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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浙江江乐乐清清：：
光光伏伏板板间间农农事事忙忙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8 月 3 日， 在浙江省乐
清市正泰 15 万千瓦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基地， 农技人员
正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
药，进行防治病虫害作业。

建在乐清湾 4500 亩滩
涂盐碱地上的农光互补光
伏发电基地，交叉种植海水
稻等耐盐碱作物， 发挥农
技+农机的作用，推广示范
新技术、新装备，提高机械
化水平，确保农业生产有序
进行。 人民图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超高层建筑
如何降能耗？
■■ 本报记者 张胜杰

国家发改委近期在《“十四五”新
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中明确提出，要
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的建筑， 对新建 250 米以
上的建筑，也要进行严格限制。

有专家表示，超高层建筑在集约
利用土地资源、推动建筑工程技术进
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但能耗也相对较高。
“双碳”目标下，超高层建筑该如何降
低能耗？

易产生“高碳锁定”效应

超高建筑曾一度被视为评判城
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曾在我
国引起超高建筑建设热潮。 “楼层过
高会产生‘高碳锁定’效应，高楼需要
更多高能耗的原材料进行建设，也需
要大量的能耗保障运行。 ”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
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说。

潘家华举例称：“比如迪拜哈利
法塔的游泳池在第 76 层， 把水从地
面提升至第 76 层要消耗很多能源，
这个楼共有 50 多部电梯， 也不是小
规模能源供给能够保障的。 ”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高级规划师李昊也认为，对于体量
巨大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来说，通风
系统、垂直升降、给排水和强弱电系
统等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有研
究显示，一栋摩天大楼每平方米每年
耗电量达 139 千瓦时，能耗远高于其
他建筑。

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

业内专家表示，超高层可以因地
制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北京城奥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秦卫中告诉记者：“对于超高层建筑来
说，除了在屋顶设置光伏板系统以外，
还可以在幕墙上集成太阳能板， 为大
楼提供绿电。 ”

秦卫中具体分析称，超高层建
筑的特点决定了其建筑外墙是与
太阳光接触面最大的外表面，如果
能合理的利用幕墙构造，将光伏系
统置于外墙上或将光伏板直接集
成到玻璃幕墙上，可以有效降低墙
体温度，从而降低建筑物室内空调
的冷负荷。

中国地调局浅层地温能研究与
推广中心主任李宁波建议：“还可以
考虑在建筑旁边的绿地、 停车场、裙
楼等地方，开发中深层地热，建设地
源热泵系统，为大楼提供热水和供暖
服务。 ”

加强在线监测

对于高层建筑在运行过程中存
在的能源浪费问题，中国建筑设计研
究院工程院工程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何海亮认为：“通过能源管控平台及
其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对各类能耗数
据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从而给
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能耗需求运行方
案，同时结合自动控制系统，实现降
低运行能耗的目标。 ”

以北京中信大厦为例，记者在大
厦智慧中心看到， 通过能源管理系
统，可以实时可对楼宇里的能源运行
情况进行检测。 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
司首席机电总监聂美清介绍，全楼共
有 23 个变配电室， 全大厦有 139 部
电梯、212 台空调机组、 近 6000 台风
机及 6 万余个 LED 照明灯具。 2021
年，大厦通过了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
标识认证，成为国内为数不多通过该
认证的超高层建筑之一。

聂美清告诉记者，大厦的能源管
理系统可以根据机电系统的特点，定
制开发能耗评估体系，对能耗、运行
策略、设备故障、环境舒适度、节能效
果进行评估、诊断和验证。 该项目能
源管理主管李嘉琦告诉记者，仅针对
空调、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部位的
精准节能，2021 年就间接降低碳排放
近 3200 吨。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也在积极探
索节能环保、智慧化运维。 如它在大
楼里搭建了综合能耗管控平台，通过
智能化的平台，可以实现自来水、电、
蒸汽、热力、燃气、中水等多类型的能
耗管理。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在
大楼内安装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相当于给大楼配置了一个聪明的大
脑来管理能源。 ”沈阳建筑大学建
筑与规划学院副院长李辰琦教授
说， 它不仅可以实现建筑节能，还
可以将设备故障第一时间反馈到控
制中心，为建筑用能安全提供了有
效保障。 另外，系统还能够计算出
建筑的碳排放数据，为碳交易提供
参考。

