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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能能集集团团打打造造华华东东地地区区最最大大
燃燃料料电电池池汽汽车车氢氢源源保保障障基基地地

本报讯 记者张金梦报道 近日， 记者从
申能集团获悉，该集团“上海市燃料电池汽
车氢源保障基地”项目前期工作正积极有序
推进，目前已完成二轮选址工作以及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工作。

“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氢源保障基地”项
目拟利用老港垃圾填埋场的生物质天然气及
化工区优质的副产氢资源生产氢气， 根据规
划， 项目预计生产规模为 12000Nm3/h， 将于
2024 年前后建成投产。 届时将有望成为华东
地区最大的燃料电池汽车氢源保障基地，为
上海市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应用发挥氢源
保障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能
源转型大背景下，申能集团正在氢能领域积

极布局。
申能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上海市氢能

产业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宋雪枫表示， 申能
集团正积极推动上海市加氢站规划布点和建
设，支持并参与上海市加氢站选址规划编制，
在上海市初步规划的 70 座加氢站中， 申能集
团有约 17 座。

其中，临港平霄路油氢合建站作为申能集团
在上海第一座批复的新建油氢合建站，氢气加注
能力 1000kg/天，计划 2021 年底正式投产，为临
港新片区规划的 T6中运量公交供氢； 鸿音路临
时橇装加氢站设计加氢能力 500kg/12小时，现已
正式投产，为临港中运量 1 号线、临港 7 路、7 路
B线供氢； 临港主城区公交停保场油氢合建站已
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加注能力 1000kg/天，

已正式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提交了建站申请。
此前，申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迪南

表示，该集团已围绕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的上
中下游开展了多点布局，并收购了高压气体储
运装备研发制造企业———浙江蓝能燃气设备
有限公司，入股了燃料电池电堆研发制造企业
上海氢晨科技。

据悉，为积极融入国家和地方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十四五”期间，申能集团将围绕电解
槽、储运设备与燃料电池三大产品布局，形成
氢能上中下游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加大相关技
术培育，推动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打通氢
能发展的“制—储—运—加—用”关键环节，为
在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具有氢能先发优势的区
域实现多场景示范应用奠定基础。

江江苏苏首首个个县县域域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数数据据中中心心正正式式启启用用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上接 25 版

产城并进
同步发力“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当前，城市发展与治理并重。 对太平湾而言，与
千亿元产值新能源产业基地并进的，必然是宜居宜业的绿色低碳
生态城市建设。 而这正是作为中国重工业分布主要密集地带之一
的辽宁地区所急需的。

根据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建设目标，到 2030 年，区内要建设完
成吸引就业人口 5 万人、 产值规模 1000 亿元的新能源产业生态
圈和示范基地，全面实现太平湾“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战略目标。 据介绍，此项工作目前已全面纳入国家支持辽宁
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

这一战略规划同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 30 年，要全力打造
一座零碳制造与零碳城市均衡发展的产业新城。

记者在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的空间规划版图上注意到， 除了新
能源产业低碳引擎区、产业配套低碳区等，亦不乏以氢能智城为核
心的“碳中和”示范社区、绿色生态港区、综合碳汇区这样的招牌字
眼，纵览该版图一幅极具生态产业新城气息的画卷扑面而来。

根据既定规划，预计到 2035 年，包括风电、光伏、核电、氢能
在内的新能源供应量将占到太平湾用能总量的 80%以上。

“依托于以氢能为核心的综合智慧能源体系构建和产业龙头
引进，将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打造成为集‘港产城融创’于一体的绿
色氢港、智慧氢城，进而将太平湾全域开发为‘碳中和’示范区，我
们非常有信心。 ”贾威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12 月 8 日，由国网连云港市赣榆区供电公司与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合作的江苏首个县域新型电力系
统数据中心启动，该中心可实现赣榆全区电力数据可观汇聚和可视化分析，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按下加速键。图为
连云港市赣榆区新型电力系统数据中心建成投运现场。 王新站/摄

太平湾全力绘就
“零碳”产业新城“东北造”版图

图图为为上上海海市市平平霄霄路路油油氢氢合合建建站站

征征求求意意见见稿稿发发布布——————

北北京京禁禁止止新新增增气气电电是是必必然然趋趋势势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修订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告，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方面，北京市拟由此前的“禁止新
增燃煤火力发电、燃气热电联产”调整为“禁止新增火力发电、热电联产”（保障城市
应急备用、调峰和基本运行除外）。业内专家指出，这意味着在限制燃气热电联产（保
障城市应急备用、调峰和基本运行除外）的基础上，北京将全面禁止新增燃气发电。
这是北京乃至全国首次在正式文件中要求限制新增燃气发电机组。 北京首开先河出
于何种原因？ 作为北京本地重要支撑电源，限制气电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吴吴起起龙龙

“限制新增气电正合时宜”

“北京市全面禁止燃气发电是必然趋
势，目前来看，正合时宜。 ”华北电力大学电
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郑华如此评价。

他进一步解释说，近年来，北京市商用
天然气供应紧张， 且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
走高，导致燃气发电成本持续攀升，这是北
京限制新增气电的外在因素。

从天然气供需方面来看， 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能源业务部高级工程师吕晓洁
表示，北京自“十二五”以来建设了四大燃气
热电中心， 近年来也在不断完善供气气源和
管网设施建设，成果较为突出。 “但自 2017年
实行‘煤改气’以来，冬季用气高峰时段供气
紧张问题并未得到进一步解决。 ”

