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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起起龙龙

张张家家港港：：全全力力绘绘制制千千亿亿级级““中中国国氢氢港港””蓝蓝图图

位于上海西部的虹桥商务区核心
区，占地面积 4.7 平方公里，区域内 352
栋、 约 550 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已实现
区域集中供冷供热。 这是目前上海最大
的区域集中供能系统， 为整个核心区提
供所需冷、热、电。

与传统供能方式相比， 该项目年可节
约标煤 3900 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 1.02 万
吨， 为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实现全面低
碳排放、 建设上海首个低碳商务示范区提
供了重要支撑。

区域集中供能助力
建成上海首个低碳商务区

漫步在商务区内， 高楼林立、 华灯璀

璨，都市商业气息扑面而来。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 功能最全的综合

性交通枢纽中心， 商务区是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落实 “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
纽， 构建面向长三角、 服务全国的商务中
心”要求的重要举措。

商务区涉及长宁、闵行、嘉定、青浦四
个区， 总面积 151.4 平方公里， 规划面积
86.6 平方公里，包含核心区、机场片区、东
虹桥片区等多个片区。其中，核心区中先行
集中开发的 3.7 平方公里是虹桥商务区重
点开发区域。

作为示范低碳商务区，2011 年 3 月,申
能（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申能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和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斥资 35 亿元，启动了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区

域集中供能项目建设，包括“3 主 2 辅”共
计 5 个能源中心，可满足区域内 352 栋、约
550 万平米的全部公共建筑的冷热空调和
宾馆酒店生活热水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虹桥商务区核心区
（一期）区域集中供能项目发电系统装机规
模为 11.2MW，供冷负荷 149MW，供热负
荷 93MW。其中，1 号能源站占地面积 4416
平方米，2 号能源站 4115 平方米，虹桥商务
区核心区 （二期）3 号站正在进行设备安
装， 三个能源站共可满足 270 万平方米供
能；4 号站、5 号站正在规划建设中，建成后
将满足 77 万平方米供能面积。 该项目于
2017 年已进入良性运行状态，预计到 2025
年全部建成。

“区域能源站模式， 能够实现能源供
给在一定区域内资源共享、协同配合。 通
过区域集中供能，可实现核心区热、冷、电
三联供， 极大提升核心区的能源利用效
益。 目前，核心区三联供系统的一次能源
利用效率可达 81.2%。”上海申能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皓敏说，区域集中供
能系统的投运，助力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实
现了全面低碳排放，推动上海建成首个低
碳商务示范区。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做支撑
二氧化碳减排率近 45%

天然气分布式系统是核心区区域能源
系统的一大亮点。

走进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2 号能
源站，4 台燃气发电机组与 10 台冷水机组
映入眼帘，发出“嗡嗡”轰鸣声。

据上海申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旗下

上海申能新虹桥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
惠介绍， 核心区供能采用的是天然气分布
式供能系统，集发电、供暖和制冷过程于一
体， 是一种建立在能源梯级利用概念基础
上的多联产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系统。 “核心
区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可独立地输出
电、热、冷，同时也可以与电网相连接，当自
发电力不足时可以从网上购电， 而在电力
多余时可向电网售电。 ”

据介绍，相比于传统空调供应模式，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技术可节省用户空调
系统初投资 30-40%； 降低电力配套费
用、电气系统造价 30%；节省用户用能费
用 15-20%。 “除此之外，天然气分布式供
能系统还能节省土地成本支出， 增加地
下空间配置灵活性， 从而避免了制冷机
房和锅炉房占用面积较大的问题，每 100
万平方米供能面积，可节省 3—5 万平方
米机房面积。 ”

值得注意的是，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技
术还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通过采
用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 核心区的能源
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能源成本不断下降。目
前，核心区节能率可达 20%以上，二氧化碳
减排率接近 45%，项目曾获得“2014 年度中
国分布式能源优秀项目奖”。

智慧管控精准调剂供需
最大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能源站建设运营的关键是处理好供
给与需求的关系，即一手抓能源供给，一手

保用户需求。 ”金皓敏表示，满足用户侧的
精准需求就需要精细化的智慧管控。

在核心区智慧能源网监控平台大屏幕
上，当日的发电负荷、供冷负荷、供热负荷
等数据一目了然：6 月 10 日， 区域发电量
80MWh、 上 网 电 量 7.2MWh、 供 热 量
21.1MWh、 热量峰值 2.5MWh、 供冷量
728.4MWh，冷量峰值 64MWh，屏幕右上
角，几组线性图表清晰展示着 6 月以来，整
个核心区供冷功率、供热功率曲线变化。

