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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示范项目产能规模达万吨级，可高效助力光伏调峰消纳，专家建议———

进一步提高光伏制氢经济性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湖南省桂阳县地
处五岭山脉腹地，境内
有长达 60 多公里的狭
长“疾风带”，可开发风
能资源 100 万千瓦，风
能资源丰富。

近年来，该县努力
探索绿色、循环、低碳、
可持续发展新路，风电
产业快速发展，为当地
带来旅游景观和新能
源的多重效益。图为桂
阳县白水瑶族乡天塘
山风电场。 人民图片

湖湖南南桂桂阳阳：：云云海海流流淌淌 风风电电壮壮美美

本报讯 记者仲蕊报道： 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近
期联合印发的 《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提出支持智能光
伏制氢等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加快开展制
氢系统与光伏耦合技术研究。同时，支持建
设一批光伏储能、 光伏制氢等系统验证平
台，加强多领域横纵联合。

记者了解到， 在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猛，为光伏制绿氢
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绿氢作为氢能产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 为光伏制氢产业提供了
巨大市场。 据研究机构测算，到 2050 年，全
球氢需求将达到 6 亿—8 亿吨/年。 未来 30
年，全球年均新增的制氢规模约为 2500 万
吨， 将带动光伏年新增装机规模达 9 亿千
瓦，形成万亿元级市场。

不过，由于目前电解水制氢成本偏高、
氢储运建设未能实现协同发展， 国内光伏
制氢目前处于示范性项目建设的起步阶
段，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自 2020 年以来，国内氢能产业政策关
注方向逐渐从车端向氢端转移。 据氢能市
场研究机构统计，2016 年至 2021 年间，国

内光伏制氢相关项目共 42 个， 阳光电源、
晶科能源、 协鑫新能源等光伏头部企业均
部署了光伏制氢项目。

降碳目标带动下，2021 年国内光伏
制氢示范项目明显增多， 项目建设加速
趋势明显。 2021 年 3 月，西安隆基氢能在
江苏无锡正式建设首台碱性水电解槽，
次月， 隆基股份与中国石化就分布式光
伏、“光伏+绿氢” 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去年 7 月， 协鑫新能源合作设立 100 亿
人民币的氢能产业投资基金和 8 亿美元
的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去年 11 月 30
日， 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正
式启动，项目计划新建装机容量 30 万千
瓦的光伏电站、 年产能 2 万吨的电解水
制氢厂， 标志着我国光伏制氢示范项目
首次达到万吨级。

张家港氢云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魏蔚表
示，光伏企业下游装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进
军氢能产业是一举多得， 既可以帮助光伏
企业实现传统业务的增长， 又可以开拓新
的业务，拓宽企业市场空间。

我国光伏产业正迎来新的快速发展阶
段，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十四

五”期间，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
7000 万-9000 万千瓦。

“一方面，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波动
性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光伏装机量的不断
攀升，光伏发电消纳问题日益受重视。 ”魏
蔚表示，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趋势下，光伏
制氢可以有效解决光伏发电调峰、 消纳等
行业积弊。

中国银河证券的报告显示，目前全国
大部分地区的光伏度电成本在 0.3-0.4
元/千瓦时， 青海等优质资源地区已降至
0.2 元/千瓦时，但长期存在的弃光问题让
光伏发电并网存在一定困难。 根据全国新
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发布的 2021 年
1-12 月全国新能源并网消纳情况，2021
年全年，我国光伏利用率达 98%，其中各
省份光伏利用率基本在 97%以上，但西藏
及青海弃光较为严重，光伏利用率分别为
80.2%和 86.2%。

“光伏+绿氢”模式下，利用氢储能将有
效调节光伏发电量， 并减少弃光率。 PGO
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元表
示，光伏发电的随机性、波动性、阶段性供
电等问题，增加了电网调度难度。随着光伏

装机规模的不断扩大， 光伏发电将面临增
加储能的问题， 而光伏制氢可以有效地消
纳光伏发电， 实现电、 氢两种能源灵活转
换， 为光伏发电创造新的应用场景和广阔
的市场需求。

虽然绿氢总体市场需求巨大， 但我国
大部分光伏制氢项目刚刚开始规划或处于
建设初期，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原因在
于高效的氢气储运体系建设未能打通。 目
前，光伏制氢部署大多在新疆、内蒙古等光
照资源较好的地区， 与需要大规模用氢的
地区距离较远，存在产销不协调的情况。魏
蔚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光伏企业
为电解水制氢带来的成本优势。

