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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部分项目遇挫欧美部分项目遇挫，，中国持续引领装机增长中国持续引领装机增长

全球海上风电发展任重道远全球海上风电发展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丽旻李丽旻

近日，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2023年可
再生能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与
成本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陆上风电和光伏发
电相比，2023年，除中国以外全球海上风电
项目成本明显上涨，欧美国家海上风电产
业更是遭遇了融资、政策等一系列挫折，为
此下调了到2028年前除中国外的全球主要
经济体海上风电装机增长预期。相比之
下，中国则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持续成为推
动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增长的主引擎。

国际能源署认为，各国应尽快打破海
上风电行业存在的瓶颈，加强对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政策支持，以按照既定减排路径
实现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

■■ 欧美装机增长不及预期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欧洲和北美地

区风电产业，尤其是海上风电产业遭遇多
重挑战：一是存在持续的供应链中断问题，
二是成本有所上涨，三是项目审批时间漫
长。挑战之下，欧洲以及北美地区海上风
电扩张速度远不及预期。

以美国为例，国际能源署指出，美国
各州目前有超过10吉瓦海上风电项目面
临推迟或取消的风险，美国纽约州、罗德
岛以及墨西哥湾开启的海上风电项目招
标活动均受到“冷遇”，部分项目开发商为
获得更高收益甚至选择取消已经中标的
项目而重新投标。

英国作为最早开发海上风电的国家
之一，2023 年也遭受挫折，项目招标中开
发商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同样存在。2023
年，英国推出的 4 吉瓦海上风电项目招
标，没有吸引到任何企业投标，其原因是
设置的投标价格上限已低于建设成本。另

外，瑞典大瀑布公司还宣布取消了一个装
机容量为1.4吉瓦的英国海上风电项目。

欧盟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从欧洲风能
行业协会Wind Europe最新发布的数据来
看，2023年，欧盟国家新增17吉瓦风电装
机容量，其中，陆上风电装机量为14吉瓦，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仅有3吉瓦。

面对这一现状，国际能源署将美国未
来海上风电装机量预期下调了 60%，到
2028年，除中国外的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
量预期下调了15%。

■■ 投资成本不断升高

在国际能源署看来，全球尤其是发达
经济体海上风电遇到的主要挑战，正是融
资成本大幅提高和原材料供应波动。

国际能源署表示，2023 年，发达经济

体新增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面临更高利
率，而对基础融资要求相对较高的海上风
电项目来说，宏观经济环境对其影响更大，
给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带来压力。

“经济通胀增加了风电项目成本，利率
上调则增加了资本密集型能源技术的融资
成本。同时，目前各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
政策调整相对缓慢。另外，欧洲多国出现
了‘负招标’，意味着项目开发商需要出高
价竞标以获得风电用海开发权，这进一步
增加了企业成本压力，甚至对项目交付造
成不良影响。”国际能源署指出。

综合来看，这些因素直接导致部分发
达经济体海上风电项目招标认购不足。
不仅如此，宏观经济条件变化甚至导致部
分能源项目开发商在旧合同框架下无法
实现盈利，不得不重签电力购买合同甚至
取消项目。

原材料市场的供应波动则是另一大挑
战。2020年以来，供应链瓶颈导致欧美国
家海上风电设备所需的原材料成本大幅上
涨，直接导致海上风电项目投资成本“逆
势”上涨20%。受此影响，风电制造企业业
绩已连续两年走弱。

国际能源署指出，截至 2023 年底，欧
美主要风电整机制造商已连续七个季度出
现亏损，其原因不仅包括经济环境挑战以
及高利率环境，更因为下游需求不稳定、原
材料获取困难。

■■ 中国贡献将持续引领全球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能源署同时指
出，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风电整机制造

商表现相对稳健，中国市场稳定的本土
需求和垂直整合产业链为中国风电整机
制造商业绩提供了保障。在该机构看
来，未来中国仍将持续引领全球可再生
能源发展，到 2028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
增装机容量将占全球总量的 60%，中国
对全球实现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将起到
关键作用。

《报告》预测，2023 年至 2028 年期间，
中国、欧盟、美国将是全球前三大可再生能
源市场。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有
望达到欧盟同期的4倍以上，超过美国同
期的5倍，成为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
增长的绝对主力。

虽然海上风电产业遭遇了短暂挫
折，但业界普遍认为，海上风电仍将是未
来能源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各国对其仍
颇为重视。实际上，2023 年，为将本土海
上风电产业拉出泥潭，欧盟、美国等发达
经济体已开始着手调整政策。《报告》称，
以欧盟为例，其在 2023 年发布了“风电一
揽子计划”，26 个成员国能源部长签署的

《欧洲风能宪章》更是提出为关键基础设
施提供财政支持、简化许可程序等多项应
对措施。

长期来看，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增长预
期 仍 十 分 乐 观 。 能 源 行 业 研 究 机 构
TGS-4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部分
项目遭遇挫折，但 2023 年全球海上风电
投资规模仍创下历史新高，全球达成融资
决定的海上风电项目装机容量高达 12.3
吉瓦。2024 年，各国招投标日程也十分

“紧凑”，未来数年海上风电装机增长势头
或转向积极。

1月11日，美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
切萨皮克（ChesapeakeEnergy）和美国西南
能源公司（SouthwesternEnergy）意见达成
一致，同意以 74 亿美元全股票合并。合
并后，企业总市值估计将达 180 亿美元，
成为美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商。

