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主编：别凡 □版式：李立民
□电话：010-653694922 □ 2022 年 9 月 12 日

核
电
主
要
上
市
企
业
半
年
报
显
示
：

核
电
项
目
核
准
提
速

多
能
互
补
大
受
青
睐

■
本
报
记
者

杨
晓
冉

国务院：
支持山东大力发展海上风电

本报讯 日前《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意见》提出，到 2027
年，山东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显著优化，增量能
源消费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提供， 重点行业和
企业能效水平全国领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山东打造千万千瓦级深
远海海上风电基地。

在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方面，《意见》提出
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在确保能源安全可
靠稳定供应的基础上，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
长，加快实施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
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原则上不再新建自备燃
煤机组。大幅压减散煤消费，因地制宜推进“煤改
气”、“煤改电”，推广工业余热余压综合利用。 提
升胜利油田、渤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清洁低碳
生产水平， 加强油气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推
进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山东段）、沿海液化天然
气（LNG）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同时明确，促进山东非化石能源大规
模高比例发展。 支持山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打造千万千瓦级深远海海上风电基地，利用鲁北
盐碱滩涂地、鲁西南采煤沉陷区等建设规模化风
电光伏基地，探索分布式光伏融合发展模式。 在
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在胶东半岛有序发展核
电，推动自主先进核电堆型规模化发展，拓展供
热、海水淡化等综合利用。推动“绿电入鲁”，支持
山东加强与送端省份合作，积极参与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建设，加快陇东至山东特高压输电通道建
设，新建特高压输电通道中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
原则上不低于 50%。构建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智
慧能源系统，推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升新型
储能应用水平。 （仲能）

工信部：
推动电力装备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9 月 6 日，工信部举行“新时代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工信
部装备工业二司副司长柳新岩在会上表示，电
力装备是落实“双碳”战略、实现能源强国建设
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下一步，将推动电力装
备高质量发展。

柳新岩介绍，目前，我国电力装备已发展
成门类齐全、规模较大、支撑能力较强的产业
体系，有力保障了能源安全供应和现代能源体
系建设。 比如，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煤电机组技
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百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顺利投
产， 全部机组一年发电量可满足约 7500 万人
一年的生活用电；“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机组全
面建成投运并实现“走出去”；我国是全球最大
风电装备生产国， 也是全球最大风电装机国，
装机范围从平原到高原山地，再到海上的大功
率风电机组；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1100 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装备应用于准东—皖南“西电
东送”工程。

柳新岩表示，下一步，将以高端智能绿色发
展为方向，以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为驱动，以应用
创新及示范为抓手，推动电力装备高质量发展，
助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落实相关规划部署，实
施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构建支撑能源清洁生产和能源绿色消费的电力
装备体系。

二是加强政策协同， 与各有关部门和地方
建立协同机制，形成政策合力，着力破解电力装
备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发挥应用牵引作用，进一
步加大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力度。

三是继续加强开放合作， 充分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产业合作，加
快电力装备高水平“走出去”，为推动全球能源
生产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积极贡献。 （宗和）

关关注注光伏硅料价格仍维持在高位。 行业咨询机构集邦
咨询 9 月 7 日发布的最新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周报显
示，国内单晶复投料最高价格达 31.1 万元/吨，最低价
格为 30.3 万元/吨，均价约 30.7 万元/吨。 单晶致密料
最高价格达 30.9 万元/吨， 最低价格为 29.9 万元/吨，
均价约 30.4 万元/吨。这意味着，目前的硅料价格比 10
多年前还要高！

近两年，光伏供应链价格持续上涨。 受此影响，硅
片、电池片、组件成本承压，价格也处于高位运行。 “在
光伏供应链价格持续波动的背景下，组件制造企业倍
感压力。 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组件制造企业的员工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硅料价格的变化。 ”近日，
山东润马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在 TUV 莱
茵 2022“质胜中国光伏盛典”上表示。

