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第 11 版荩

导读

荨第 14 版荩

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
首次下降

煤电深调负荷
越低越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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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
等新能源产业固废处理乃至再利用，被
视为能源绿色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特
别是随着风电、 光伏以及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井喷式发展， 这些固废的综合利用
事关我国能源产业清洁低碳可持续发
展，紧迫性日益凸显。

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
利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明确提出推动废旧光伏组件、风电叶片
等新兴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应用，加大综合利用成套技术设备研
发推广力度， 探索新兴固废综合利用
技术路线。 同时，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体系，从管理制度、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以及示范工程建设等方面出发，
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利用。 据了解，这
是废旧光伏组件、 风电叶片等新能源
产业固废回收再利用首次被纳入国家
顶层设计文件。

业内认为，在我国新能源行业蓬勃
发展， 新能源产业固废爆发式增长的趋
势下，《方案》不仅填补了产业政策空白，
还将激发更多企业投入新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应用的大潮。 尤其是在“十三五”
期间相关课题研究成果渐增、 部分回
收示范项目投建的基础上， 新能源产
业固废综合利用将迎来跨越式发展。

应势而为，填补政策空白

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中国 2060 年前碳中
和研究报告》 测算，2035 年我国风电、光

伏发电装机将分别达到 15 亿千瓦、11 亿
千瓦，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1.6 亿
辆，届时“风光”退役装机量将达 1.1 亿千
瓦/年和 0.7 亿千瓦/年，退役动力电池规
模高达 270 万块/年，对应产生的报废光
伏组件、 风电叶片及动力电池量分别可
达 105 万吨、100 万吨和 300 万吨。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我国可
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做
好废旧光伏组件、 风电叶片等新兴固
废综合利用势在必行。 ”在英利能源（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中国”）副
总经理、首席技术官宋登元看来，《方案》

不仅在顶层设计层面研判了再生资源
规范化利用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为
市场及企业指明了方向，更填补了废旧
光伏组件、 风电叶片等新兴固废综合
利用领域在政策上的空白。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副总裁张宇对此
表示认同。 他指出，风电叶片回收领域此
前并无明确的指导性政策，《方案》不仅
覆盖了风电叶片回收， 还囊括了废旧
光伏组件、动力电池，这在综合性国家
级文件中尚属首次。“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充分体现了新能源产业固废综合
利用的紧迫性。 ”

东亚前海证券 2021 年底发布的研
报数据显示，以动力电池 5 年寿命计算，
2030 年我国报废动力电池规模将达
237 万吨， 但目前国内电池回收企业整
体规模小，供需关系存在失衡预期。 另
据业内人士透露， 预计 2025 年—2030
年，光伏组件、风电叶片也将迎来第一
轮报废高潮，尤其是在老旧风电项目技
改提速、首批光伏发电项目更换需求显
现的情况下，报废潮或将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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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固废回收再利用
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文件———

新能源固废综合利用迎来“窗口期”
■■本报记者 董梓童 李丽旻 实习记者 姚美娇

2021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3726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12.7%，处
于中高速增长合理区间———

多重因素拉动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本报讯 记者渠沛然报道： 国家发改

委日前发布的运行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3726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12.7%，增幅大于原煤、原
油，处于中高速增长合理区间。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全国用气量曾创历史新高，
达 13.72 亿立方米，比上个供暖季日最大
用气量高出 5000 万立方米。

数据显示， 近年来， 我国天然气消
费量增幅均保持在 250 亿立方米-300
亿立方米 。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
2020 年天然气消费量增幅跌破 200 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5.5%。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
杨建红认为，2021 年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的首要原因是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工业和
制造业恢复势头良好， 加之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导致 2020 年天然气消费量低基
数效应，共同拉升了 2021 年的消费量。

“经济持续复苏带动天然气消费量
攀升，其中公用事业增长最快。 目前，世
界各天然气生产国还未完全恢复生产能
力，其他国家还处于复工复产阶段时，我
国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 同时，去年一定

时期内煤、电资源紧平衡的情况下，天然
气作为替代和补充， 进一步拉升了需求
增量。 ”杨建红说。

2021 年天然气消费增长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是西南地区来水不足，西电东送电
量有限，广东等地的用电紧张情况拉动天
然气发电需求暴涨。

