还
是对外投资，不要“为资本而资本”，要为
战略而资本，形成良性生态链条。
（作者均供职于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