■■■■各环节扩产周期差异大

自 2020 年 7 月以来，因供应趋紧，国内硅料价
格一路攀升。 当时，国内单晶致密料均价约为 6 万
元/吨，如今已经飙升至 30 万元/吨左右，涨幅高达
400%。 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 PV InfoLink 指出，虽然
根据目前的形势可以预测，硅料的整体有效供应在
9 月将有所提升， 但恐怕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供
需条件。 短期内，拉晶环节开工能力仍受原料供应
制约。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指出，近几年，光
伏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新增装
机规模，或者是产能扩张，都保持了较高的年增长速度。
然而，由于产业链各环节扩产周期不同，从几个月、半年，
到一两年不等， 全产业链扩产存在不匹配的可能性。 因
此，造成某一时间点或某一环节出现供需失衡。

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技术研发
管理总经理徐伟智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 在他看来，
光伏产业链供需失衡的问题一直存在。 硅料企业新建
产能达产的周期在 18 个月左右，而电池片的扩产周期
大约为半年，且新扩产产能很快就会被下游消化。

■■■■价格对冲降低成本压力

目前， 硅料价格飙升已经影响到了光伏供应链后续
环节的硅片、电池片、组件价格，甚至是终端需求。 正泰新
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海燕表示， 硅料价格维持高位

运行，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一定影响。 比如，导致部分项目
延期开工。 对此，企业正在积极应对。

“虽然今年硅料价格不断上涨， 但包括光伏玻璃
在内的其他辅材的价格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且二者的价格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冲，实际上缓解了
硅料价格飙升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张中良说，“企业
正通过来料加工、双经销等方式努力保障供应链的安
全与稳定，以及成本、价格的合理性。 ”

同时，硅料价格上涨还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更新迭代。
“硅料作为主要原材料在光伏组件成本中的占比较高。随
着硅料价格的上涨，其在成本中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如
果能利用薄片化技术等减少硅料用量， 则可以达到减少
成本的目的。 这也正是今年行业技术创新速度整体提升
的原因之一。 ”黄海燕介绍，“今年以来，TOPcon、异质结
等新技术扩产规模大增。 我们的 TOPcon产品实现了规
模化量产，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技术储备。 ”

■■■■垂直一体化布局保供

硅料价格的提升本质上反映的是供需问题。 企业
为保障正常用料用材，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比如，借助
良好的上下游客户关系维持合作、签订长期采购订单

提前锁定用料等。 还有的企业选择了垂直一体化全产
业链布局来降低不利影响。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近日指出，
光伏企业产能扩张意愿较强还受到了产业垂直一体
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一体化战略下，光伏企业会考虑
自身在哪个环节产能不足或不配套，进而针对这一环
节扩产，逐步完善产业链。 ”

“我们入股了多晶硅企业青海丽豪，并作为其
股东和不少硅片供应商实施战略合作。 电池片、组
件以及下游电站业务一直是我们深耕的领域。 这
些都为我们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动力。 ”徐
伟智说。

在张中良看来，不管是选择专业化发展还是垂直
一体化发展，企业都要有自己的规划，最重要的是找
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差异化经营模式。

“现阶段，硅料价格维持高位，但这只是阶段性问
题。 业内预计，这一情形不会持续太久，在今年第四季
度或明年，新的硅料产能陆续释放后，硅料价格或将
进入下行通道，给行业带来利好。 ”张海认为。

(压题图为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光伏电站。 人民图片)

日前，中国核电、中国广核相继披露 2022 年半年
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2022 年上
半年，两家核电企业归母净利润均同比上升，但平均
机组能力因子不及去年平均水平。 同时，行业在加速
完善核电储备的同时，积极探索非核领域以推进低碳
发展、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净利润均现增长◆
中国核电半年报显示，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

入 345.7 亿元，同比增长 15%；实现归母净利润 54.4 亿
元，同比增长 17.4%。 中国广核 2022 年 1-6 月实现营
收 366.2 亿元，同比下降 0.7%；实现归母净利润 59 亿
元，同比增长 7.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中国核电共发电 943.5
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8.15%。 其中在运核电机组
共 25 台， 装机容量为 2371 万千瓦， 发电量为 878.32
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97%，约占全国运行核电
机组发电量的 44.14%。 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3833
小时，平均机组能力因子为 92.48%。

