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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炼化企业
“冲劲”十足

煤电有望
开征“物业费”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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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新春，风光大基地建设正酣。 来
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我国第一批 9705 万千瓦风光大
基地项目已开工约 7500 万千瓦，其余项
目将在今年一季度开建， 相关配套政策
同步密集出台。

2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联合下发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其中就
“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
能源供应体系 ”明确提出 ，以沙漠 、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
电 、光伏发电基地 （以下简称 “风光大
基地 ”）建设 ，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
进行升级改造， 探索建立送受两端协
同为新能源电力输送提供调节的机制，
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 能并尽并、
能发尽发。

在此之前，国家能源局于 1 月 21 日
发布《2022 年能源监管重点任务清单》，
将 2021 年 11 月明确的第一批以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风光大基地建
设情况列入专项监管范围，监管内容涉
及风光项目、配套调峰措施、送出工程
的建设情况。

位于内蒙古、青海、甘肃、广西、安徽
等多个省区的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敲
定仅仅 1 个月后，国家能源局于 2021 年
12 月再次发布通知，启动第二批以沙漠、
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风光大基地申
报工作。

根据国家层面的相关部署， 加快规
划建设沙漠、戈壁、荒漠地区风光大基
地，推动风光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是促
进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带动产业及
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有效途径。 进入 2022 年，第一批

风光大基地项目和配套工程建设情况
如何？ 第二批基地规划和申报有何进
展？ 大基地风光消纳问题如何破解？

首批项目一季度全数开工
周报定时跟踪实际进展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2021 年底
发布的《关于印发第一批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
设项目清单的通知》明确，第一批风光大
基地项目总规模 9705 万千瓦。 根据目前
的建设规划和进展， 第一批项目今年一

季度将实现全数开工。
以我国单体规模最大光伏治沙项

目——内蒙古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
瓦光伏治沙项目为例， 中国三峡新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姿告诉
记者，项目于去年 10 月正式开工，目前
已完成可研评审、接入系统审查、能评、
地形图测绘等几十项手续的办理以及土
地场平工作。 同时，由于兼顾发电和治沙
双重任务，针对项目涉及的防风固沙、板
下种植等方案， 公司已同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内蒙古农业大学进行了技术交流。
“由于目前当地天气寒冷， 风沙较大，为
保证工程质量， 土建施工处于暂停状

态。 ”刘姿透露，项目计划 4 月全面复工，
力争今年底并网发电。

据记者了解， 首批风光大基地项目
清单公布时，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
即明确，将依托现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开发建设按月调度机制，按月调度风
光大基地建设情况，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同时，要求各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各电网企业按月及时报
告项目建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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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项目超七成在建，其余项目今年一季度开工，建设情况均列入国家能源
局专项监管范围；第二批项目规划总规模或远超首批，未来 9年陆续落地———

风光大基地建设正入佳境
■■本报记者 姚金楠 董梓童

在低温环境、山区爬坡复杂路况以及全球最大规模集中示范运行中，全方位接受
国际大赛检验———

服务冬奥提振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信心
■■本报记者 卢奇秀 仲蕊

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在三大赛区的
赛场外，1000 余辆氢燃料电池汽车连日穿
梭于各赛区场馆，为赛事提供交通保障服
务，于冰天雪地中接受了一番“考验”。

长期以来， 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受
困于技术和成本等难题， 一直处于小规
模推广阶段。 而在此次北京冬奥会期间，
氢燃料电池汽车肩负运输主力的重任，
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示范运
行，实际表现十分亮眼。 多位受访人士表
示， 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中展示不
仅验证了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的可靠
性， 而且提高了社会对其安全性能的认
知，将极大提振产业发展信心。

承接冬奥会 80%-90%运力

“绿色” 是北京冬奥会的鲜明底色。
根据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 《北京冬奥会
低碳管理报告（赛前）》要求，按照“平原
用电、山地用氢”的原则，在各赛区推广

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全部赛时
保障车辆中， 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占比
达 84.9%，为历届冬奥会最高。 本次冬奥
会示范运营 1000 多辆氢燃料电池汽车，
配备 30 多个加氢站。

“除出租车外，氢燃料电池汽车承接
了冬奥会 80%-90%运力。”国家电投氢能
公司首席技术官柴茂荣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 784 万辆，其中，纯电动
汽车保有量 640 万辆， 而燃料电池汽车
年销量多年仅维持在千辆水平。 为何冬
奥会会选择推广数量和行业成熟度均不
突出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这与不同技术路线的特性息息相
关。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延庆、张家口赛
区多为高寒山地， 交通路况存在低温多
雪、坡陡路滑的情况，个别路线海拔相差
高达近 2000 米， 对车辆的耐低温性、动
力输出、爬坡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

“电动汽车在寒冷地区掉电非常快，

功率密度也相对较低。 ”中国电池工业协
会理事王卫东指出，氢燃料电池汽车在低
温、大功率、重载情况下的性能优势突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
部长景春梅进一步表示，在平原地区、城
市，基于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
运行相对成熟；而在城际间、低温环境以
及对燃料补充效率有要求的场景中，氢
燃料电池汽车更具优势。

产业链合力接受历练

既然独具优势，为何氢燃料电池汽车
未实现大规模应用？ 业内普遍认为，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链较长，技术和成本是发
展的主要阻碍。

服务冬奥会，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氢
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运行自然离不开产
业链的协同。 丰田汽车的先进技术，中国
石油投建的河北太子城、 北京福田等加
氢站提供气源保障，国家电投、亿华通等

企业持续攻关电池系统， 中汽中心开展
“电堆—发动机—整车层级”低温冷起动
性能测试技术研究及标准制定工作……
这是成长初期的氢燃料电池全产业链一
次重要的历练。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冬奥会上氢燃
料电池汽车自主技术与国外技术实现同
台竞技。 以核心部件燃料电池系统为例，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投入近 200 辆氢燃料
电池客车，均搭载氢腾燃料电池系统，该
款产品电堆额定功率 115KW， 可实现零
下 30 摄氏度低温启动，满足北方城市低
温运行要求， 而且该款燃料电池系统已
实现材料级全自主化。

“技术攻关过程中不乏质疑的声音，
压力非常大。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总经理
张银广参与了公司服务冬奥会的全过程，
“从 2019 年准备到现在，一刻不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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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

“十四五”建立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制度框架

本报讯 记者张胜杰报道： 国家
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2 月 10 日发布
的《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
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十四
五”时期，基本建立推进能源绿色低
碳发展的制度框架， 形成比较完善
的政策、标准、市场和监管体系，构
建以能耗“双控”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制度为引领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
进机制。 到 2030 年，基本建立完整
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
策体系， 形成非化石能源既基本满
足能源需求增量又规模化替代化石
能源存量、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得到
全面增强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

《意见》强调，要完善国家能源
战略和规划实施的协同推进机制，
完善引导绿色能源消费的制度和政
策体系， 建立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
源开发利用新机制， 完善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和运行机制， 完善化石能
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机制， 健全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安全保供体系，建
立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科技创
新体系， 建立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的财政金融政策保障机制， 促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国际合作， 完善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治理机制。

在工业领域，《意见》要求引导工
业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单位
产品碳排放， 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
率先形成低碳、零碳能源消费模式。

《意见》还指出，应立足以煤为
主的基本国情，按照能源不同发展
阶段，发挥好煤炭在能源供应保障
中的基础作用。 推动电力来源清洁
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适应新
能源电力发展需要制定新型电力
系统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鼓励各
类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2021 年 10 月 16 日，内蒙古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开工现场。 三峡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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