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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空空间间太太阳阳能能电电站站渐渐行行渐渐近近

11 月 25 日，中广
核汕尾后湖 50 万千
瓦海上风电 项 目 91
台 风 机 全 部 并 网 发
电， 成为国内在运单
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
电项目之一。

该项目年上网电
量 14.89 亿千瓦时，每
年可节省标煤消耗约
42.58 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 86.05 万
吨， 烟尘 28.85 吨，二
氧化硫 713.30 吨 ，二
氧化氮 198.67 吨。 图
为项目海上升压站 。

刘会/图文

国国内内在在运运单单体体容容量量最最大大海海上上风风电电项项目目全全部部机机组组并并网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内蒙古
着力打造风电装备
制造全产业链基地

本报讯 11 月 25 日， 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印发自
治区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要求
产业规模较快增长，规划“十四五”期
间， 形成年产 800 万千瓦以上风电整
机及其零部件、400 万千瓦以上太阳能
电池及组件、360 万千瓦以上储能装
备、5000 套以上燃料电池汽车电堆系
统、800 台套以上制氢及工业副产氢提
纯设备、40 万吨以上储氢设备的生产
能力，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
1000 亿元以上。

《通知》同时要求创新能力明显增
强。 建成一批自治区级新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
业技术研究院、 工程研究中心、 重点
（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风电、光
伏、氢能及储能装备等重点领域，建成
2—3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技术创
新中心。 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3%以上。

在风电领域， 要求加快现有产能
升级改造，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整机产
能利用率。 适度发展风电整机制造，重
点发展叶片、发电机、增速机、轮毂、主
轴、定转子、法兰、轴承、控制系统等核
心配套零部件， 提高零部件区内配套
能力， 着力打造风电装备制造全产业
链基地， 基本形成与自治区新增新能
源装机规模相匹配的风电装备生产能
力， 努力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的风力发
电装备制造基地。 （江临秋）

河北
拟建设 300万千瓦
大型风光基地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发改委发布
了国家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公示，拟安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3
个共计 300 万千瓦， 其中光伏 150 万
千瓦、风电 150 万千瓦。

河北省本次拟安排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 3 个，其中张承张家口张
北县 100 万千瓦项目配置 150 兆瓦/
300 兆瓦时储能，张承承德丰宁风光
氢储 100 万千瓦项目配置 115 兆瓦/
230 兆瓦时电化学储能及 2000 标方/
小时碱性电解水制氢。 大唐集团、三
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开发规模分别
为 100 万千瓦，具体来看，大唐集团开
发风电 20 万千瓦、光伏 80 万千瓦；三
峡集团开发 100 万千瓦风电； 国家能
源集团开发 30 万千瓦风电、70 万千
瓦光伏。 （刘宇）

广西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产业正式落地

本报讯 近日， 由广西投资集团、
防城港市政府、中广核公司、明阳新能
源公司共同建设的防城港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 标志着广
西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正式落地。

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旨在
打造年产能 200 万千瓦海陆主机及叶
片、 塔筒等核心部件的产业基地，带
动形成发电机、齿轮箱等配套产业及
海洋牧场、海水制氢、储能等延伸产
业融合发展、创新的、具备强大区域
竞争力的特色新能源产业集群，进一
步加快广西海上优势资源转换装备
产业的实施步伐，实现地区经济快速
发展。 （许群）

山东
首个高速公路边坡
光伏试验项目开工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首个规模化
高速公路边坡光伏试验项目正式开
工。 该项目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在荣
乌高速荣成至文登段选取部分高速公
路路基边坡进行建设， 总长度约 2300
米，计划装机容量 0.21 万千瓦。

据了解，荣乌高速公路（荣成—乌
海），简称荣乌高速，国家编号为 G18，
途经山东、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五
省市；起点在荣成，途经威海、烟台、新
河、潍坊、东营、黄骅、天津、霸州、涞
源、朔州、鄂尔多斯，终点在乌海，全长
1820 公里。

荣成至文登段是荣乌高速起始路
段， 也是山东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 该段东起荣成市崂山办事处
北 301 省道，向西经荣成滕家镇、大疃
镇， 终点止于鲁高速 S24 威青高速泽
头收费站北， 与威海—青岛高速公路
相连接。 （戴升宝）

������近日，恩捷股份携手宁德时代再度加
码隔离膜项目。公告显示，恩捷股份、宁德
时代双方约定于中国境内共同投资设立
一家平台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干法隔离膜
及湿法隔离膜项目。平台公司的总投资额
为人民币 80 亿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恩捷股份持有平台公司 51%
股权，宁德时代持有平台公司 49%股权。

■■扩产升级

公告显示， 宁德时代与恩捷股份约
定， 在上市协议签署后的 5 年时间内，同
等商务条件的情况下，恩捷股份向宁德时
代优先供货；同时，宁德时代优先对该公
司的出货进行采购。