“往年 7、8 月才出现的用电高峰，去
年 5、6 月就提前出现并持续了一段时
间。 ” 博轶咨询创始人杨常新表示，“今
年，随着部分省份恢复煤炭的供应份额，
对天然气的补位需求或不再持续高位。
国内发电行业会逐步回归理性，若不出现
极端天气，气电需求预计也会回归正常。 ”

目前， 中国气电装机约占发电总装
机的 4.5%左右， 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 受访人士均表示，长期看，中国电力需
求量仍将快速增加，仅依赖可再生能源发
电难以满足未来十年的电力需求量增长，
利用天然气替代是尽快实现电力行业碳
达峰的优选途径。另外，“双碳”目标一定
程度上会促使燃煤发电需求向天然气
发电需求转移，但短中期内，天然气还
不完全具备为煤电做补充的能力。

此外， 城市燃气和工业领域 “煤改
气”工程持续推进，尤其是京津冀、汾渭
平原、广东、浙江、黑龙江和吉林等地通
过推进工业用户使用天然气、 热电联产
扩建等方式促进“煤改气”发展，也进一
步刺激了天然气消费。

2021 年，“煤改气”主要推动力是以广
东为代表的省级推广。 广东省 2018 年发
布的 《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要求，2020 年基本完成
燃煤工业锅炉替代及清洁改造、工业锅
炉污染综合治理、工业窑炉专项治理等
工作。 据了解，2021 底广东增加了约 60
亿立方米-7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潜
力，其中“煤改气”贡献了约 30 亿立方
米天然气消费量。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10 月
发布的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
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要求，“煤改
气” 工业覆盖范围从之前的 15 个行业扩
至 39 个行业，并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共完成散煤替代 709 万户。 同
时，山东、浙江、江西、广西、安徽多地相继

出台环保政策和行动计划，持续推进“煤
改气”实施，助推天然气消费。

国际能源署 2021 年 7 月发布的 《天
然气分析及展望 2021-2024》指出，在无
重大政策变化限制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情
况下，未来几年天然气需求将呈现增长态
势，中国亦如此。

业内人士建议，在天然气消费量不断
增长的趋势下，应进一步加强国内勘查开
发力度，增加资源探明储量，确保我国天
然气资源供应安全， 同时应适度拓展较
远进口来源国的供应渠道。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
李云卿日前表示， 今年将组织全面签订
并履行好天然气中长期合同， 及早落实
资源，保障供用气秩序稳定。 与此同时，
国家层面将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推
动国内天然气增储上产，夯实国内资源
保供基础，并加快构建多元稳定的进口
供应体系，加强统筹协调，推进设施能
力建设，保障进口安全稳定。

受访人士一致认为， 今年天然气消
费增速可能不会维持 2021 年的高位增
长，增速将保持在 8%-10%的平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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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滨州沾化区滨海镇盐碱滩上的风电、光伏项目。 CFP/图

工信部：

2021年中国光伏产品
出口总额增长 43.8%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工信
部电子信息司 2 月 15 日发布消息
称，2021 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超过
284 亿美元， 与 2020 年约 197.5 亿
美元出口总额相比，增长近 43.8%。

工信部指出，2021 年全国光伏
行业立足碳达峰碳中和，把握行业发
展机遇，克服全球疫情反复、经济形
势严峻、国际贸易壁垒等不利影响，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
推进产业智能创新升级， 行业运行
整体向好，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是全行业实现稳步增长。 全
国光伏产业链供应链总体保持安全
稳定，全年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
产量分别达到 50.5 万吨、227 GW、
198 GW、182 GW， 分别同比增长
27.5%、40.6%、46.9%、46.1%。

二是技术加快迭代升级。 主流
企业多晶硅指标持续提升， 满足 N
型电池需求，硅片大尺寸、薄片化技
术加快进步；电池效率再创新高，量
产 P 型 PERC 电池效率达 23.1%，
N 型 TOPCon 电池实验效率突破
25.4%，HJT 电池量产速度加快。

三是智能光伏发展迅速。 5G、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光伏产业加速融合，光伏
产业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智能调
度等水平逐步提升。 智能光伏试点
示范初见成效，建筑、交通、农业等
领域系统化解决方案推陈出新。

四是市场应用持续扩大。随着
全球加快应对气候变化， 光伏市
场需求持续增加 ，2021 年中国光
伏产品出口超过 284 亿美元。 国
内碳达峰碳中和积极推进， 光伏
发电大型基地建设加快步伐，整县
推进分布式光伏、智能光伏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等政策持续实施，标准、
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不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