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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北北新新能能源源产产业业链链迈迈向向中中高高端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企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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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新干
县界埠镇 1.98 万千瓦
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 500 亩 ，
该项目通过土壤改良，
在光伏发电板下种植玫
瑰、油菜等花卉苗木，提
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经
济附加值。 人民图片

江江西西新新干干：：林林光光互互补补 提提质质增增效效

氢能探索多元化应用

本报讯 记者仲蕊报道：日前，深圳龙
华区人民政府发文表示，国内首个氢能电
动（美团）外卖车商业化应用示范场景预
计年内建成引发行业关注。 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氢能除了在客车、物流车及重卡
等场景受到高度重视外， 在氢能自行车、
燃料电池观光车/船、 燃料电池无人机以
及燃料电池叉车等中小型应用领域的尝
试也越来越多。

受访专家认为， 燃料电池在中小型产
品上的应用有望率先实现商业化。 “目前，
政策引导更偏向大功率燃料电池应用，
因为大功率更能发挥燃料电池的优势，
且重卡车辆尾气排放量较大， 亟需清洁
化转型。 ”喜玛拉雅公司副总裁葛荣军表
示， 不过由于大功率氢能重卡属于资金
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加氢站、氢储运设

备等在内的运营场景较难打造， 因此不
少相关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小型氢能
产品，探索多元化应用。

今年 2 月， 佛山市攀业氢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成功中标佛山仙湖氢谷特色小镇氢
交通示范运营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包括 70
辆氢能自行车、2 艘氢能船舶、1 辆氢能环
卫车和 1 套储加注一体化撬装装置及相关
运营服务；2021 年 12 月， 全国首个大规模
氢能自行车在江苏常州市投运， 规模达到
1000 辆， 储氢 0.5 立方米续航 70 公里；在
叉车领域，从 2021 年开始，燃料电池叉车
以百辆级规模开始在天津、佛山、上海等地
陆续试点示范。

除此以外， 中小型燃料电池应用也陆
续进入相关产业重大课题研究目录。 2021
年 11 月，中国自行车协会印发《关于发布

2021 年度中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行业 “十
项重大技术研究课题”的公告》，由江苏省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主要承担的
“燃料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技术研究”入选年
度十项重大技术研究课题。

中小型燃料电池车辆具有续航里程
长、耐低温、燃料加注快等特点。 受访专家
认为， 中小型燃料电池车辆由于应用场景
较为固定，有望率先实现商业化发展。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一开始就投身于
大功率重卡将面临资金短缺、 技术实力欠
缺等困境，在此情况下，中小型氢能车辆应
用可以成为中小企业的研发生产突破口。 ”
葛荣军表示。

英飞腾（上海）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胡泉对记者表示，由于基础设施配套
要求较低、集约化利用程度高、规模化速

度快，在全球范围内，氢燃料电池叉车已
成为率先实现商业化的氢能细分市场。

此外，上述专家还表示，自行车等轻
量级燃料电池应用具有投入资金低、试
错成本低、市场推广更容易等特点，在市
场推广过程中更容易贴近大众， 从而提
高普通消费者对氢能车辆的接受度。

但受访专家也提醒称， 相较大功率重
卡、船舶等，中小型燃料电池产品的总体市

场规模较小，如果不解决成本高、加氢不便
利等固有难题， 将难以与同等类型的电动
产品相竞争。

“事实上， 叉车等中小型燃料电池产
品并没有难以克服的技术瓶颈。 ”浙江锋
源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峰表示，
难点在于给客户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比
如帮助客户解决氢源问题，建设厂内加氢
装置，提供车辆维护保养服务等。

华能水电拟
50 亿元投资新能源

本报讯 3 月 9 日， 华能水电发
布公告称，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风电、 光伏电站项目的承诺》，解
除了公司新能源发展瓶颈制约，将
发展战略从“专注水电发展”调整为
“水电与新能源并重，风光水储一体
化发展”。

华能水电表示， 公司主动扩展
风电、光伏电力项目业务范围，综合
利用自身大中型水电站库区及周边
土地、水面、电站送出通道附近、可
实现调节补偿等区域的风电、 光伏
资源，因地制宜开展风电、光伏项目
建设。

根据公告，“十四五” 期间，华
能水电拟在澜沧江云南段和西藏
段规划建设“双千万千瓦 ”清洁能
源基地。 自 2021 年起，华能水电围
绕承诺约定，积极开展 “风光水储
一体化”发展。 2021 年华能水电完
成新能源核准 （备案 ）386.8 万千
瓦， 开工建设 99 万千瓦。 截至目
前， 华能水电总已投产装机容量
2318.38 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
容量 23.5 万千瓦。 2022 年，华能水
电拟计划投资 50 亿元发展新能源
项目，计划新开工项目 15 个，拟投
产装机容量 130 万千瓦。 （宗合）

