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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好好政政策策频频出出，，北北京京氢氢能能产产业业化化东东风风劲劲起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 广东省近海海域资源
丰富，位于粤西、紧邻珠三角的阳江市，立足自身资
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以风电、核电、水电、光伏等
清洁能源为重点，强化能源产业发展。

尤其近年来，阳江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瞄准
清洁低碳发展方向， 靠自身的能源转型不断促进本
市，乃至广东省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优化。

目前， 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阳江的支柱产业之
一。 而于近日启动下闸蓄水的国内核准建设单机容量
最大、埋深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阳江抽水蓄能电
站（下称“阳蓄电站”）将成为阳江又一张靓丽的低碳
城市“名片”。

聚焦电力，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高达 80%

广东作为能源消费大省， 电源结构一直以化石
能源为主，如今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大势下，能
源转型迫在眉睫。 在这方面，阳江走在了全省前列。

2019 年， 阳江核电站 6 台机组全部投入商运；
2020 年 7 月， 阳西电厂 5、6 号机组正式投入商运；
85 个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产。 同时海上风
电、 抽水蓄能电站、LNG 调峰储气库等能源项目正
加快建设……

回顾 1988 阳江建市之初，当地只有几座小水电
站和一座小火电站。 现如今，核电、风电、火电、水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等产业快速发展， 不仅支撑形成较
为完备的能源工业体系， 也使得清洁能源产业已成
为阳江的支柱产业之一。

按规划，阳江电力能源总装机容量约 3600 万千
瓦，其中：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 2000 万千瓦，占比
55.6%；核电规划装机容量 650 万千瓦，占比 18%；抽
水蓄能电站规划装机容量 240 万千瓦，占比 6.7%；陆
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 90 万千瓦，占比 2.5%；太阳能

光伏发电规划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占比 3.3%；煤电
规划装机容量 500 万千瓦，占比 13.9%。

记者注意到， 在阳江电力能源总规划装机容量
约 3600 万千瓦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高达 80%以上，
城市能源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明晰。

抽蓄助力，特大型城市“绿色充电宝”建成在即

随着阳蓄电站未来建成投运， 该项目将成为当
地又一张亮眼的低碳城市“名片”。

阳蓄电站位于阳春市与电白县交界处的八甲山
区，是目前国内核准建设单机容量最大、埋深最大抽
水蓄能电站，也是阳江核电的配套建设项目，其静态
总投资约 80 亿元，电站装机容量 240 万千瓦，电站水
头约 700 米，预计在 2022 年前后投入使用。

“阳蓄电站就像在粤港澳大湾区西侧安装了一
个特大型的绿色充电宝， 能够进行长周期的电能调
节。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阳蓄电站在电网中承担调峰、填谷、紧急事故备
用任务，兼有调频、调相和黑启动作用。 当粤港澳大
湾区的电力供应有余时，电站就抽水蓄电；当电力供
应偏紧时，电站就放水发电，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的稳
定供电，同时也能及时消纳粤西地区的水、风、光等
清洁电能。

据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
字中心主任杨益介绍，兴建阳蓄电站，不仅能优化广
东电源结构，加快广东省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还能有
效替代其他类型电源， 促进阳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能源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

“阳蓄电站一期建成后，预计每年可节约标煤
约 39.6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121 万吨、 减排烟尘
0.1 万吨、二氧化硫 0.4 万吨、氮氧化物 0.3 万吨。 ”
杨益补充说。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八成以上

阳江绿色低碳发展成绩抢眼
■■本报记者 吴起龙

公公共共机机构构““绿绿”” 化化获获国国家家力力挺挺
多多地地积积极极行行动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起起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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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是节约能源资源的重要领域，对全社
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记者梳理发现，继 6 月上旬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下称“国管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下称“国家
发改委”）印发《“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
作规划》（下称“规划”）后，目前已有山东、河北、河
南、上海、贵州等多地或出台规划，或发布倡议文
件，或推出工作举措，积极部署、推进“十四五”期间
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工作。

