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荨第 16 版荩

风电上市企业
首季表现总体向好

荨第 9 版荩

生物柴油产业
仍需爬坡过坎

荨第 6 版荩

禁用俄罗斯能源
欧洲很受伤

下转 8 版

主管、主办

CHINA�ENERGY�NEWS
□出版 《中国能源报》社有限公司 □Http：//www.cnenergynews.cn www.people.com.cn □第 652 期 □本期 24 版 □周报 □2022 年 5 月 16 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8 □邮发代号 1-6

■新闻热线：010-65369478 Email：zgnyb2009@163.com ■订阅/广告热线：010-65369482 ■举报电话：010－65369481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136 号 ■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印刷厂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定价：388 元/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生物能源与生物环保产业受捧

国家能源局：
2021年可再生能源
消纳“成绩”良好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国
家能源局 5 月 9 日通报 2021 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完成情况。 通报指出，总体而言，
各省（区、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较好 。 甘
肃、新疆未完成最低可再生能源
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新疆未
完成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
消纳责任权重。

通报结果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
计装机容量 10.6 亿千瓦， 占全部
电力装机的 44.8%，其中水电装机
3.91 亿千瓦、 风电装机 3.28 亿千
瓦、太阳能发电装机 3.06 亿千瓦、
生物质发电装机 3798 万千瓦 。
2021 年全年， 全国水电新增装机
2349 万千瓦、风电新增装机 4757
万千瓦 、 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5488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装
机 808 万千瓦。 2021 年全年，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4853 亿千
瓦时，其中水电发电量 13401 亿千
瓦时、风电发电量 6556 亿千瓦时、
太阳能发电量 3259 亿千瓦时、生
物质发电量 1637 亿千瓦时。

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
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通报指出，
2021 年下达全国最低可再生能源
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29.4%，
实际完成值为 29.4%，同比增长 0.6
个百分点。 具体而言，综合考虑各
省（区、市）本地生产和利用、外来
电力消纳、 超额消纳量交易等情
况，除西藏自治区免考核外，28 个
省（区、市）完成最低可再生能源
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其中 13
个省（区、市）达到激励值，甘肃、
新疆未完成最低消纳责任权重，
分别相差 2.6 和 1.8 个百分点。

另外， 通报还明确，2021 年下
达全国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
消纳责任权重为 12.9%， 实际完成
值为 13.7%， 同比增长 2.3 个百分
点。 具体而言，综合考虑各省（区、
市）本地生产和利用、外来电力消
纳、超额消纳量交易等情况，29 个
省份完成了最低非水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其中 1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达到激励值，新
疆未完成最低消纳责任权重，相
差 0.6 个百分点。

通报表示，2021 年全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取得诸多里程碑式
的新成绩 ，各省 （区 、市 ）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
况较好 。

作为推动能源革命的核心技术和各
国能源转型必争的技术高地，储能不仅是
一个技术含量高、 增长潜力巨大的新兴
产业，更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
能源体系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
支撑，关乎“双碳”目标如期实现。在此背
景下，去年至今，国家及地方政府密集出
台 300 多项与储能相关的政策， 并明确
锁定 2030 年 30 吉瓦的储能装机目标。

在锂电储能系统中， 电池组成本占
比高达 60%，直接决定储能项目的整体
经济性和竞争力。 记者近日了解到，去
年延续至今的电池原材料价格跳涨 ，
已经引发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 ， 储能
产业链面临电池企业毛利率大幅降
低、 储能项目中标价格飙涨、 项目建
设被迫延期甚至叫停的困局， 正处发
展“窗口期”的储能产业深受其累。

储能企业如何才能破解原材料涨
价导致的盈利难题？ 置身政策“风口”的
储能产业又如何走出这一困局？

项目平均中标价跳涨 20%
集成商上下游两头承重压

牵一发而动全身，储能产业链价格
当前正沿着 “碳酸锂-正极材料-储能
电芯-储能设备”的链条依次传导。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锂电
池材料价格屡次刷新纪录，碳酸锂价格
从去年初的 5.5 万元/吨，一路涨到目前
的超过 50 万元/吨。 ” 中国能源研究会
储能专委会主任陈海生提醒，在储能产
业快速发展的当下，应警惕供应链风险
和价格机制问题。

“原材料涨价压力在去年第三季度
就已显现，电芯交付周期变长了，企业还

需要预付款，价格也涨得很快。 ”一位储
能集成商向记者坦言，2021 年国内锂电
储能项目中标价格普遍在 1.4 元/瓦时，而
今年已涨至 1.7 元/瓦时，涨幅高达20%。

“翻看储能企业 2021 年年报，其平均
毛利润基本都到不了 20%， 相当于涨价
吞掉了利润。 如此一来，企业很难受，要
么保持市场占有率，放弃部分利润；要么
维持利润，放弃一些市场份额，真是左右
为难、举步维艰。 ”业内知情人士告诉记
者，相比新能源汽车行业，能源行业的价
格上涨空间十分有限， 一边是上游电池
原材料要涨价， 一边是下游新能源企业
要降本， 储能集成商目前正面临两头受
挤压的困境。

