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 LNG（液化天然气）价格从去年
高位回落，我国 LNG 重卡市场回暖。 中金
公司研报指出，今年前 9 个月 LNG 重卡上
牌量同比增长 3 倍至 10.7 万辆， 渗透率达
23%。 从各月表现看，LNG 重卡表现亮眼，
引发市场关注。

■■ 销量“井喷”

LNG 重卡是指以 LNG 为燃料的重型
卡车，具有经济性高、环保、安全、节约等优
点。与柴油重卡相比，百公里耗气成本可节
约 14%-33%。 同时 LNG 重卡无颗粒物、有
害物质排放， 相比柴油车可减少 30%以上
的污染物排放。

集诸多优势于一身的 LNG 重卡销量
却一直“起起伏伏”。 2022 年被称为重卡行
业历史最差的一年， 国内整体销量腰斩，
LNG 重卡市场实际销量仅为 3.73 万辆，同
比下降 37%。

然而，从今年 1 月开始，我国 LNG 重
卡市场复苏， 特别是 2 月，LNG 重卡销量
同比暴涨 214%，达到 5426 辆，为 2018 年
以来 6 年中 2 月份的最高销量。 此后销量
持续涨高，上半年销量已达 5.33 万辆，同比
增长 163%。 目前，LNG 重卡正处于加速渗
透阶段，其销量持续增长。

潍柴动力市场部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今年重卡市场快速恢复，这一
趋势有望在 2024 年延续，销量增幅至少在
10%。“天然气发动机订单非常饱满，下半年

以来我们一直通宵赶订单， 这种状态至少
可以持续到年底。 ”

■■ “气势”凸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今年以来天然
气价格不断走低，8 月份天然气价格同比
降幅超 40%。 天然气价格下降，降低了重卡
司机需支付的燃料成本、提升了 LNG 重卡
的性价比。

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今年 9 月，全国
LNG 地区成交均价在 4249.18 元/吨，柴油
全国成交均价为 8152.56 元/吨， 二者的价
差已扩大至 3903.38 元/吨，与 1 月份相比，
价差增幅达 254%。

“据我们了解， 车主购买一台 LNG
重卡成本要比购置一台燃油车贵 6-10
万元左右，因此当 LNG 价格与柴油价格
相当时 , 燃油车辆更受欢迎。 随着 LNG
价格持续下降，柴油价格维持高位，LNG
经济性凸显，市场倾向 LNG 重卡。 ”隆众
资讯 LNG 分析师李鑫媛说，“新能源汽
车也受到政策扶持，年初以来 LNG 重卡
销量增幅比较明显。 ”

四川省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协会副秘书
长李永昌曾算过一笔账，LNG 与柴油价格
之间的差距直接影响到 LNG 重卡购车者
的积极性。 “一般说来，1 公斤的 LNG 价格
要相当于或低于 1 升柴油的价格的 70%
时，LNG 重卡市场可维持正常情况； 当相
当于或低于 1 升柴油价格的 65%时， 就可

能出现井喷。 ”
“目前国内 LNG 加气站布局相对完

善， 网络密度提升，LNG 重卡加气便利性
增加。 ” 李鑫媛表示。

■■ 或遇“波折”

财通证券认为，2023 年重卡销量的同
比增长趋势有望持续， 一方面经济基本面
在逐步恢复， 有望拉动货运需求和重卡销
量增长；另一方面，出口将成为今年重卡行
业的全新增长点。

中国重汽相关人士在回复投资者时表

示， 今年四季度受 LNG 重卡市场拉动，国
内市场牵引车结构占比将达 50%以上，其
中 LNG 重卡占比会更高，未来的结构占比
将稳步增长。

不过 LNG 重卡销量和市场发展可能
并非一帆风顺，也面临替代燃料、气价稳定
性等现实问题。

LNG 市场价格的稳定性有待加强 。
“受北方冬季供暖影响，LNG 或有明显的
淡旺季，一般来说，冬季 LNG 价格偏高，
且气价不稳定， 对于车辆用气来说成本
有不可控因素。 ” 李鑫媛表示。 此外，国
内 LNG 加气站分布不均衡， 且购买国五

国六 LNG 重卡年行驶里程超过 10 万公
里才可以保证收益比柴油卡车高。 “采购
车辆用户跑长途路线，仍需要提前合理安
排路线。 ”

业内人士指出， 交通领域的能源需求
将按车型、按区域分化发展，重卡用能将聚
焦在 LNG 和氢能。 2050 年以后，在氢燃料
电池重卡成本下降、 碳价大幅上涨等条件
推动下， 氢燃料电池重卡经济性将更为凸
显，预计在 2050 年后超过 LNG 重卡。但目
前由于技术和设备上的限制， 中短期内
LNG 重卡仍具有较强的经济性优势，将成
为柴油重卡的主要替代燃料。