这并不是恩捷股份第一次与电池企
业合建产能。 今年 8 月，恩捷股份曾宣布
拟与亿纬锂能合作在荆门成立合资公司，
建设年产能为 16 亿平方米的湿法锂离子
电池隔离膜和涂布膜项目，并优先向亿纬
锂能及其子公司供应，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为 52 亿元。

除恩捷股份外， 中材科技于 11 月发

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拟在呼和浩特投
资 8.95 亿元，建设“年产 3.2 亿平方米锂
电池专用湿法隔膜生产线项目”。 在此之
前，中材科技还曾披露控股子公司拟在南
京投资建设 “年产 10.4 亿平方米锂离子
电池隔膜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约 37.53
亿元。 今年 10 月，沧州明珠发布公告称，
拟在安徽省芜湖市投资建设“年产 2 亿平
方米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安信证券的报告分析认为， 随着国
内企业在隔膜制备工艺上的突破、 扩产
速度的加快以及成本优势的凸显， 国内
隔膜企业差距进一步拉开， 龙头企业纷
纷加大扩产力度， 凭借研发实力与规模
优势筑高技术和成本壁垒， 行业集中度
有望进一步提高。

■■设备受限

中金公司的测算显示， 隔膜行业在
2022 年至 2023 年仍将供不应求，隔膜行
业扩产受隔膜设备产能供给及扩产周期
限制。

据了解，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过程分

为配料挤出、铸片、拉伸、萃取、干燥、收卷
等关键设备的核心技术， 整套湿法锂电池
隔膜自动化生产线设备复杂， 主要依赖进
口。 动力电池中的磷酸铁锂电池大多使用
干法隔膜，三元锂电池大多使用湿法隔膜。
其中，湿法隔膜的生产设备主要依赖进口，
同时价格较为昂贵。据东方证券研报，一条
干法隔膜生产线设备投入在 4000 万元左
右，一条产能合计 1 亿平方米/年的湿法隔
膜生产线设备投入在 1.5—3.3亿元。“如果
从日本设备商进口一条完整的湿法隔膜生
产线，交货期通常在 10个月以上。 这对于
急需扩产的隔膜企业来说并不是最优解。”
一位隔膜行业人士说。

“隔膜产能受限问题主要存在于湿法
隔膜。 我了解到，目前国内很多工厂已经
开始逐步寻找到其他替代产品，比如青岛
中科华联已经能够生产全套的湿法隔膜
设备。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
辉告诉记者。

■■差距拉大

那么，市场需求是否能为隔膜企业的

产能扩张提供足够支撑呢？ 据 W-Scope
测算， 到 2025 年， 全球锂电池市场接近
1400 吉瓦时， 对隔膜需求将达到 200 亿
平米， 到 2030 年全球锂电池市场或将超
3000 吉瓦时， 对隔膜需求接近 320 亿平
米，是 2020 年体量的 5.3 倍。

“依照目前隔膜供应量来看， 届时可
能会出现隔膜供应短缺。但随着未来隔膜
企业加大投资，2025 和 2030 年出现供应
短缺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吴辉对此持有
乐观态度。

在市场需求增大的同时，行业竞争也
在加剧。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规模和技术
工艺水平提升，国内锂电池隔膜企业差距
将进一步拉开，市场进一步集中。因此，隔
膜企业需要不断提升工艺水平，提高供应
能力进而提高市场份额，才能在行业优胜
劣汰的过程中立足。

合理的价格、可观的盈利和持续的扩
产，有望成为隔膜厂的更好选择。 “隔膜企
业扩产要基于潜在订单的需求量，不能盲
目扩产。另外，随着竞争加剧，成本更低才
能拥有竞争优势，隔膜良品率等降成本的
指标要做到更优。 ”吴辉说。

隔膜龙头企业再掀扩产潮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正在逐步变
为现实。 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空间技术
和平利用（健康）国际研讨会空间动力和
地面能源论坛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空
间太阳能电站有可能为应对世界能源危
机提供一种环保的解决方案， 再过 10—
15 年， 空间太阳能相关技术研究将会取
得突破。

当前，空间太阳能电站研究主要聚焦
在哪些领域，空间太阳能电站建设还需要
破除哪些障碍？

全球研发提速

空间太阳能电站是上世纪 60 年代，
美国科学家提出的一项太阳能利用方案：
通过卫星从太空捕集太阳能、转换成微波
能量，以一种安全、稳定的无线能量传输
方式传到地面站，通过地面站把接收的微
波能量转化为电能后接入电网。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 空间太阳能电
站离我们越来越近。国际宇航科学院秘书
长让·米歇尔·康坦告诉记者：“为了实现
不受季节、 昼夜变化等影响的太阳能发
电，我们进行了很多研发和测试，研究如
何使用地球之外的清洁能源。 目前，空间
太阳能电站概念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重
要发展。 ”