“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稳步提升。 规划内容显示，截至 2020 年，全国公
共机构约 158.6 万家，能源消费总量 1.64 亿吨标准
煤；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与人均综合能耗，同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10.07%、11.11%。

随着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2020 年全国公共
机构电力、 煤炭消费占比与 2015 年相比分别提升
1.57%和下降 5.17%。

规划要求，“十四五”时期要扎实推进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开
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绿色低碳发展新局面，并
明确了公共机构相关工作目标任务。

规划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将公共机构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在 1.89 亿吨标准煤以内，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控制在 4 亿吨以内。

建筑节能无疑是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的重
要抓手。 规划将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列为约束性指束，要求到 2025
年，三项指标分别同比 2020 年下降 5%、6%、7%。

“降低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主要有三方面措施：
一是提高建筑围护结构性能；二是提高机电系统效
率；三是因地制宜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 ”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绿色设计研究中心技术部主
任、副总工程师祝秀娟向记者表示。

以空调为例，“公共建筑中空调能耗大概占建
筑能耗 40%-50%。 如在华南地区，公共建筑的空调

制冷机房实测能效大概只有 3.0， 而高效空调项目
的能效能达到 6.0，甚至更高。 这意味着公共机构建
筑空调就有高达 50%的节能空间，减碳潜力巨大。 ”
广州市设计院集团顾问总工程师、绿色低碳技术和
近零能耗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屈国伦公开指出。

公开材料显示，河北与山东是率先出台专门针
对“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十四五’规划”地方性
文件的两个省份。

8 月初，作为在全国“十三五”公共机构节约
能源资源考核中位列第二省份，山东省机关事务
局、省发改委印发了《山东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
资源“十四五”规划》，对未来五年全省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做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提
出， 到 2025 年底省直机关到争取全部建成节约
型机关。

迎合新形势发展需求，山东在规划里首次提出
碳排放约束性量化指标。 明确到 2025 年，将全省公
共机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263 万吨标准煤以内，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在 1134 万吨以内。

相比 2020 年，2025 年山东全省公共机构单
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6%，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7%，与国家降幅目
标保持一致。

同期印发的《河北省“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
源资源工作规划》在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
能耗、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指标约束方面亦与
国家步调基本保持一致，即到 2025 年，此三项指标
相较于 2019 年分别下降 5%、6%、7%。

根据规划， 河北省致力于到 2025 年年底前全
省公共机构全部完成燃煤锅炉淘汰任务，既有燃气
锅炉全部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并积极开
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试点工作，组织具备条件的公
共机构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实施既有数据中心
绿色化改造，大幅提升数据中心能效水平。 到 2022
年底前，省直机关全部建成节约型机关。

在“双碳”目标催化下，“氢”风再度席
卷北京， 近期关于氢能的利好政策不断涌
入公众视野———

8 月 23 日， 由北京市牵头申报的京津
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成为首个
国家五部委联合批准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群。 在 4 年示范期间，五部委将对入
围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通过“以
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

此前在 8 月 16 日，北京市发布《北京
市氢 能 产 业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
年）》（下称 “实施方案”） 提出， 致力于到
2025 年前，累计实现千亿元以上京津冀区
域氢能产业链规模。

对此，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表
示，北京率先打造氢能创新链和产业链，对
于落实首都高质量发展战略， 支撑京津冀
能源结构转型、 引领全国氢能技术创新和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牢固
2020 年氢能产业产值约 30 亿元

北京在氢能领域的发展步伐日益加快。
就在不久前，中国石油在京首座服务冬奥加
氢站投运， 该站日均加注能力 600 千克，加
注氢燃料电池客车 50-60 台。 随着中国石
油福田加氢站工作人员为一辆福田欧辉城
市客车加注第一枪氢能源，标志着能源巨头
在氢能领域的探索和布局取得新进展。

而在今年 5 月份， 北京大兴国际氢能
示范区内， 全球规模最大加氢站———大兴
国际氢能示范区加氢示范站（下称“大兴加
氢示范站”）已进入测试运行阶段，并将于
今年三季度建成涉氢测试平台， 为示范区
内企业提供共享涉氢测试供给保障。