������日前，河北省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公
布省级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
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张
家口市宣化区、秦皇岛市抚宁区、唐山市
迁安市、邢台市宁晋县、邯郸市武安市 5
个县（市、区）被列为省级整县（市、区）屋
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河北省成为国内
首个推出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省级
试点的省份。

■■建设进度居于国内前列

根据去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单，在
全国 676 个试点中， 河北省占据 37 席，试
点数量位居全国第 5 位。 此次增设省级试
点，河北省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通知》表
示， 确立省级试点旨在进一步扩大试点范
围，加快推进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
开发试点工作。

在建设时间进度上， 按照河北省发改
委发布的《关于开展整县（市、区）屋顶分布
式光伏开发试点的通知》，国家级试点项目
自 2021 年 11 月起， 组织开发企业按照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分别完成不低于
总装机任务 10%、50%、40%的比例要求开
展项目建设，确保 2023 年底前如期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 此次省级试点， 原则上要在
2022 年、2023 年分别完成不低于总装机任
务的 30%、70%， 确保 2023 年底前如期完
成项目建设任务。

据记者了解，目前，河北省整县（市、
区） 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国家试点项目的

推进速度在国内居于前列。 唐山海泰新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垠堡告诉
记者， 公司负责建设的唐山市玉田县整县
推进 40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目前已完
成近 50%。 “如果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基本
可在 2022 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会比河
北省的总体要求提前很久。 ”王垠堡表示，
公司也在积极争取， 希望能够参与后续的
省级试点项目建设。

■■民营企业灵活性优势凸显

虽在国内居于前列， 但也有知情人向
记者透露， 少部分由大型央国企主导的项
目推进速度不及预期。“像海泰电力这样的
本地民营企业，机制灵活，而且在当地经营
多年，有不错的工作基础，自然效率高、进
度快。 央国企的各项工作很多都要逐级报
批， 追加一笔很小的投资可能都要审上 1
个月，进度就会慢一些。 ”

河北省光伏新能源商会秘书长马献
立表示，目前，在河北省的整县（市、区）屋
顶分布式光伏市场开发中，央国企主要依
托当地的民营企业开展工作，双方进行合
作开发。 具体而言，通常是央国企在签订
协议的试点县委托 2-3 家当地有一定经
验和资质的企业进行项目开发建设，电站
并网后打包验收收购。 “整个操作过程中，
手续流程繁杂，一定程度上会存在标准把
控不一、验收并网缓慢、光伏电站结算慢
等问题。 ”

此次河北省发布省级试点名单的同
时， 也对试点项目提出了动态调整要求。

《通知》提出，河北省发改委将结合国家和
省级试点工作进展， 适时将工作进展快的
省级试点县（市、区）纳入国家试点范围，进
度持续落后的国家级试点县（市、区）降级
为省级试点或取消试点资格。

对此，马献立表示，这体现出河北省对
于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推进工作
的前瞻性考量。 “37 个国家试点的同时设
立 5 个省级试点，一旦个别项目出现问题，
还有后备增补，工作不会陷入被动。 ”上述
知情人也表示，对于个别“占着市场资源不
开展工作” 的企业，“省里已经给予提示警
告，如果再没有推进，不仅有取消试点资格
的风险， 而且企业后续想在河北开展大型
电站建设可能也会受到限制”。

■■强化接入和消纳保障

此外， 在电站接入和并网消纳方面，
《通知》指出，5 个省级试点县（市区）的接
入和消纳条件均已经过电网公司确认。 同

时要求各级电网公司要加强与试点县（市、
区）政府和开发企业的沟通对接，抓紧制定
配套电网建设方案并同步启动配电网建设
改造工作，切实保障试点县（市、区）分布式
光伏接入需求。

马献立表示，从一线市场的反映来看，
目前，的确存在部分县域（村、镇）变压器容
量受限问题，整村、整镇、整县齐头并进难
以实现。 “但就河北省当前的整体情况而
言，接入空间还是可以满足的。 ”

王垠堡指出， 在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
中，确实有个别村镇光照资源好、屋顶条件
佳、 村民安装意愿强烈，“但变压器容量真
的不够， 我们也向电网公司反映了相关情
况，电网方面很配合，也提出了相应的增容
计划”。

对此，马献立建议，针对县域台区变压
器容量情况，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协调完成
农网改造升级和变压器容量升级配套工
作，以便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推进
工作的顺利开展。