双碳·绿色10 □ 2023 年 11 月 6 日

□主编：董欣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52

“当前，全球正掀起一场绿色工业革命，这背后
正在产生新的绿色贸易壁垒，重塑新的贸易规则，改
变贸易关系。”远景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张雷在近期
公开表示，“初步测算， 未来至少会有价值 2 万亿元
的中国直接出口产品面对碳成本挑战。 ”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碳中和目标成为全
球热点，产品的绿色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中变得愈
加重要，面对庞大的碳成本挑战，零碳产业园作
为全新的市场模式应运而生，正为全球贸易增添
绿色动力。

■■ 打造绿色产业集群

过去几年，欧盟、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
陆续发布了进口产品碳足迹的要求， 其范围广泛涉
及到动力电池、光伏产品、钢铁等新能源制造板块。
以欧盟为例，欧盟委员会陆续出台了《新电池法案》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多条保护本土工业的绿色法
案，对进口产品提出更高要求。

全球贸易规则生变， 制造企业正面临危机，要
破解全球贸易中的新增壁垒， 零碳产业园或能够
给出“绿色通行证”。 远景科技集团零碳战略高级
总监张元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设计初衷来看，零碳产业园最关键的一点正是
减掉产业园区所用电力的碳排放，利用新型能源
系统实现零碳能源供应，同时还可以借助零碳数
字操作系统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测算，为
产品形成“零碳绿码”。

据了解，2021 年 3 月，远景科技集团在鄂尔多
斯首创并开始建设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该零碳产
业园于 2022 年 4 月正式建成投产。 该零碳产业园
区利用智能物联网源荷互动控制系统和基于风电、
光伏、储能、绿氢相结合的能源岛，园区 80%能源由
本地的风电、 光伏直供，20%与电网交易， 实现
100%绿色零碳能源供给。 入园企业电价低于自治
区工商业标准电价。 同时，通过智能物联网技术实
时动态平衡分散、波动的发电侧与需求侧，智能物
联网同风、光、储、氢一起组成了零碳产业园绿色、稳
定、低价的能源系统。

截至今年 10 月底，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区已入
驻 9 家新能源头部企业，涵盖领域包括光伏、氢燃料
电池、储能、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制造板块。 “当前，
整个零碳产业园区用电量差不多是 50 多亿度，随着
越来越多产业入驻，规模将进一步扩张，鄂尔多斯产
业园区可支撑起当前四倍的规模， 我们规划年用电
量可达到 270 亿度。 ”张元表示。

■■ 标准建设提速

“早在三年前， 远景就提出要打造全球首个
零碳产业园， 并依托零碳产业园赋能零碳产品，
包括零碳动力电池、零碳光伏组件、零碳氢能、零
碳合金， 以及零碳的各种深加工的工业制成品。
与印度、越南相比，中国率先提出生产零碳产品
的零碳产业园， 前瞻布局为中国制造带来新机
遇。 ”张雷表示。

在赤峰， 远景零碳氢能产业园正在进行最后的
调试，作为全球首个最大的零碳氢能产业园将于 11
月投产。 在包头， 远景也在积极建设零碳合金产业
园，通过绿色能源让包头成为绿色合金、绿色钢铁的
“草原钢都”。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更在不断输出零碳产业园
相关标准。 张雷指出，目前远景已经联合内蒙古政
府一起打造了《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绿色电力
应用评价方法》和《零碳产业园计量评价规范》一套
地方标准体系， 成为内蒙古零碳产业园发展的标
准。 “通过共同打造基于零碳产业园的碳足迹服务
平台、启动零碳国际标准建设，将会有效推动零碳
产业园从实体形态走向未来的标准输出。 ”

■■ 打破全球贸易碳壁垒

张元强调， 零碳产业园的核心优势除了能够
助力产品突破全球贸易中的碳壁垒，更能够从源
头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出口产品在生产制造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物料、运输、人工以及能
源成本，而借助庞大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和零
碳产业园中的新型能源系统，可以利用成本相对
更低的绿电，为入驻的制造企业进一步降低用能
成本。 ”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中国零碳产业园模
式还将在英国、西班牙等国家落地。 “过去几年，远
景已经打造了零碳产业园背后的一整套系统，包括
能源系统、工业系统以及智能化控制系统和操作系
统，不管这一模式落地到哪里，都能够根据当地情
况因地制宜做出调整，综合发力实现零碳目标。”张
元表示。

根据规划，未来 10 年，远景将在全球建设 100
个零碳产业园，初步估算显示，到 2030 年，这一模式
每年将为地球减碳 10 亿吨。零碳产业园模式的推广
复制， 不仅有望助力中国制造产品突破重重贸易壁
垒，更有望成为绿色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