记者采访获悉，空间太阳能发电技术
（SPS）吸引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
国、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欧空局等国
家和组织的兴趣。 美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
提出第一个空间太阳能电站系统方案概
念———1979SPS 基准系统，2012 年提出了
“任意大规模相控阵式空间太阳能电站”；

日本将发展空间太阳能电站正式列入宇
宙基本计划，在微波无线能量传输技术领
域的研究世界领先， 规划在 2050 年后建
设商业化空间太阳阳能能电电站站；；英英国国进进行行技技术术
及及经经济济性性评评估估后后，，于于今今年年 99 月月正正式式发发布布了了
《《国国家家空空间间战战略略》》，，明明确确提提出出应应当当发发展展空空间间
太太阳阳能能电电站站，，为为英英国国提提供供一一种种潜潜在在的的零零排排
放放能能源源。。

““中中国国在在空空间间太太阳阳能能发发电电技技术术相相关关研研
究究中中提提出出了了创创新新的的多多旋旋转转关关节节以以及及球球型型
能能量量收收集集阵阵列列等等空空间间太太阳阳能能电电站站方方案案，，同同
时时在在无无线线能能量量传传输输等等关关键键技技术术方方面面取取得得
了了重重要要的的进进步步。。如如今今我我们们研研究究的的薄薄膜膜太太阳阳
能能电电池池可可应应用用在在空空间间太太阳阳能能发发电电技技术术当当
中中，，发发电电效效率率可可达达 3300%%。。 ””据据中中国国宇宇航航学学会会
空空间间太太阳阳能能专专业业委委员员会会主主任任委委员员李李明明介介
绍绍，，目目前前，，我我国国正正在在建建设设两两个个实实验验基基地地，，一一
个是 2018 年开始在重庆建立的 “空间太
阳能电站实验基地”，预计 2022 年 7 月完
成基础设施建设；另一个实验基地是在西
安建立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全链路地面演
示验证系统”。

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研究实现了从
“跟跑”到“并跑”。按照我国专家提出的空
间太阳能电站发展建议，2025 年，我国将
开展中小规模浮空器能量传输试验，此后
将逐渐开展空间太阳能电站关键技术在
轨验证工作，2035 年开始建设兆瓦级空
间太阳能试验电站。

挑战大于机遇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可重复运载技
术的发展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空间太阳能
电站先进方案设计和关键硬件技术取得

突破 ，制
约空间太

阳能电站发展的技术
经济障碍有望克服，“不过， 目前挑

战仍大于机遇。 ”
“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都在研究可

重复使用的低成本发射装置， 未来的成
本可降低 90%，远低于传统的运载火箭。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航天器硬件
成本也有望降低 90%。 这些研究表明，过
去一直阻碍空间太阳能电站事业的成本
障碍基本消除。 ”国际宇航科学院十年空
间太阳能评估主席、 国际宇航联合会空
间能源委员会主席约翰·曼金斯表示。

“技术上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
李明告诉记者，“一是无线能量传输。地球
同步轨道对地面进行无线能量传输要求
高功率、高效率和高精度。 我们已在地面
上做了很多实验，目前的能量传输精度可
达到约 0.1 度， 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因为实际要求是 0.0005 度。 二是空间
高功率发电及电力传输管理，在空间开展
高压、高功率、远距离的传输，对现有的技
术来说均是巨大的挑战。三是电站的组装
与控制。由于空间太阳能电站不能直接发
射，需要把模块发射到轨道，在太空中进
行部署和组装。 ”

在业内人士看来，效率是空间太阳能

电站应用最
核心的问题， 总效率
必须要达到 10%以

上，才具备实用价值。 提升三个环
节的效率是未来研究的关键：一是

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再转化为微波；二是微
波从36000 公里的高度传输到地面， 这中
间有一些空间传输的损失； 三是地面电站
接收微波后，转化成直流电。提升这三个环
节的效率，是未来研究的关键。

标准尚待制定

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技术和经济性以
外，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发展还涉及到许多
政策、法律和标准问题。 “空间太阳能电站
采用的频率如何确定，允许的微波功率密
度是多少，如何考虑无线能量传输的安全
性以及不对其他设施造成干扰，空间太阳
能电站的轨道参数以及互联方式等诸多
标准尚需明确。”英国 Frazer-Nash 咨询公
司太空业务负责人、空间能源倡议联合主
席马丁·索尔陶表示。

另外，如何保证空间太阳能电站不会
产生太空垃圾，报废时间如何确定，报废
后怎么来处理等，均需国际标准化组织制
订标准。

为了达到零碳排放的目标， 世界对
于发展新型清洁能源的需求日益迫切，
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进步， 空间太阳能
电站作为一种新型太阳能大规模开发方
式正在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未来 10—
20 年， 将成为关键技术突破和实现应用
的重要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