真真快快！！玉玉田田县县整整县县屋屋顶顶光光伏伏装装机机完完成成近近5500%%

近日，能源巨头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宣布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申能
能创能源发展有限成立合资公司———上海
申能壳牌新能源有限公司， 双方将在上海
投资建设加氢站网络。值得注意的是，除申
能集团之外，近段时间，国氢科技、捷氢科
技、 福田汽车等多家国内氢能企业纷纷与
外资牵手合作。

业内认为， 我国氢能产业与发达国家
相比仍处于发展初期，在技术、市场培育等
方面尚存一定差距。 引进外资与国内氢企
合作有利于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走向高质量
发展。

中外氢企合作加速

随着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 年）》的正式发布，外国企业与
资本寻求进军国内氢能市场的步伐明显加
快，壳牌、丰田、康明斯等多家外企纷纷与
国内氢企合作布局氢能项目。

氢能制氢设备方面，7 月 28 日， 国氢
科技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在绿电制氢、氢能技术推广应用
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7 月 13
日， 康明斯与中企牵手探索光伏制氢整体
解决方案， 开发光伏 PEM 电解槽各种应
用场景下的制氢方案。

车企方面，今年 3 月，丰田中国计划采
购氢燃料电池系统，拓展中国市场；现代汽
车集团首个海外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销售
基地“HTWO 广州”将在下半年竣工并投
入生产， 首款符合中国法规的氢燃料电池
乘用车 NEXO 也计划在年内引入中国。

林德集团、法液空、空气产品三大气体
巨头也在持续布局。去年 9 月，冰山集团与
林德集团合资兴建的林德加氢站设备 (大
连)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共同推动加氢站设
备制造；今年 3 月，法液空与申能集团、上
海化学工业区签署投资协议， 成立一家三
方合资公司， 建设上海最大规模的氢气充
装中心， 加速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氢能部
署。去年 8 月，空气产品公司与内蒙古久泰
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空气产品久
泰(内蒙古)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空
气化工产品公司氢气提纯液化及储运技
术，投资 7.25 亿元建设年产 10000 吨液氢
装置及配套加氢站。

看好国内产业前景

外资加速布局的背后， 一方面是国内
巨大市场潜力的吸引，另一方面，则是对我
国氢能技术水平发展前景的认可。

氢能行业从业者郑贤玲认为， 我国有
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及市场潜力， 制造业成
本较低且相关配套比较齐全， 利用先进技
术助力氢能产业在设备性能、 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尤为关键。

壳牌中国集团主席黄志昌表示， 氢能
将在中国的运输和重工业等难以减排的行
业脱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预计到 2030
年， 氢能在中国能源系统中的占比将至少
达到 5%。中国氢能价值链可以为企业带来
更多的发展机会。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马天才认为，
中外就产业展开合作将利好我国氢能产业
发展。一方面，外国资本和有实力的外资企
业，对我国通过发展氢能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以及技术选择方向比较认可； 另一方
面， 我国在氢能产业部分环节的技术已取
得突飞猛进的进步， 外资及外国企业持续
看好。 “目前，部分外资已经认为氢能与燃
料电池产业将实现规模化应用， 与传统能
源相比足够有竞争力，我国的市场、人才以
及技术将提供关键支撑。 ”

持续解决产业瓶颈

虽然外资加持、前景明朗，但受访人
士提醒称，氢能产业仍面临成本高、部分
产业链环节薄弱、人才短缺等问题，应在
充分把握外资合作机会的同时，着力解决
产业瓶颈。

郑贤玲指出， 例如法液空与厚普股份
合作推动加氢站建设进程， 可在氢能供给
端贡献重要力量； 中集安瑞科与挪威Ⅳ型
储氢瓶生产企业合斯康成立合资公司，推
进生产设施建设， 有利于促进我国Ⅳ型储
氢瓶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生产进程。“与油
气和锂电这样的资源约束型产业相比，氢
能产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但仍面临一些
限制条件，在拥抱国外先进技术，共同寻求
技术进步的同时， 也要发挥我国氢气和制
造业优势，改善氢能储运等薄弱环节，保障
我国能源自主性和独立性。 ”

马天才建议，解决氢能产业发展短板，
首先要注意人才的持续培养， 虽然氢能行
业在我国发展超过了 20 年，但专业人才培
育仍远远不足； 其次要清醒的认识到在一
些关键材料及设备领域与国外先进技术存
在较大差距，应加大力度研发攻关；最后，
在与外资合作交流或合作研发过程中，要
注意知识产权及产品专利保护。

中外企业联手助力氢能产业加速跑
■■本报记者 仲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