从近日披露的多家储能上市企业
2022 年一季报看，“增收不增利”成为行业
普遍现象。 “目前主要靠企业自身去消化

吸收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但这轮
涨价范围广、幅度大，已经对行业健康发
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宁德时代副总经
理蒋理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盈利模式尚不清晰
产业格局悄然生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建储能项目
大多还未形成稳定合理的收益模式，新
能源储能并网项目闲置的现象普遍存
在，而原材料涨价无疑进一步加重了投
资主体的焦虑。

“以风电场配建 10%、2 小时储能为
例，若储能系统价格上涨 0.3 元/瓦时，以
目前企业的投资模型计算， 其内部收益
率将下降 0.2%， 相当于度电成本增加了
0.2 分钱。 ”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田庆军

表示， 受价格传导滞后性和四季度项目
集中交付的影响， 预计今年下半年储能
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恐将导致储能装机
建设任务整体延期， 或出现分期建设投
运的情况。

储能系统涨价之外，硅料、光伏组件
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 各种因素的叠
加影响进一步放大了新能源投资主体的
经济压力。 科华数能市场总监陈超指
出，若“风光”新增装机不达预期 ，作为
新能源项目配套的储能增速也将 放
缓。 在他看来，“十四五”期间，储能产
业新增装机速度将呈现“前慢后快”的
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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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 国家发改
委 5 月 10 日发布的 《“十四五 ”生物经
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
要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 推动
生物能源与生物环保产业发展。 要有
序发展生物质发电，推动向热电联产转
型升级。

《规划》明确，要顺应“追求产能产
效”转向“坚持生态优先”的新趋势，发
展面向绿色低碳的生物质替代应用。 着
眼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目标，重点围绕生
物基材料、新型发酵产品、生物质能等
方向， 构建生物质循环利用技术体系，
推动生物资源严格保护、 高效开发、永
续利用，加快规模化生产与应用，构建
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体系， 推动环境
污染生物修复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确
保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
表示，生物经济涉及面广，覆盖较多产
业领域。 为突出重点，《规划》明确加快
生物技术广泛赋能健康 、农业 、能源 、
环保等产业， 促进生物技术与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 全面提升生物产业多样

化水平。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

分会分析指出， 将生物能源纳入整个
生物经济的规划范畴， 意味着生物能
源不能再单打独斗， 要与生物化工等
一系列生物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走高
附加值综合利用路径， 可以有效提高
生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记者注意到，生物能源与生物环保产
业此次被明确列为生物经济支柱产
业 。 《规划 》指出 ，要积极开发生物能
源。 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推动向热电
联产转型升级。 开展新型生物质能技
术研发与培育， 推动生物燃料与生物
化工融合发展， 建立生物质燃烧掺混
标准。 优选和改良中高温厌氧发酵菌
种， 提高生物质厌氧处理工艺及厌氧
发酵成套装备研制水平， 加快生物天
然气、纤维素乙醇、藻类生物燃料等关
键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 积极推进先
进生物燃料在市政、 交通等重点领域
替代推广应用， 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
低碳可再生能源转型。

在助力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

《规划》提出，要依托生物制造技术，实现
化工原料和过程的生物技术替代， 发展
高性能生物环保材料和生物制剂， 推动
化工、材料、轻工等重要工业产品制造与
生物技术深度融合 ，向绿色低碳 、无毒
低毒、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运用功能
型微生物、酶制剂等生物技术，推动实
现水体脱氮除磷、重金属土壤修复、固
体废物利用处置， 推动提高秸秆综合
利用水平， 发展污染物生物环境响应
监测、生物降解和生物修复、生物资源
回收利用等生物环保产业链，助力打赢
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攻坚战。

对此，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
科院天津工业所所长马延和表示， 生物
制造可从根本上改变化工、 能源等传统
制造业高度依赖化石原料和“高污染、高
排放”不可持续的加工模式，减少工业
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推动物质财富
的绿色增长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在低碳发展方面， 生物制造可以利用
天然可再生原料，实现化学过程无法合
成，或者合成效率很低的石油化工产品
的生物过程合成，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和

转化利用，构建工业经济发展的可再生
原料路线。 预计未来 10 年，石油化工、
煤化工产品的 35%可被生物制造产品
替代，成为可再生产品，对能源、材料、
化工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

按照《规划》部署，“生物能源环保
产业示范工程”被列入七大生物经济示
范工程。 其中生物能源领域工程涉及定
向选育、推广和应用高产、高抗、速生的
油料和能源林新品种，因地制宜开展生
物能源基地建设， 加强热化学技术创
新，推动高效低成本生物能源应用。 在
城乡有机废弃物集中地区开展纤维素
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天然气产业示范，
打通生物质原料收集、有机肥生产使用
等重要环节，提高生物燃料生产规模。
建设以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
料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的产业
园区。 同时， 支持有条件的县域开展生
物质能清洁供暖替代燃煤，稳步发展城
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推进沼气、
生物质成型燃料等其他生物质能清洁
取暖。 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生物柴油推
广试点，推进生物航空燃料示范应用。

受电池原材料涨价影响，储能项目平均中标价格已由去年的 1.4 元/瓦时
涨至今年的 1.7 元/瓦时，对相关项目的经济性和正处发展“窗口期”的产业生
态造成一定冲击。 对此，相关企业积极应对，多途径降本增效———

储能企业奋力突破成本困局
■■本报记者 卢奇秀

位于乌兰布和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的国华 100MWp 光伏治沙配套储能项目， 采用远景能源智慧
储能系统全栈解决方案。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