中国广核 26 台在运核电机组上网电量为 928.4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2.5%。 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490 小时，同比减少 236 小时，在运机组平均能力因
子为 87.88%，平均负荷因子为 80.34%。分区域来看，广
东受台山核电站检修影响，电量同比下滑；广西、福建
区域机组受今年大修数量增加以及第二季度水电多
发导致核电减载时间同比提升。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 《全国核电运行情况
（2022 年 1-6 月）》显示，2022 年 1-6 月，运行核电机
组累计发电 1989.99 亿千瓦时， 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5.02%， 与 2021 年同比持平。 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3621.77 小时，平均机组能力因子为 90.17%。

能力因子、负荷因子和利用小时数这 3 个指标是
衡量核电机组利用情况的有效指标，通常机组换料大
修对这 3 个指标会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广核半年报指
出，台山 1 号机组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开始停机检修，
影响了核电利用小时数。 但该机组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重新并网发电。 据了解，台山 1 号机组装机容量
为 175 万千瓦，占公司核电总装机的 6.2%。 此外，红沿
河 6 号机组于 6 月 23 日投入商业运营，预计下半年上
网电量将有所提升。

◆核电储备加速完善◆
根据国家能源局和中电联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为 5553 万千瓦，同比
增长 6.5%，行业加速完善核电储备。

3 月 17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2 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推
动新的沿海核电项目核准。 4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一次性批准了 6 台核电机组， 为 2008 年来首次，根
据“十四五”规划，全国核电增量将达 15 吉瓦以上。

中国核电半年报指出，今年上半年严格按照最新
法律法规标准开展厂址选择、技术论证和厂址储备，正
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的核电机组超过 10 台，满足国家
核电发展规划需求。浙江三门 3、4 号机组获核准，多个
项目获批开展前期工作，另有在建机组 8 台，装机容量
达 8.9 吉瓦。

中国广核根据 2021 年中长期发展战略及 “十四
五”规划，也在争取加速核电机组核准，力争到 2035 年
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70 吉瓦，2021-2035 年装机复合增
速达到 6.7%， 努力实现 2035 年在运加在建核电装机
全球第一的目标。 2022 年 4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核准了包括陆丰 5、6 号机组在内的 3 个核电项目。

◆积极布局新能源◆
半年报显示，中国核电正大力开拓风电、光伏、地

热等新能源市场，积极开发核能供热、供汽等多用途市
场，努力突破敏捷清洁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中国核电的非核新能源布局取得一定突破：田湾
滩涂光伏示范项目、海南海上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此外，
获取新能源大基地项目装机 3吉瓦，储备项目总装机约
10吉瓦。 敏捷端产业重点项目也取得进展，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项目加速研发。

此外，中国核电控股子公司中核汇能成功募集 75
亿元，将助力公司实现风光跨越式发展。 截至 2022 年
上半年，该公司风光在运装机 8.9 吉瓦，其中风电、光
伏装机容量分别为 2.6 吉瓦、6.2 吉瓦；在建装机 2.6 吉
瓦，风电、光伏分别为 0.4 吉瓦、2.3 吉瓦。

中国广核也在着力打造以核能为中心的多能互
补，例如，红沿河核电已对核能供暖有所实践，获得广
东省一抽蓄项目控股开发权， 积极拓展核能配储等。
半年报指出，该公司与汇宁时代合作投资了 1.3 吉瓦/
2.6 吉瓦时电化学储能项目，总投资约 60 亿元，有利于
提升核电机组运行稳定性，稳定核电交易价格。

硅硅料料价价格格居居高高不不下下
光光伏伏企企业业应应对对有有招招

除除加加快快技技术术迭迭代代外外，，还还积积极极签签订订长长期期采采购购订订单单、、布布局局垂垂直直一一体体化化发发展展等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近日，上海市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支持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提出，探索建设氢
交易平台，支持国内氢能龙头企业、碳交易专业平台
机构等在临港新片区联合设立统一、高效的氢能交易
平台。

