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英国能源大臣格兰特·沙普斯
公开表示，英国政府推出的用氢燃料替代
部分家用燃气的计划备受争议，可能会被
取消。 “尽管氢能有望成为英国整体能源
结构的一环，但氢气可能不会如期替代天
然气输送到居民家中。 ”

■■■■ 强推氢能供热试验争议四起

2021 年， 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建设氢
能示范小镇的计划， 拟在 2000 户居民家
中用氢燃料锅炉对天然气锅炉实施替代，
试验为期两年，惠特比、雷德卡两地成为
率先“尝鲜”的小镇。 然而，随着英国政府
在惠特比小镇提出氢能供热或供电后，当
地居民就表达了不满。

《金融时报》报道称，在开始安装氢
燃料锅炉并告知居民潜在成本后， 遭到
惠特比当地居民强烈反对， 他们对氢能
供热技术在能源体系中扮演的长期角色
提出质疑，认为该技术“更加昂贵且存在
不确定性”。

据悉， 英国能源公司 Cadent Gas 是
惠特比氢能供热试验计划的主要运营商
之一，在推行氢能供热计划期间只得不断
妥协， 甚至同意居民保留天然气供热设
备。然而，强烈的反对声中，该公司还是被
迫放弃了惠特比氢能供热计划。

英国能源效率大臣马丁·卡拉南近日

公开表示，通过民意调查发现，惠特比当
地居民明显不支持英国政府提出的氢能
供热试验项目。 英国工党议员贾斯汀·马
迪斯更是直言，直接要求居民尝试氢能供
热行不通， 应该从一开始就理清安全、效
果和成本等基本问题，英国政府应该从这
样的“180 度大转弯”事件中吸取教训。

■■■■ 氢能供热推广困难重重

据了解，2021 年，英国推出国家氢能
战略，不仅提出短期内将扩大工业领域氢
能利用水平， 更尝试将氢燃料推向居民
消费领域，供热便是一大潜在方向。 2022
年 7 月， 英国政府邀请多家燃气公司加
入氢能供热试验， 希望共同尝试氢燃料
供热；同年 12 月，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
战略部还发起提高锅炉标准质询工作，
提出到 2026 年希望所有新增家用锅炉
都能够使用氢燃料， 并表示准备了大量
资金资助居民使用低碳供热方式替代传
统天然气锅炉。

愿景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惠特比
小镇的氢能供热试验“碰壁”反映出英国
氢能供热推进不力的现状。 2021 年，英国
还在苏格兰法夫小镇开启了绿氢供热试
点项目，利用海上风电电解水所获得的绿
氢供暖，这也是全球首例绿氢供暖项目实
践。 但据《卫报》报道，法夫小镇绿氢供热

项目施工进度远不及预期，尽管该地居民
可以免费获得氢燃料锅炉，也不用就购买
氢燃料付出额外成本，但该项目建设仍因
技术、资金等因素遭遇多次延期。

在格兰特·沙普斯看来， 当前氢气运
输也存在挑战，政府需要投建大量管道设
施，才能够满足绿氢消费需求。 他进一步
表示：“曾经人们认为氢能供热只是用类
似天然气锅炉的设备燃烧氢燃料，但现实
并不是如此。 出于对氢能供热成本、安全
性的考虑，氢能可能更适用于储能，而不
是输送到居民家中用于供热。 ”

■■■■ 供热领域脱碳“缺乏方向”

数据显示，居民供热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约占英国整体碳排放量的 14%左右，
在业界看来， 供热领域脱碳刻不容缓，但
氢能供热项目频频受挫却为英国脱碳前
景蒙上了阴影。

《金融时报》报道称，今年 6 月，一
家独立气候智库机构就向英国政府提

出， 英国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的
进程“令人担忧地缓慢”；同时，其在居
民供热领域脱碳方面“缺乏战略方向”。

《卫报》 援引能源分析师的话称，与
传统天然气供热相比， 英国居民使用氢
燃料供热的成本可能上浮 70%以上。 更
有批评人士指出， 氢能供热的用能效率
颇为低下，比使用热泵低 6 倍，使用热泵
替代天然气供热可能才是一种成本更低
的减排方式。