三峡能源新增风电
装机 539万千瓦

本报讯 三峡能源 3 月 10 日发
布的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和新增装机
容量公告显示，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155 亿元， 较上年增长
36.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34 亿元， 较上年增长 56.02%。
报告期内，新增项目投产发电、总装
机容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发电
量、上网电量和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加。

新增装机容量公告显示，2021 年
度公司新增装机容量合计 728 万千
瓦，其中，风电装机 539 万千瓦，太阳
能发电装机 190 万千瓦。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投产装机容量合计 2289.6
万千瓦， 较 2020 年末投产装机容量
增长 47%。 其中，风电装机 1426.9 万
千瓦，较 2020 年末增长 61%；太阳能
发电装机 841.2 万千瓦，较 2020 年末
增长 29%。 （肖舟）

中国电力拟成立合资
公司投资开发新能源

本报讯 3 月 9 日，中国电力发布
公告，广西公司与广西核电订立一份
合资协议，据此订约双方同意于中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成立一家合
资公司。

据了解， 中国电力合资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 将由广
西公司及广西核电分别 （按彼等各
自在合资公司的权益 49%及 51%）出
资人民币 4900 万元及人民币 5100
万元。 合资公司专注于新能源的投
资开发。 待中国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后， 合资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控股、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
备及成套零部件的销售、 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核电设备
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以及发电、输
电及供配电业务， 并提供相关的设
计、安装、测试和技术支援，以及维
修和保养服务。 （林中源）

据统计， 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
占全国资源总量的 70%以上。其中，风力
资源占 85%以上， 太阳能资源占 90%左
右。同时，9 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中，7 个
在西部地区。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西北地区新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今年两会热词。
在此背景下， 将西北地区的新能源资源
优势转化为技术和产品优势， 面临着怎
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迎来良好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对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增
加，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也进入
了快车道， 尤其是拥有良好资源的西北
地区，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加速落
地。 2021 年 10 月以来，甘肃、青海、宁夏
等地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陆续开工
建设，项目投资金额均在百亿元级别。

“光伏产业是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举
措。 ”宁夏政协副主席杨培君在调研中了
解到， 光伏等新能源将成为未来的主体
能源，其中西北地区日照资源丰富，在国
家能源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西北地区累计
光伏装机容量 6360 万千瓦，占全国光伏
装机总量的 25%。

“以宁夏为例，近年来光伏制造业发
展迅猛。 目前已形成涵盖多晶硅、硅棒、
硅片、 电池组件等主要环节的光伏制造
全产业链， 成为国内重要的光伏材料生
产研发基地。 ”杨培君认为，加快发展以
光伏产业为主的清洁能源是加快西北地

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碳排放
强度的迫切要求， 为助力西北地区能源
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遇。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剑平亦
表示，在“双碳”目标下，甘肃的“风光”资
源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补齐产业链短板

杨培君指出，因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相对滞后，扩大光伏产业规模、延伸产
业链条和增强产业集聚面临一定的困难。

“还是以宁夏为例， 经过多年发展，
我区光伏产业着力在建链、补链、延链、
强链上下功夫，招引落地了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 但是，整体来看，目前宁夏光伏
的体量还远远达不到国家能源发展需
求， 光伏在能源及电力结构中的占比较
小，未来仍需大力支持。 ”杨培君坦言。

杨培君建议， 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
政策，支持建设更多的抽水蓄能、新型储
能设施，通过提供足够的调节资源，满足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求。 同时建议
国家把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作为撬动西北
地区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支
点， 支持太阳能晶硅产业链布局在宁夏
等可再生电力资源丰富的省区。

“今年我带来了‘在西部地区设立新
能源技术综合开发基地’的建议。 ”周剑
平说，虽然西部地区有“风光”资源优势，
但同时也存在技术和产业链短板， 需要
加大科技开发，把风电、光伏产业发电优
势转化为技术和产品优势， 推动新能源
产业链、价值链迈向中高端。

统筹发展，系统推进

如何充分挖掘西北地区风光热电资
源潜力和低碳优势， 进而使西北地区率
先实现双碳目标？

杨培君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加
大对西北地区发展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
让光伏电站建成后能发出电，实现“千瓦”
向“千瓦时”的转变。

周剑平认为， 在西部设立新能源技
术综合开发基地，可为上至组件、设备、
逆变器，下至运维平台、建设技术的全产
业链带来全面的发展机遇。 西部地区要
把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作为“强工业”
“强科技”的重要链条，打造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 打造千亿元级新能源产
业链。

“必须加强统筹协调， 坚持系统观
念，谋划布局清洁能源、调峰电源、外送
通道、储能电站、储能电池等项目，加快
一体化能源开发建设和相关产业结构优
化。 ”周剑平强调，一系列政策及支持措
施落地， 以及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有
序推进，将深度激活风电、光伏全产业链
发展潜力。

周剑平告诉记者，总体来说，画好西
部地区“风光无限”的“工笔画”，必须加
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谋划布局清
洁能源、调峰电源、外送通道、储能电站、
储能电池等项目， 加快一体化能源开发
建设和相关产业结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