朱惠说， 通过智慧能源网监控平台，
可实时监测到每块区域的用能情况，了解
各个用户用能需求，从而规划符合用户用
能需求的供能方案，以实现能源的最大化
利用。

“智慧化管控的节能空间是非常大的，
就单体建筑而言，如果分项计量系统、能源
监测系统足够精细， 建筑的节能率至少可
以提高 40%。 ”朱惠说。

金皓敏介绍， 核心区区域集中供能系
统边投资建设、边运营保障，经过多年的规
划建设和市场培育，目前，1 号站能源站和
2 号站能源站已在 2019 年实现盈利。未来，
核心区区域集中供能还将尝试推进光伏、
光热、风电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利用优质、
低价的绿色能源，优化核心区供能结构；同
时，在已有分布式供能项目经验基础上，深
入研究耦合分布式供能（燃气分布式、光伏
发电、风电）、储能、用电负载等风—光—
储—充多能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应用； 结合
分布式能源站， 开展充电桩业务也是下一
步布局的重点。

■■本报记者 张金梦

北京：2025年可再生能源
比重将达 14%左右
可再生能源利用将作为各级规划体系约
束性指标

本报讯 记者张胜杰报道：“未来五年， 北京
将深入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绿色低碳智慧转
型。 到 2025 年，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 14%
左右。”7 月 13 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谈绪祥
在“中欧合作伙伴对话绿色发展论坛”上说。

谈绪祥表示，“绿色北京”是北京最主要的城
市发展理念和目标，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目前，北京城市发展正处在
深刻转型期， 城乡环境品质正发生历史性变化。
过去五年，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量保持全国最好水平，以较低的资源能源
消耗实现了较高稳定的经济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累计下降 53%， 达到 38 微克/立方米；
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 98.1%， 基本实现平原地区
“无煤化”； 轨道交通 (含市郊铁路) 运营里程近
1100 公里， 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3.1%；
新增城市绿地 3600 公顷 ， 森林覆盖率达到
44.4%。此外，2020 年北京生物多样性调查实地记
录到各类物种共 5086 种，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鸟类最为丰富
的首都之一。

谈绪祥表示，“十四五”时期，北京将深入实
施绿色北京战略。 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付诸行
动，包括：深入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的产业体系；深入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绿色
低碳智慧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快构建市
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绿色基础设
施，扩大生态环境容量；强化行为引导，让更多市
民共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其中，在深入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绿色
低碳智慧转型方面，北京将落实可再生能源优先
的理念，将可再生能源利用作为各级规划体系的
约束性指标，实现与城市建筑、基础设施、现代农
业设施、矿山修复治理的融合发展，推进光伏、热
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规模化应用，有序推进源网
荷储用一体化发展。 到 2025 年，全市可再生能源
比重达到 14%左右。

在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方面， 北京将聚焦碳达峰、碳
中和，大气污染防控，现代化能源利用等 9 个重
点领域，致力打造中关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平谷区 5 个绿色技术
创新集群高地；在冬奥会、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
国际机场、回龙观天通苑大型城市社区，建设 4
个绿色技术综合应用示范区，建设具有区域辐射
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绿色技术创新中心。

在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扩大生态环境容量方
面， 北京将推动城市更新， 建设绿色基础设施体
系，提升城市品质和承载能力。到 2025年，北京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1600 公里，轨道交通占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至 56%； 建成区海绵城市
达标面积比例达到 40%以上；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到 45%，建立 10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

走进上海虹桥商务区———

探探究究上上海海最最大大区区域域集集中中供供能能系系统统如如何何建建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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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家家港港市市一一家家正正在在运运营营的的加加氢氢站站

上上海海虹虹桥桥商商务务区区核核心心区区智智慧慧能能源源网网监监控控平平台台

上上海海虹虹桥桥商商务务区区核核心心区区 11 号号能能源源站站

恰逢入伏，刚经过雨水洗礼的江苏
省张家港市略显清净，晨间天气虽未完
全放晴，气温的回升速度却已如氢能在
当地的发展势头般迅猛。

当记者行走至人民路万达广场附近，
一眼即瞥见周身绿色涂装并印有“氢 H2 新
未来” 字样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此停靠。
低碳、绿色的现代化城市的视感扑面而来。

据介绍，截至 2020 年底，张家港投
运的新能源公交车已达 481 辆， 占比超
在运车辆总量的 60%。

目前 ， 张家港正积极整合各方资
源，加速氢能全产业链布局。 “近年来，
张家港在制氢、储氢 、氢燃料电池及零
部件制造等关键环节和领域的产业化
进程不断加速，截至目前已形成百亿级
氢能产业链和系统完备的氢能经济生
态圈，为正在建设的‘中国氢港’奠定坚
实基础，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7 月
11 日， 张家港市委书记潘国强在“2021
长三角（张家港）国际氢能产业人才峰
会”上致辞时说。

三重优势奠定
“中国氢港”基础

氢能以其来源多样、 清洁无污染、
能量密度大、可再生、易存储、用途广泛
等优点，被视为全球能源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路径之一，未来将对我国能源
结构转型和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
挥重要作用。