虽然居民氢能供热困难仍在， 但参
与氢能供热试验的英国企业仍在积极游
说， 希望政府加大对氢能供热试验的支
持力度。 英国能源与公用事业联盟首席
执行官迈克·福斯特就指出， 格兰特·沙
普斯的言论“毫无帮助”，会让企业在投
资前出现犹豫。 《每日电讯报》也援引英
国能源管网运营商协会天然气主管詹姆
斯·厄尔的话称：“英国政府需要向投资
方和用户明确其氢能政策。 在没有确定
政策的情况下就做出评价可能给行业发
展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

近日， 欧盟委员会提出最新货运交通
减排管理措施， 表示将为低碳货运车辆提
供更多支持， 同时提升铁路基础设施运行
水平， 从整体上降低货运交通领域温室气
体排放量。 据了解，此次提出的“绿色货运
交通一揽子计划”是欧盟既定气候政策“绿
色协议”的后续措施，随后会提交至欧洲议
会及欧盟理事会审议投票。 对于欧盟委员
会提出的这一系列最新措施， 欧洲货运交
通业界反响不一， 普遍认为最终执行效果
仍有待观察。

■■ 拟提高运输效率、修改货车标准

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告， 此次发布的
货运交通减排管理措施是欧盟推进可持

续交通的一环。 此前，欧盟在一项气候
方案中就提出，将提升可持续燃料在航
空业和海运业内的应用，而此次绿色货
运交通提案则拓展了绿色交通计划覆盖
范围。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每年，
货运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欧盟交
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30%以上，
近年来这一数据仍呈现上升趋势。 预计
到 2030 年，货运交通排放量很可能在当
前基础上增长 25%， 到 2050 年增长 50%
以上。 然而，根据欧盟做出的气候承诺，
到 2050 年，欧盟交通领域碳排放量需降
低 90%以上， 货运交通领域减排已迫在
眉睫。

从目前公布的提案内容来看，一方面，

欧盟委员会提出，将提高铁路交通体系运
输效率，拟优化现有铁路运输体系，吸引
更多货运公司使用铁路运输。 另一方面，
欧盟拟降低公路运输碳排放量，放宽当前
可上路货运卡车最高尺寸和最大重量限
制， 鼓励低碳以及零碳交通工具的应用，
还鼓励交通工具采用更多节能设备，从而
提高零碳排放交通工具动力系统的能源
效率。 另外，欧盟委员会还提出，将要求企
业披露其排放数据， 或选择与其合作伙伴
共享排放情况。

■■ 或提振电池以及氢燃料车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此次明确提出将修
改可上路货车的重量和尺寸限制，这是欧
盟近 30 年来首次对上路货车标准做出修
改。 业界普遍认为，欧盟委员会的这一提
议将有利于电动卡车、氢燃料卡车等低碳
交通工具在欧洲的普及。

通常情况下， 电动卡车与运输能力相
当的化石燃料货车相比，重量更大，氢燃料
重卡则是体积更大。 而根据欧盟委员会提
出的最新标准，未来，将放宽对采用动力电

池或氢燃料电池系统的货车的尺寸或重量
限制。 例如，对于电动卡车来说，一辆标准
的 40 吨卡车的最大重量限制将比目前增
加 4 吨。

不仅如此，欧盟委员会还提出，随着电
池技术不断进步， 未来动力电池或氢燃料
电池有望在当前基础上变得更轻， 即便如
此， 采用零碳动力系统的货车仍能获得相
应的额外重量额度，用于运载更多货物，从
而获得竞争优势。

对于欧盟最新的 “绿色货运交通一揽
子计划”，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
曼斯表示， 欧盟向着可持续交通又迈出一
步。 “这一提案将帮助更多零碳排放卡车投
入使用， 确保货运交通向着尽可能持续的
方式前进。 ”

■■ 业界认为效果有待观察

不过， 对于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交通
减碳计划，业界反响却各有不同。 欧洲媒
体“欧洲动态”网站报道称，欧洲铁路行
业协会 CER 在最新声明中指出，欧盟委
员会的最新措施有助于提升铁路运输容

