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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

氢能产业规划不搞齐步走

山山东东海海上上风风电电不不配配储储有有何何深深意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BIPV有望迎来
快速发展黄金期

本报讯 4 月 1 日起， 住建部去年
10 月出台的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
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以下简称 《规
范》）正式开始施行。 《规范》明确新建
建筑应安装太阳能系统， 组件设计使
用寿命应高于 25 年。 这一标准的施行
将有力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 （以下简
称“BIPV”）的发展。

事实上，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政
府对于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愈发重视，
而 BIPV 通过将光伏与建筑结合在一
起，完美契合当前绿色发展的主旋律，相
关部门以及多个地方政府都陆续出台了
多项政策推动 BIPV 的发展。 今年 3 月，
住建部发布《“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发展规划》， 指出到 2025 年全国新
增建筑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 5000 万千
瓦以上。安徽、广东、浙江、陕西、吉林、山
东、河北、西安、宁波等多个省市也相继
出台了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政策。

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完善，BIPV
有望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第三方机
构预测，2025 年 BIPV 市场规模将超过
1000 亿元，这也吸引了众多企业加入。 3
月 29 日，东方日升举行超低碳系列产品
发布会， 推出最新 BIPV 产品———适用
于工商业建筑屋顶的“超能顶”和适用于
民用建筑屋顶的“超能瓦”。 据介绍，“超
能顶”可作为建材融入建筑系统，防水、
防火、抗风性能优异。逆变器企业固德威
联合曼宁家、凯伦、威卢克斯等建筑建材
企业，正式发布了“旭日瓦”“北极瓦”“星
宇瓦”等系列光电建材产品。

事实上，从 2021 年开始，光伏企业
与建筑企业联合发展的模式已逐渐成为
一种趋势，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推
进 BIPV 发展。 今年 3 月，隆基股份斥资
16.35 亿元成为森特股份第二大股东，
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开拓 BIPV 市场。 森
特股份发布公告反向收购隆基股份子
公司， 和隆基股份彼此互为 BIPV 领域
的唯一合作伙伴，深度聚焦 BIPV 业务。
另一光伏龙头企业晶科同样在积极布
局 BIPV 领域。 晶科能源专门为工业厂
房屋顶打造的晶彩 BIPV 彩钢瓦解决方
案，将光伏组件以及其它的电气设备直
接安装在建筑屋顶上。 英利旗下子公司
嘉盛光电已推出 “青砖”“黛瓦”“琉璃”
“壁影”等多种光伏绿色建材，产品已应
用于雄安中交未来科创城、 雄安高铁
站、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等百余个绿色建
筑项目。

与此同时，天合光能、中信博等光伏
企业也推出了优秀的 BIPV 产品， 除此
之外，协鑫集成、东方雨虹、秀强股份、芯
能科技、杭萧钢构、东南网架、福斯特、龙
元建设等各行业企业也纷纷跨界进入
BIPV 行列。

尽管 BIPV 被称为超千亿市场蓝
海，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光伏建筑仍
主要以 BAPV 模式为主， 即在现有建筑
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BIPV 作为未来
光伏建筑发展的重要方向，能够很好地
解决 BAPV 系统存在的一些痛点。BIPV
主要的应用场景包括幕墙和屋顶，也就
是所谓建筑的屋面和立面。 屋顶资源是
当下 BIPV 领域抢占的重点， 尤其是结
合整县推进的政策， 屋顶 BIPV 产品发
展愈发快速 。 目前光伏企业主推的
BIPV 产品多为产品化， 可以适应不同
的建筑屋顶， 同时也能规模化生产，有
利于扩大市占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综合
考虑， 未来 BIPV 产品的发展方向将是
既能做标准化的产品，也能做定制化的
产品，从而满足不同用户和不同场景的
需求。 （奚霞）

本报讯 记者仲蕊报道：近日，国家发
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 (2021―2035 年)》（下称 “《规
划》”）有关情况，提出各地方在研究制定氢
能产业发展相关规划、支持政策时，应充分
考虑本地区发展基础和条件，统筹谋划、合
理布局，按照《规划》统一部署，不搞齐步
走、一刀切。严禁不顾本地实际，盲目跟风、
一哄而上，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避免造成
基础设施和资源浪费。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氢能产业尤其是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
一些地方盲目跟风、 低水平建设的苗头已
有所显现。