周元建议， 我国应对光伏制氢的生产
销售进行补贴或奖励， 提高绿氢供给侧的
积极性。 同时，随着绿氢规模的增长，绿氢
将成为碳排放市场中重要的交易内容，在
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鼓励下， 绿氢将迎来更
好的发展环境。

“从长远角度看， 降低可再生能源发
电成本也是光伏制氢规模化应用的关键，
因此，需要进一步降低绿电价格。 ”周元表
示。 万联证券预测，到 2025 年，光伏系统
度电成本将下降至 0.22—0.462 元/千瓦
时，在光资源充沛的区域，光伏制氢电力
成本有望达到 0.15 元/千瓦时， 带动制氢
成本持续降低。

风风电电制制造造商商加加速速出出海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硅料价格涨幅放缓
本报讯 根据行业分析机构集邦新

能源的报告，本周硅料价格延续涨势，
但涨幅放缓， 本周整体单晶用料的人
民币报价为 242 元/千克左右。 2 月份
硅料订单大多已签订完毕， 本周有一
家企业签订 2 月长单， 市场上可售余
料不多， 其他新成交订单数量大幅减
少，推动硅料价格涨幅放缓。

本周国内 13 家硅料企业在产，复
产企业预期将增加 3 月国内硅料供给
量，个别一线企业计划在 2022 年第一
季度进行轮线检修， 叠加扩产产能释
放不及预期影响，硅料产出有限，硅片
端新增产能持续释放， 终端需求热度
持续，供需错配，料价支撑力足，预计 3
月硅料价格仍将保持上涨态势。

本周硅片价格大体持稳，多晶硅片
价格略有回升。 本周M6主流成交价格
为 5.25 元/片左右，M10 主流成交价格
为 6.3元/片左右，G12 主流成交价格为
8.35元/片左右。 终端市场需求旺盛，带
动电池片采购需求高涨，间接拉升硅片
需求。 尺寸上，2月M6、M10、G12各尺
寸硅片产出都有所提升，G1 尺寸硅片
产出持续减少，市场份额稳步下降。

受海外刚性装机需求影响， 多晶
硅片价格主流成交价格微涨至 2.21
元/片左右。 目前一线硅片企业保持较
高开工率，扩产产能也在陆续投产，预
计 2 月硅片产量将高于 1 月。

M6 电池片主流成交价为 1.09 元/
瓦左右，M10 电池片主流成交价为 1.12
元/瓦左右，G12 电池片主流成交价为
1.13元/瓦左右。 上游硅料、硅片环节纷
纷上调价格， 部分电池企业为转嫁成本
上涨压力，上调电池片报价。

组件价格弱势维稳，单晶 166组件主
流成交价在 1.85元/瓦左右， 单晶 182组
件主流成交价在 1.88元/瓦左右，单晶 210
组件主流成交价在 1.88元/瓦左右。

辅材端背板、玻璃等环节也在酝酿
涨价。 辅材方面，玻璃价格基本持稳，
终端需求热度不减， 带动光伏玻璃市
场需求有所增加，价格有所支撑，但受
限于组件企业的价格接受度， 上涨动
力不足。 本周 3.2 毫米厚度的玻璃价
格主流成交价至 27 元/平方米左右，
2.0 毫米厚度的玻璃主流成交价至 21
元/平方米左右。 （邹泰波）

张家口多能互补示范
工程建设用地获批

本报讯 近日， 张家口 “奥运风光
城”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 万
千瓦风力发电项目建设用地的申请获
批， 该项目征收集体农用地 2.7653 公
顷、 集体未利用地 0.1346 公顷， 共计
2.8999 公顷。

根据沽源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批
复公告，同意转用、征收集体农用地
2.7653 公顷（耕地 0.0662 公顷、林地
2.3801 公顷、 天然牧草地 0.0350 公
顷、人工牧草地 0.2800 公顷、农村道
路 0.0022 公顷、 田坎 0.0018 公顷）、
集体未利用地 0.1346 公顷 ， 共计
2.8999 公顷，以出让方式供地，作为
张家口“奥运风光城”多能互补集成
优化示范工程 1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
目建设用地。强调做好征地批准后各
项工作，落实安置措施，切实安排好
群众的生产生活。 （宗合）