大兴加氢示范站日加氢量高达 4.8

吨，可同时为 16 台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加注
服务，日服务能力可达 800-1000 台，可为
城市物流运输提供充足的的氢能源供给。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出，经过近二
十年持续研发和企业孵化培育，北京市现已
基本掌握氢能产业体系各技术路线主要环
节的关键技术，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全产
业链基本贯通，在科技创新、产业基础、支撑
要素和市场应用方面具有全国领先优势。

根据实施方案，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市
氢能产业相关企业、 机构数量约 150 家，其
中，氢能供应领域 73 家，燃料电池领域 89
家。 2020年， 北京氢能产业实现产值约 30
亿元，总体处于中试到产业化过渡阶段。

路径清晰
产业落地可期

值得注意的是， 在北京牵头的京津冀
氢能发展的“大方案”中，区域定位、分工非
常明确。

京津冀区域由北京大兴区联合海淀、昌
平等六个区，以及天津滨海新区、河北省保
定市、唐山市、山东省滨州市、淄博市等共
12 个城市（区）组成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城市群。 由北京统筹规划氢能产业布
局，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链协同互补、跨区
域产业链条贯通与联合示范应用，形成优势
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格局。

而在北京市域内， 京北和京南分工亦
很明确———京北全面布局氢能产业科技创
新应用示范区，以昌平“能源谷”建设为核
心，向南融合海淀，向北辐射延庆、怀柔，在
北部区域打造氢能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
技创新示范区；京南则将依托大兴、房山、
经开区，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系统，打造
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 承接北
部地区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构建氢能
全产业链生态系统。

分阶段看， 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大

示范工程为依托，2023 年前，培育 5 至 8 家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链龙头企业，
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
500 亿元， 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 3000 辆；
2025 年前， 培育 10 至 15 家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 形成氢能产业关键
部件与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建成 3 至 4 家
国际一流的产业研发创新平台， 京津冀区
域累计实现氢能产业链产业规模 1000 亿
元以上， 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突破 1 万
辆，减少碳排放 200 万吨。

规模扩张
利好政策注入新动能

发展氢能产业是我国实现 “碳排放达
峰后稳中有降”目标，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

北京率先打造氢能创新链和产业链，
对于落实首都高质量发展战略， 支撑京津
冀能源结构转型、 引领全国氢能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北京氢能政策的频频出台，对未
来的氢能产业发展方向更加明晰了。 在思
想层面，消除了企业的一些顾虑，就好像吃
了一颗定心丸。 ”联美控股总工程师武海滨
告诉记者。

在实施方案加持下， 北京获批牵头创
建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无疑为北京
氢能发展注入新的催化剂， 市场规模扩张
在即。

然而，记者了解到，碍于技术、成本及
应用场景的缺乏， 以及国内外不少车企在
氢能源和电动化两条路线上左右摇摆，尽
管有政策的推动和引导， 北京氢能产业仍
处于产业化初期，一度陷入“叫好不叫座”
的怪圈。

有专家直言， 目前北京氢能的关键技
术进展速度以及产业链成本下降幅度均低
于预期。

“由于北京自身不具备
太阳能大规模制氢的优势，
而太阳能利用（比如大型光
伏电站） 在西部地广人稀，
日照充足的地方更具成本
优势 。 ”西安交通大学 、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氢能专委会副主任
敬登伟建议，可以考虑类似天然气的西
气东输那样解决西部大规模廉价绿氢
的消纳问题，同时满足东部城市的氢能
需求。

在武海滨看来， 除了一些氢能相关
的技术没有突破外， 北京整个产业链还

不是很完善。 如在制氢环节，还有提升效
率的空间；在储运环节，70 兆帕的 IV 瓶
目前还处在技术攻关阶段；加氢站环节，
现在不只北京，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加氢
设备还依赖进口。 “但这也只是工程上的
难点，并不是原理上的。 相信在政府的支
持下，很快就能实现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