曾经，靠冶金、纺织、化工等传统产
业崛起的张家港，为促进全市工业转型
升级，自 2009 年起就开始谋划新产业布
局，并陆续成功培育了新材料、新能源、
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9 年，
张家港又发布了氢能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5 年建成“中国氢港”，并将氢能打造
成为张家港的新支柱产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国内多
地都在上马氢能产业，但张家港却有其
独特优势。

首先， 张家港地处长江三角洲腹
地， 距其 100 余公里的上海已提出构建
“氢能走廊”，距其 80 余公里的如皋也提
出要打造“氢能小镇”，这均有利于张家
港与周围地区形成氢能产业集聚区，并
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势头推动氢能产

业崛起。
其次， 张家港作为港口城市， 商用

车、物流车、重型柴油卡车集聚程度高，
这些车辆目前正是交通清洁化的重点突
破口， 因此张家港有发展氢能产业的积
极诉求。

“柴改氢，开创氢能重卡时代，应从
港口开始， 优先发展氢能源商用物流
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
院长干勇在会上指出， 氢燃料电池的特
点是适合长距离、重载量的物流车使用，
港口货物吞吐量大， 若将柴油重卡改为
氢能重卡，能明显降低污染物排放；同时
港口地区副产氢的来源较丰富， 且运送
便利，可提高氢能供应的经济效益。

另外， 目前张家港已经具备了良好
的氢能产业基础。 公开材料显示， 早在
2017 年， 该市就已集聚了富瑞氢能、中
集圣达因，以及华荷氢电、氢云新能源等
一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氢气储运装备
企业与创新能力较强的氢燃料电池企
业， 全市氢能产业产值已达到约 53 亿
元。随着氢燃料电池初创企业不断涌现，
产业规模处于爆发性增长初期， 强化氢
能产业发展正当时。

百亿级产值生态圈
为低碳港城注入新动能

张家港，这座因水而生、依港而兴的
城市，自有豪“氢”壮志。

如今的张家港正走在氢能产业的崛
起之路上。

根据其在 2019 年 6 月发布的氢能
产业发展规划：中期目标是到 2025 年全
市氢能产业链产值规模力争达到 500 亿
元，逐步从氢能示范，向“氢能社会”建设
过渡；远期目标则计划到 2035 年，氢能
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建成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国氢港”。

记者了解到， 为顺利完成规划目
标，张家港立足氢能产业现状，制定了
符合实际的产业鼓励政策和实施细则。
并设立氢能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加大对
氢能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资金扶持
力度。

作为张家港近年来产业转型的重要
发力点，氢能产业发展已小有成效。

目前，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占地 77
亩的中车张家港氢能基地项目已完成
主体工程施工， 进入装修施工阶段，将

于2021 年底全面竣工。 项目建成后，将
为 张 家 港 再 添 年 产 300MW 电 堆 、
300MW 氢能动力系统及其关键零部件
的生产能力。

“近年来，我市一直将加快布局氢
能产业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
要支撑，目前集聚了覆盖制氢、储氢、
氢燃料电池及零部件制造等关键环节
的 30 多家涉氢企业，形成了百亿级氢
能产业链和系统完备的氢能经济生态
圈，正在建设‘中国氢港’的道路上阔
步前行，为加快城市绿色发展，推动碳
达峰、碳中和注入了澎湃动力。 ”潘国
强介绍说。

引人才、促创新
共绘“中国氢港”蓝图

如果说区位与产业基础是发展氢能
的重要因素， 那么科研创新则是张家港
氢能建设的核心， 而人才引进与培养则
是其重中之重。

如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朱从明在会上所言，要围
绕创新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以人才链的
强，激发创新链的活。 ”

在产业创新方面，近年来，张家港
与海内外知名研究机构、企业、高校联
手， 打造多个实力雄厚的氢能产业科

研、创新基地。
早在 2018 年 12 月张家港就“牵手”

清华大学， 成立了氢能研究中心。 近年
来，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张家港研究院氢
能燃料电池平台、氢云新能源研究院、电
子科技大学—江苏华昌氢能联合研究院
等研究平台相继落地， 成为张家港氢能
产业创新研发的重要依托。

而在人才培养与引进方面， 张家港
更是“氢”尽全力。

2019 年 4 月，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
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东牵
手， 合作共建了张家港首家氢能院士工
作站。

“张家港已连续两年举办氢能产业
人才峰会，目的就是广邀天下英才、共话
氢能产业大好前景、共绘‘中国氢港’发
展蓝图。 ”潘国强坦言。

在本届氢能产业人才峰会上， 张家
港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举行了校地
合作、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致力于协同共
建氢能领域人才培训实习基地， 就是要
进一步拓展“政产学研”合作空间，打造
氢能领域人才集聚新高地， 为氢能产业
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据悉，为吸引更多产业人才在张家
港“落地生根”，张家港市人社局还将开
展“为你，‘氢’尽全力！ ”助企引才八项
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