量，对温室气体减排有积极作用，但对欧
盟放宽货车重量和尺寸限制的举措表示
“强烈关切”， 认为此举可能会降低铁路
运输竞争力。

欧洲议会议员马里安-让·马里内斯库
则认为，应对该提案保持“谨慎乐观态度”。
他指出：“绿色运输方案有潜力创造一个更
可持续、更高效和更协调的货运运输系统。
但在这种情况下， 应仔细考虑该提案对成
本、基础设施和物流的影响，以避免出现意
外后果。 ”

从现实情况来看，欧洲货运交通领域
减碳确实面临着成本挑战。 《华尔街日报》
曾援引跨国货运巨头 DHL 高管的话称：
“当前， 交通业减排颇为缓慢， 不论是航
空、海运还是陆上货运，可持续替代燃料
短缺是一大重要原因。 尽管可持续燃料市
场预计增长，但最终减排效果仍取决于消
费者愿意为此花多少成本。 ”行业研究机
构波士顿咨询也曾发布数据称，全球范围
内预计有 82%的货运公司愿意为可持续
航运交通付出成本，但企业愿意承担的出
资成本实际上远低于交通行业减排所需
的高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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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再推绿色货运促减排
交通运输业对此反响不一

■本报记者 李丽旻

资料图

随着 2024 年总统大
选脚步临近，现任总统拜
登将连任希望寄托在“重
振制造业”上，计划提升
本土电动汽车、 电池、太
阳能面板 、 风力涡轮机
等绿色能源制造能力和
影响力 。 但随着制造业
活动过度疲软，美国提升
“绿色制造” 能力遇阻在
所难免。

综合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底， 美国制造业活动
连续 8 个月下降， 达到 3
年来最低水平， 而且有迹
象表明这种收缩仍在加
速。另据油价网报道，进入
7 月， 美国制造业表现糟
糕， 收缩持续时间成为多
年来最长的一次。

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
司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
斯·威廉姆森表示：“美国
制造业健康状况急剧恶
化， 加剧了市场对下半年
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 ”

美国纽约联储银行
公 布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7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较 6 月下降 5.5 点，这表
明纽约州制造业增长几
近停止。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商业调查委
员会主席蒂莫西·菲奥雷表示：“需求依然疲
弱、生产放缓，有迹象表明，近期会有更多裁
员行动。 ”

彭博社指出，经济放缓、消费者支出下
降，以及招聘和留住员工困难等因素导致美
国制造业活动下降。

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随着制造业
活动放缓，美国能源消费量出现减少，以柴
油为例，今年 2-4 月，柴油消费量同比去年
下降了 1%。 另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今
年 1-3 月，全美工业用电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近 1.9%。

柴油和电力消费的疲软与 2022 年中以
来美国制造业持续低迷相一致。 市场认为，
如果美国经济在美联储为对抗高通胀而采
取的历史性货币紧缩行动的重压下崩溃，制
造业复苏必然无望。 事实证明，面对迅速上
升的借贷成本， 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失
业率节节攀升。

事实上，去年以来，美国相继出台《两党
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
减法案》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旨在强化本
土优势产业和新兴经济相关领域的产业链，
帮助制造业重回繁荣。

在美国政府看来， 上述法案将给本土
制造业带来曙光， 不仅将激励清洁能源技
术创新，还将大规模更新老旧基础设施，同
时带动电池、涡轮机、半导体等行业生产和
就业。

虽然在政策刺激和补贴机制下，大量投
资涌入美国电池、 光伏等新能源制造领域，
但美国银行警告称，这种势头能持续多久还
有待观望。 一方面，美国的鼓励政策基本上
只服务于本土企业，这让拥有制造优势的外
企在美发展步履维艰。 以《通胀削减法案》为
例，根据其列出的可获补贴的电动汽车的条
件，德国、韩国、日本等“外系品牌”全被踢出
局，获得补贴的都是美本土车企。 与此同时，
建厂成本高、通胀高、利率高等因素也在影
响美国相关产业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 另一
方面，当前涌入的大规模投资，更多是政治
因素推动，而非市场带动，企业能否从中获
得合理经济回报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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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安全等引发争议