根据 《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
书》， 到 2050年氢能在我国能源体系占比中
将提升至 10%，产业规模将达到 10万亿元以
上。 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发展规划及补贴政
策陆续出台，5个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获
批落地，氢能产业进入发展新阶段。

由于此前氢能产业顶层设计尚未颁
布，部门、地方就氢能发展各说各话，缺乏

统筹、协同布局意识，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
重复布局、低水平建设现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部
长、研究员景春梅表示，实际上，在国家顶
层氢能规划正式出台前， 已有一些地方的
产业规划及产业布局等方面有过热苗头，
绿氢布局规模、 燃料电池汽车部署数量等
都远超当地的市场承载能力。

“目前来看，在氢能产业链中，制氢和
储氢两个环节技术成熟度、 经济性相对薄
弱，氢能应用存在一定的无序发展现象。 ”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马天才表示， 在没有足够产
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的情况下， 一方面将极
大浪费企业技术、人才资源，另一方面也将
大大降低氢能行业准入门槛，产生“劣币驱
逐良币”现象。

如何“掐灭”过热苗头、进一步预防产
业无序发展？

“因地制宜是基本原则。 ”马天才认为，
政府应在规划指导过程中， 充分把握当地
资源禀赋、应用市场需求，及技术、人才、产

业基础等，拓展氢能在交通、储能、工业、发
电等多领域的应用示范，如北方热电联供、
南方地区热电冷联供等具有区域性特点的
应用探索。

“氢能热中要始终保持冷思考。 ”景春
梅进一步指出， 全国已发布氢能产业相关
政策的地方应结合日前出台的国家氢能顶
层设计，合理把握产业发展节奏。在布局新
的氢能项目前， 各地应结合当地原有产业
基础、市场应用现状及氢能应用前景等，明
确自身的氢能发展定位， 实事求是地进行
本地氢能产业规划， 不能急于求成、“跑马
圈地”。

“在国家氢能规划出台后，围绕产业
链短板和弱项， 国家可能后续会出台配
套政策、推出相应的示范工程，同时开展
对各地氢能规划的评估， 及时调整产业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此外，目前我国氢能
产业主要通过试点示范这一方式， 随着
政府持续引导和产业规范进一步完善，
试点示范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解决产业
发展过程中产能过于集中的问题。 ”景春

梅表示。
受访专家均表示，氢能《规划》中，“市

场主导，政府引导”这一氢能发展基本原则
尤为关键。

“未来氢能产业发展，不能忽视市场需
求对氢能的影响。 ”在马天才看来，有丰富
且廉价的氢源、有氢能市场需求的地区，才
能够实现“产业闭环+示范应用”模式的建
立。 “目前，氢能产业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形
成闭环，制氢成本是否便宜、运输存储过程
中经济是否可控、 氢加注网络是否覆盖全
面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认为，随着氢能产

业从发展初期阶段走向快速增长期，各地
政府应按照国家规划要求，加强规划的落
地，进行氢能产业科学合理布局。 除此之
外， 还应通过制定氢能各环节准入门槛、
技术标准和规范、配套监管措施等，完善
氢能市场规则，用市场化手段逐步淘汰落
后产能。

“通过市场机制引导， 提高重复建
设 、低水平项目的投资成本 ，形成更高
的行业准入门槛，规范氢能项目试点示
范。 同时，在此过程中，政府引导应落到
实处 ，按照试点示范根本要求 ，把引导
性的氢能示范工程做实、做细。 ”郭焦锋
建议。

近年来， 仙居县充
分利用荒山坡地， 发展
光伏、 风力发电新能源
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图为鸟瞰仙居县上
张乡光伏发电站。

人民图片

4 月 1 日， 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邓召
军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该省 2023 年底前建成并网的海上
风电项目，将免于配建或租赁储能设施。