集中式光伏，单体装机容量大 、占地面积大 、
布局紧凑 ；分布式光伏 ，装机容量小 、占地面积
小、布局分散。 一直以来，集中式光伏是我国光伏
发电装机规模增长的主要力量。 然而，近年来，这
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日前，国家能源局在 2023
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前三季度，全国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6714 万千瓦， 占全部光伏新
增装机的 52%。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新闻发言人刘译
阳在第七届分布式能源嘉年华上指出， 分布式光伏
新增装机已经连续 3 年占比达到 50%以上。 上半年，
全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EPC 招标规模已超过
3000 万千瓦。

■■ 项目投资风险增加

“与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对应的是，越来越多企
业和资本进入分布式光伏投资领域。 另外，风电、储
能等分散式能源和综合能源的发展也为分布式光伏
市场添了一把火。 ”刘译阳说，“分布式能源正逐渐成
为一个具备万亿级潜力空间的新兴市场。不过，在调
峰、消纳压力下，项目收益不确定性开始增长，原先
的开发模式可能无法适应新形势。 ”

国家电投集团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综合智慧能
源事业部设计总负责人国新毅直言， 分布式光伏从
享受补贴向参与电力现货市场转变， 增加了项目投
资风险。 “光伏特性决定其没有较好的调节能力，参
与电力现货市场后，可能导致负电价。 ”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表示，户
用光伏发电项目在某些省份并网消纳的形势非常
严峻。 一方面配电侧可接入容量有限，特别是农村
电网普遍薄弱，随着户用光伏大量接入，很多区域
出现配变、线路、主变上送重过载问题。 近一年来，
冀鲁豫部分市县配电网台区与线路承载能力已达
到饱和， 户用光伏在 380 伏侧接入已无容量可用，
暂停了 380 伏侧的并网申请， 待扩容后再开放；另
一方面， 户用光伏基本全部采用全额上网模式，在
渗透率较高地区存在部分时段户用光伏所发电量
从 380 伏逐级升压甚至向 110 千伏以上高电压等
级电网反送电情况，降低了经济性。

■■ 开发模式有待转变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东颖表
示，分布式能源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必然产物，是
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一极。 我国能源发展
方式正由集中式、粗放式向分布式、集约、高效、绿色

转变。
如何破局？ “我们需要转变从前的‘重发轻供不管

用’的开发思维，主动创新求变，加强商业模式创新，
提升抗风险能力。 ”国新毅说，“从电力现货市场价格
趋势来看，电价呈现下降趋势。 可以结合储能、制冷加
热系统或就地消纳，增强分布式光伏调节能力。 具备
一定的调节能力，就具备一定的调整空间，对电价波
动的承受能力也将提升。 ”

北京如实智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张
仕元认为，当下，一些地区要求配置储能，倒逼投资方
探索更多的方式提高项目收益。 依托物联网设备、数
字化先进技术，搜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储能项目
运行数据， 基于高级算法精细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希
望实现增值。

■■ 探索市场化新模式

时璟丽表示，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分
布式光伏年等效利用小时数分别为 1029、1079、553
小时，较“十三五”年均 850 小时呈现逐年显著增加态
势，这是分布式光伏产品制造、开发建设水平、运行效
率质量提升的综合体现。 上半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量
超过 1000 亿千瓦时，在全部光伏发电量中占比 38%，

在电力负荷区就地就近供电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
作用。

主管部门正不断完善政策， 鼓励分布式光伏参
与电力现货市场。 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
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
的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经营主体范围，加快放开
各类电源参与电力现货市场。 按照 2030 年新能源全
面参与市场交易的时间节点， 现货试点地区结合实
际制定分步实施方案。 分布式新能源装机占比较高
的地区，推动分布式新能源上网电量参与市场，探索
参与市场的有效机制。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研究中心太阳能发电实验与
检测中心主任张军军认为：“明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的并网压力会越来越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虽然
行业内部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有成本代价。 这些
成本由谁承担？ 用最经济的技术手段解决问题，是一
段时间内行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

时璟丽认为，按照近期组件价格 1.2 元/瓦、不含
储能的静态初始投资 3.4 元/瓦、 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1100 小时简单测算，综合电价达到 0.32 元/千瓦时项
目即可达到合理收益率。 在有一定自发自用比例电量
的情况下， 企业自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经济性更好，采
用合同能源管理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开发企业、用电企
业、建筑业主多方共赢。

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消消纳纳如如何何破破局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销销量量同同比比增增长长 116633%%，，前前 99 个个月月渗渗透透率率达达 2233%%

LLNNGG 重重卡卡市市场场复复苏苏
■■本报记者 渠沛然

装装载载着着国国产产重重卡卡的的货货轮轮驶驶离离烟烟台台港港。。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出口遭遇碳壁垒，破解之道在哪里？
■本报记者 李丽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