业内认为，在加快发展有规模有效益的氢能产业
过程中，需要将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发
挥碳市场价格引导作用， 推动氢能与其深度融合，以
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全国性氢交易所建设
迎来机遇期，国内氢交易市场正在酝酿。

上海基础优势显著

《若干政策》 指出， 上海将研究完善相关政策措
施、标准、方法学，探索氢交易及绿氢交易、价格指数、
溯源认证、氢储能等参与电力市场和氢能碳减排的市
场化交易机制，推动清洁氢产生的减排量纳入自愿碳
减排市场交易，逐步探索建设全国性氢交易所。

记者注意到，今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正式启动 1 周年之际， 上海电力就已联合上海环
境能源交易所、 北京国氢中联氢能科技研究院和上海

临港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行了共建上海氢交易所
合作协议云上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未来上述 4方将发
挥资源互补优势，共同参与上海氢交易所的建设。

“上海是全国乃至国际重要的金融交易中心，是
多种大宗商品以及碳排放权的主要交易地。 选择上海
作为全国性氢交易所，有利于借助上海金融交易基础
优势，增强氢能交易的影响力。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孙传旺表示。

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总监
魏蔚认为，上海是第一批进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群的城市，也是全国氢能产业发展的高地，拥有良好
的化工和能源基础，同时也是我国的金融中心。 因此，
无论是从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还是金融交易平台建
设角度看， 上海的资源禀赋条件都极具优势。 因此，
《若干政策》中提到的评估方法、价格指数、交易规则
等，上海都有望走在全国前列。

助力实现降碳目标

探索建设全国性氢交易所， 背后的需求导向不容
忽视。 发展氢能产业，推进我国能源体系加快向绿色低
碳方向转型，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孙传旺认为， 氢交易的本质包括商品交易属性和
气候金融属性。 “氢能本身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广泛的
使用场景，具备商品交付与价格发现的功能；同时，氢交
易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
于通过金融交易手段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

“氢能加入交易市场将对氢能产业带来三重利
好。 首先，有利于增强氢能产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健
全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同时，有利于通过金融交易体
现氢能价值，促进氢能供应和多场景应用发展；最后，
有利于推动氢能技术创新， 拓宽氢能产业融资渠道，
支撑氢能产业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 ”孙传旺表示。

“如今，全国碳交易市场已启动 1 年，未来，更多
传统化石能源制氢相关行业将被纳入全国碳交易市
场， 这将推动制氢企业更加关注可再生能源制氢，倒
逼企业向清洁制氢工艺转变。 ”魏蔚指出，建立氢交易
所， 推动清洁氢产生的减排量纳入碳减排市场交易
中，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绿氢成本，提升氢能市场竞争
力，加快氢能产业市场化进程。

标准体系待完善

受访人士指出，全国性氢交所的设立对于氢能产

业而言是重大利好，但现阶段，我国碳交易市场及氢
能产业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完善相关标准体
系，进一步提升氢能利用的经济性。

“在探索建设全国性氢交易所过程中， 要加快
制定氢交易的相关标准， 规范氢能的交易模式、交
割方式、交易主体、准入门槛等，推动氢交易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 ”孙传旺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氢
的金融属性，加强氢交易的金融风险防控，让市场
价格充分、合理地反映氢能价值是重点。 长远来看，
要逐步推动氢交易、电力交易和碳交易联动，更加
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调节与
优化作用。

为更好地抓住全国性氢交易所的建设机遇，氢能
产业还需更多突破。 魏蔚表示，虽然氢交易市场前景
广阔，但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关键零
部件及核心材料等与国外先进技术仍有差距，还需在
成本、市场、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攻坚。 “此外，碳交易
市场在我国也刚刚起步，目前碳交易价格偏低，在国
际上缺乏权威性。 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应在持续探
索交易机制、完善标准体系的同时，着力提升绿氢生
产规模，不仅要满足我国绿氢需求，也要为未来的绿
氢出口创造条件。 ”

全全国国性性氢氢交交易易平平台台正正在在酝酝酿酿
■■本报记者 仲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