关注

近日，国内风机制造商明阳智能宣布
完成意大利南部重要海港塔兰托海上风
电设备的首次吊装，成为了我国本土风机
制造商登陆欧洲风电市场的最新案例。

在全球各国努力实现气候目标的大
趋势下，风电装机需求一再攀升，随着我
国风电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本土风
电制造领域龙头企业明显加快了出海的
步伐。

加速布局海外

去年 12 月， 明阳智能在其公司公
告中宣布， 与英国国际贸易部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合作落实明阳在
英国的海上风电行业投资计划， 将重
点关注明阳在英国投资建设叶片制造
厂、服务中心和风机总装厂的计划。 另
外， 双方表示将探索在英国建设风机
测试中心、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和预商
用风电场等。 在业内看来，明阳智能由
此成为了中国风电制造商打入欧洲市
场的先行者。

不仅如此，同月，国内整机龙头企业
金风科技宣布签约波黑伊沃维克 8.4 万
千瓦风电项目， 该项目是波黑国内目前
最大的风电场。

除了整机商，叶片、塔筒等风电主要
设备龙头企业也相继开启了出海计划。
去年 12 月，风机叶片龙头企业中材科技
宣布将在巴西巴伊亚州合资设立中材科
技（巴西）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并投资建
设年产 260 套风电叶片的制造基地。 此
外， 塔筒龙头企业天顺风能也计划在德
国投资建厂。

“早在 10多年前，我国风电设备制造
商就已经尝试出海，随着国产设备性价比
提升、成本也不断下降，海外风电市场中
国产风机已经具备一定的优势。 ”某不愿
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从跟跑到并跑

此前，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曹志刚曾表示，近五年来，全球可
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已经出现了显著变
化，海外可再生能源市场潜力增加。 “5
年前，基本上只有发达国家才会做可再
生能源的整体规划，但在 2016 年以后，
尤其是 2018 年以后的这几年时间，所有
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几乎都制定
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从金风
科技去年三季度报披露的信息来看，该
公司在手外部订单规模超过 1509 万千

瓦，其中海外订单量约为 187 万千瓦，占
比超过 10%。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要达成 2050 年
气候目标，2030 年前全球每年新增风电
装机需达到 3.9 亿千瓦以上。

在此情况下，业界普遍认为，随着
国产风电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 海外
市场空间有望逐步打开。 行业研究机
构平安证券分析指出， 长期以来我国
风机单机功率都低于海外主要国家，
但近两年来， 国内风机技术迭代技术
不断加快， 海外风机巨头在单机容量
方面已经不占优势。

曹志刚也指出， 从产品层面来看，
现在我们和国外整机厂商基本上已经
可以并跑。 “所谓的并跑，是指我们推出
的机型、新机型推出的速度、机型的容
量和可覆盖的区域，基本上能够与国外
齐头并进。 之前国内整机主要还是跟跑
国外市场，但预计从 2022 年开始，国内
生产的风机基本上可以实现与国际风
机生产商并线前进。 ”

竞争优势凸显

与此同时， 在国内陆上与海上风电
相继实现平价后， 国内风电制造设备价

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据市场研究机构
伍德麦肯兹最新发布的数据，2021 年里
我国风机价格下降了 24%，2022 年风机
价格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20%左右。 近
期开标的多个国内风电项目风机招标结
果也显示， 陆上风机平均报价基本已经
降至 2000 元/千瓦以下， 而海上风机平
均报价也直接跌到 4000 元/千瓦以下。

同期，维斯塔斯、通用电气、西门子
歌美飒等风机订单价格却因原材料涨价
而小幅上调。

值得注意的是， 伍德麦肯兹的数据
显示，2021 年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产量占
据全球总量的 50%左右， 但目前大部分
国产整机仍应用于本土市场， 不论是整
机产量的出口比例还是在国际市场上的
份额占比，都相对较低。

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单从性
价比来说，中国生产的风机是没问题的，
在东南亚等市场， 更加低廉的价格也让
中国整机商有一定的优势。 但出口至海
外远不止是价格的问题。 一方面，多年以
来西门子歌美飒、 维斯塔斯等老牌整机
制造商在海外市场上有更高的品牌认同
度，另一方面，国内生产的风电设备标准
与国际市场有差异， 中国整机商出海还
面临着文化差异等挑战， 未来出海之路
仍有待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