英英国国氢氢能能供供热热计计划划““碰碰壁壁””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图为工人正在安装氢燃料锅炉。 资料图

近日， 行业研究机构 TGS 在其最新
市场展望报告中将 2030 年全球浮式海上
风电装机量的预期下调 25%， 并指出，项
目推迟、成本超支等因素影响了浮式海上
风电市场扩张进度。

近年来，随着海上风电开发步入深远
海区域，浮式海上风电成为不二之选。 然
而，在业界看来，这一新兴技术从示范项
目走向大规模商用还需“爬坡过坎”。

■■�装机量短期内或下降

TGS 预测，2030 年，全球并网投运加
上在建的浮式海上风电装机总量将为

1240 万千瓦；到 2035 年，这一数字将涨
至 3900 万千瓦。这比 2022 年上半年该机
构发布的预测分别下降 370 万千瓦和
870 万千瓦。

该机构指出， 下调 2030 年浮式海上
风电装机预期是现存浮式海上风电项目
合同履约不及时、开发许可获得率低于预
期所致，全球浮式海上风电装机爆发期可
能会推迟到 2030 年之后。 预计 2030 年，
全球将有 600 万千瓦至 700 万千瓦浮式
海上风电项目处于在建阶段。

市场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近期
同样下调了浮式海上风电装机预期。 彭博
新能源财经称，到 2035 年，并网的浮式海

上风电装机量将仅占全球海上风电总装
机容量的 5%，同样远低于预期。

TGS 海上研究主管理查德·奥克兰评
论称：“浮式海上风电带来了很多希望，但交
付却充满挑战。 目前，各国浮式海上风电产
能有限，许多国家固定式海上风电产业都并
未成熟，预计到 2030年后浮式海上风电装
机量才可能出现大幅上涨。 ”

■■�成本超支是主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各方分析都指出，困
扰浮式海上风电行业的主要因素还是成
本。 TGS 成本测算显示，虽然浮式海上风
电成本长期来看处于下降通道，但其下降
速度却比预期慢。 该机构预测认为，到
2030 年，浮式海上风电成本将降到 85 欧
元/兆瓦时至 100 欧元/兆瓦时； 到 2040
年前后，浮式海上风电产业实现规模化发
展后， 成本将降至 50 美元/兆瓦时左右。
对比之下，2022 年，全球陆上风电成本已
经将至 33 美元/兆瓦时，固定式海上风电
成本也已降至 75 美元/兆瓦时左右，浮式
海上风电成本距离具有竞争力的水平还
有距离。

以浮式海上风电起步较早的挪威为
例，该国的相关产业今年就遭遇“挫折”，5
月，挪威能源公司 Equinor 因成本超支暂
停了一个浮式海上风电项目。 据悉，该项

目于 2022 年 6 月开始规划， 当时预期装
机量为 100 万千瓦，所发电力将送往附近
海上油气平台。 然而，今年 5 月，Equinor
公司表示，供应链不足和通胀压力让该项
目不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因此，“不得
不暂停这一项目”。该公司同时强调，交付
时间紧张、技术不足这两大因素拖累了项
目进度。

■■ 行业发展潜力犹存

能源资讯网站“上游在线”援引荷兰
海上工程公司 SBM 首席执行官布鲁诺·
查巴斯的话称：“浮式海上风电市场存在
较多潜在风险和成本问题。当前，行业并
没有完全掌握解决问题的办法。 加上还
存在经济环境的挑战， 浮式海上风电市
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能有所进展。 ”

不过，从长远来看，市场仍看好浮式
海上风电前景。TGS 认为，未来通过规模
经济、融资成本下降、技术创新，以及使
用寿命延长， 浮式海上风电项目有望实
现降本。

欧洲风能协会指出，各国还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提升浮式海上风电相关基础设
施以配套产业发展。 目前，全球范围内对
浮式海上风电产业的扶持力度正不断加
大，比如，法国、挪威、西班牙都计划在
今年进行浮式海上风电招标。

全球浮式海上风电扩张或不及预期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图为欧洲一处浮式海上风电场。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