在燃气发电成本方面， 郑华指出，当
前鼓励天然气发电并不利于北京市及京
津冀地区能源保障长远发展。 “燃气发电
成本为燃煤发电成本的 2—3 倍， 若本地
支撑电源大规模依靠燃气发电，发电成本
定会大幅增加，这不符合当前北京能源发

展现实条件。 ”
除上述因素外，此次限制新增燃气

发电还受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 以及全
国低碳试点城市发展定位等内在要求
影响。

“尽管与已达到超低排放的煤电污染
物排放值相比， 天然气单位碳排放会减少
40%—50%，但天然气发电的排放强度约为
499 克/千瓦时，较清洁能源而言，其应用发
展仍会加重北京市碳排放压力； 作为全国
低碳试点城市之一， 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
和电量占比， 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应为未来北京能源发展主旋
律。 ”吕晓洁说，当前限制新增火力发电，是
推动北京绿色低碳发展， 尽早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有力举措。

供电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大规模、长期应用燃气发电作为
北京电网供电‘保底’并不现实，但短期内
全面禁止新增燃气发电，也有一定隐患。 ”
郑华分析称。

吕晓洁表示，未来，伴随北京市用电
需求进一步增大、电网负荷攀升，现有电
力资源或将无法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的要求， 若在此基础上全面严禁新增燃
气发电机组，压缩本地支撑电源比例，也
有可能对北京市电网供电安全带来一定
挑战。

“煤电、 核电在北京市都已明确禁止，
短期内，新能源装机比例尚存在缺口，在这
种情况下限制新增燃气机组， 就需依靠不
断扩大外来电比例， 保障北京市供电可
靠。 ”吕晓洁补充说。

事实上，根据相关数据，北京目前外受
电比例已达到约 70%。 不仅如此，国网北京
市电力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潘敬东曾公
开表示，“十四五”期间，北京市还将进一步
扩大外受电比例，提升北京电网“多方向、
多来源、多元化”受电能力。

“从电力系统安全角度来看，在提升外
受电比例的同时， 还应综合考虑外受电与
本地支撑电源比例， 保证本地支撑电源能
够满足外来电输入能力， 进一步保障北京
电网运行安全。 ”郑华说。

气电仍有发展空间

“北京此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或不
是单一文件， 因北京具备距离河北等地
较近的优势， 后续可能会出台京津冀地
区整体能源规划作为配套。 ”有业内人士
分析指出。

纵观全国，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势不可挡，北京亦不例外。

公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北京
外调绿电规模就已由 45 亿千瓦时增加到
142.3 亿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占全市能源
消费比重由 6.6%提高到了 10.4%。 预计到
2025 年，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将
到 14%左右。

然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与提升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就北京而言，吕晓洁认为，目前华北
地区已形成华北电网保供京津冀、京津冀
保供北京的电力供应局势，未来北京可在
域内、域外布局电源点，与建设加强智能

电网结合， 域内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域
外重点布局直供电源点和绿色电力基地，
通过电网多点注入等方式，多元化满足电
力增长需求。

“北京还应加快储能设施建设（包括抽
水蓄能和新型储能）、充分发挥负荷侧调节
资源的积极性， 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
力；增加电网设施投入，尽快建成具备适应
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受入大规模外来电、强
恢复力等特点的智能电网， 以保障北京能
源供应安全。 ”吕晓洁建议。

郑华分析指出，就全国来看，各地应
根据供用电结构与特性的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发展燃气发电等多种发电方式；另
外，可再生能源发展尚存间歇性、可信容
量不足、电量支撑有限等问题，在技术与
机制问题得到解决前，短期看火力发电作
为调节仍然必要。

在郑华看来， 尽管北京市天然气热电
联产将受限， 但天然气发电为电力系统调
峰、 调频等作用依然不可小觑，“现存项目
的保供保安全和辅助服务灵活性支撑作用
显著，仍存发展空间。 ”

北北京京西西南南热热电电中中心心京京桥桥热热电电

新兴领域高耗能问题不可忽视

������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来源看， 能源领域是我国碳排放的
主要“贡献者”。2020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49.8 亿吨标准煤，
其中与能源相关的排放量占 90%左右。

“目前，我国能源转型还面临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
能效水平较低、关键技术创新能力需大幅提升等诸多挑战。”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部长、 能源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研
究员景春梅对记者说，高耗能行业或者重点能耗领域低碳转型需
做好“加减法”。

一是推进能源转型，即减煤、稳油、增气、加新。 研究机构测
算，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末能源消费总量应控制在 55
亿吨标准煤以内， 其中煤炭占比应从目前的 56.8%降至 51%；石
油占比从 18.9%降至 18%；天然气占比从 8.4%提至 11%；非化石
能源占比从 15.9%提高到 20%。

“十五五”进入峰值平台期，应适当增加天然气比重，同时提
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对化石能源中的煤炭做减法，对天然气
做加法，对于非化石能源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需大力提
升消费比重；

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的节能提效。重点提升工业、交通、建筑等
领域用能效率；

三是系统推进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减碳、脱碳。减少化石能源
消费的同时，要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景春梅指出，能源转型过程中新兴领域的高耗能问题亦不可
忽视。 近年来，大力发展的 5G 大数据中心，既是新兴产业也是耗
能大户。 “目前，其每年对国内电力的消耗约为 1600 亿度，相当于
上海地区一年的电力消耗总量，且这部分电力 70%来自于煤电。 ”

高耗能产业低碳转型要做好“加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