从 《2021 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开始，山东配储意见几经修改。最初提出新
能源场站原则上配置不低于 10%的储能设
施，随后鼓励新建集中式风电、光伏项目按
照一定比例配建或租赁储能设施，2025 年
建设 450 万千瓦左右的储能设施。 接着提
出推动集中式风电、 光伏发电场站落实储
能配置要求， 鼓励分布式光伏建设储能设
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200 万千瓦以上。现
在则提出对于 2023 年底前建成并网的海
上风电项目，免于配建或租赁储能设施。同
时，对于海上光伏项目，将参照海上风电支
持政策，在配置储能设施、回购送出线路等
方面给予支持。海上风电不配置储能，会影
响山东储能的发展吗？

提高海上风电项目收益

山东提出对 2022 年至 2024 年建成并
网的“十四五”海上风电项目，分别按照 800
元/千瓦、500 元/千瓦、300 元/千瓦的标准
给予补贴， 补贴规模分别不超过 200 万千
瓦、340万千瓦、160万千瓦。 这是继广东省
后，第二个明确下发海上风电省补的地方。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储能技术专家楚攀
博士表示，山东省海岸线较长，海上风电资
源具备较大发展潜力， 当前山东的海上风
电正处于由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开发转变的
关键时期，面临前期投入多、施工难度大、
建设成本高等制约。“免于配建或租赁储能

减轻了海上风电项目投资方的负担， 对促
进山东海上风电发展有积极作用。 ”

政策补贴可以提升储能项目经济性，
投建或租赁储能直接影响项目的投资回
报率。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山东海上
风电不光有补贴，还免配储能，山东能源
集团及国电投的相关项目都已开工，整体
项目收益率约达到 6%。 “通过这项决定不
难看出，未来海上风电将是山东能源发展
的重头戏。 ”

不影响山东储能整体发展

国家发改委某不愿具名人士告诉记
者， 山东的本意是不希望因为配置储能拖
慢其海上风电发展的整体节奏。“一刀切配
储或者不配储都是不合理的， 但是对于储
能产业来说，不一定非要追求速度，控制节
奏会更好。 山东此次的决定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

山东省能源局近日公布了 29 个储能
示范项目，累计 310 万千瓦。 “由于海上风
电的建设周期较长，一个 30 万千瓦左右的
项目从施工到并网需要 1 年到 1 年半左
右，在 2023 年底前建成并网的海上风电项
目并不会太多。此外，山东省的海上风电装
机规模与陆上风电、光伏装机量差距较大，
山东的配套储能项目还是针对陆上新能
源。 ”楚攀坦言。

山东省的最新政策鼓励先进储能技
术规模化应用， 要求重点建成绿能东明、
三峡庆云二期、 华润东营等一批项目，装
机规模为 100 万千瓦；开工建设济宁废弃
矿井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积极推进泰安盐

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建设；推动新能源场
站合理配置储能设施，支持枣庄储能产业
基地项目建设，力争全省新型储能规模达
到 200 万千瓦。 在此背景下，山东某储能
企业的员工称“并不担心叫停海上风电配
置储能会影响行业发展。 ”

优先发展电网侧储能

山东电网以火电为主， 系统调峰问题
较为突出。随着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第三
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迅速增长， 使得电网
峰谷差不断增大，日负荷率持续下降。

楚攀直言， 由于山东本地的抽水蓄能
机组、天然气发电机组装机量少，电网能够

调用的灵活性资源有限，与此同时，风电、
太阳能等新能源电力的不断接入将进一步
加剧系统的调节难度， 因此亟需具有快速
响应能力的储能电站接入电网。

上述山东储能企业员工预测， 今后山
东的储能大多集中在电网侧， 作为共享储
能使用。“当前山东全省煤电机组装机容量
占总容量的 74.2%， 电源结构有待进一步
改善。电网主要依靠燃煤机组调峰，随着电
网最大峰谷差逐年加大， 电网调峰手段不
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可能出现弃风弃光现
象。输电走廊资源日益紧张，前期工作难度
增大。 综合这些因素， 亟需发展电网侧储
能，才能满足系统调峰需求，保证电网安全
运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