业界普遍认为，作为近期油气行业
整合浪潮中首宗以天然气为重点的大型
合并，此次合并进一步凸显出上游生产
商加速寻求扩大优质资产规模和钻井面
积，从而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周期中占
据更多优势。

●● 合并预计第二季度完成

根据合并协议，西南能源公司股东每
一股可获得0.0867股切萨皮克股份，相当
于每股交易价值6.69美元，交易预计今年
第二季度完成，合并后将采用一个新名
称。两家公司股东均看好这次合并，认为
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规划，并将在天然气
领域创造协同效应。《巴伦周刊》指出，此
次合并将为切萨皮克纳入标普 500 指数
铺平道路。

《金融时报》指出，预计合并后的公司
年度运营和管理费用协同效应将达到 4
亿美元，5 年内每股股息会提高约 20%。
目前，切萨皮克股息收益率为4.7%，西南
能源公司则不分红。

《华尔街日报》指出，根据两家公司
目前净产量水平，合并后的新公司每天
将生产 79 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超过美国
目前最大天然气生产商 EQT，成为美国
市值和产量最大的独立天然气勘探和生
产公司。

截至 1 月第一周，切萨皮克市值约
100亿美元，西南能源公司市值为70亿美
元。根据标普资本智商数据，2023年第三
季度，切萨皮克天然气日产量约为 34 亿
立方英尺，西南能源公司日产量则约为40
亿立方英尺，EQT公司日产量约为54亿
立方英尺。

切萨皮克首席执行官尼克·戴尔奥索
表示：“这一强大的组合重新定义了天然
气生产，形成了第一家能够真正在国际范
围内竞争的美国独立公司。”

●● 押注天然气业务前景

据了解，切萨皮克和西南能源公司在
美国东北部阿巴拉契亚富气盆地和路易
斯安那州西北部的海恩斯维尔页岩气藏，
均拥有大量资产，合并后将成为这两个主
要产气区最大拥有者。

与此同时，切萨皮克刚刚完成了向
SilverBow Resources 出售得克萨斯州南
部油气资产的交易，交易价值达 7 亿美
元。这标志着切萨皮克退出鹰滩页岩盆

地，未来将专注于海恩斯维尔页岩气藏和
阿巴拉契亚的马塞勒斯页岩业务。

西南能源公司是阿肯色州和俄克拉
荷马州费耶特维尔页岩盆地的主要开发
者，近年来业务版图扩张至阿巴拉契亚
富气盆地和海恩斯维尔页岩气藏。路透
社汇编数据显示，西南能源公司油气资
产面积超过93.8万英亩，截至2022年底，
该公司探明储量达21.6万亿立方英尺天
然气当量。

切萨皮克作为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主
要发起者，曾一度是美国最大天然气生产
商。根据《财富》数据，切萨皮克在巅峰时
市值一度高达350亿美元，之后该公司开
始尝试转向石油，但受创始人离世、资金
周转不灵、收购资产不当等一系列问题影
响而被迫重组，寻求将投资重点放在天然
气业务上。

美国信托证券公司认为，除了加强天
然气生产，合并后的新公司将锁定有利的
液化天然气出售协议以及运输合同。

杰富瑞分析师劳埃德·伯恩表示，随
着美国增加对欧洲和亚洲出口液化天然
气，合并后的新公司将成为“必须拥有”
的股票，切萨皮克旗下天然气资产位置
相对更容易进入墨西哥湾沿岸的液化天
然气终端。

●● 全产业链整合进行中

切萨皮克对收购优质天然气资产持
积极态度，这被业内解读为“看好天然气
市场前景”的表现。“不到一年时间里，我
们围绕核心资产重新调整投资组合，资产
的优质性和规模化很重要。”尼克·戴尔奥
索强调。

能源咨询公司 Enverus 数据显示，美
国页岩行业在 2021 年宣布了价值 660 亿

美元的收购交易，这一次更精简、更优质、
更有利可图的资产备受追捧。

Enverus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能源部门
策略师安德鲁·吉利克表示：“（天然气领
域）全产业链整合将继续下去，在当前这
个通胀驱动的环境里，投资者喜欢更大
的公司。”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王
丹旭指出，页岩革命爆发之后，美国逐渐
从天然气净进口国转化为出口国，初期美
国主要通过管道将天然气出口到墨西哥，
但墨西哥承载力有限，液化天然气逐渐成
为新的重要选项。

“2016年开始，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
出现明显上升。近两年，美国借助市场波
动向全球特别是欧洲供应了更多液化天
然气，鉴于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价格很
高，推动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利润增
长，美国液化天然气产业乃至天然气全产
业链都受到极大鼓舞。”王丹旭表示。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 1 月的短期能源
展望报告中指出，2024年，包括生产和进
口在内的天然气供应将增加超过10亿立
方英尺/天，美国天然气需求将增加近20
亿立方英尺/天。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随着天然气产
量创新高，以及库存高于 2019 至 2023 年
平均水平，2024年和2025年，美国天然气
交易中心亨利枢纽天然气现货年平均价
格或将低于 3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不
过，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仍然存
在，天气和发电能源组合变化给预测带来
不确定性。其中，美国住宅和商业部门月
消耗量会受当时气温变化影响很大，电力
部门会在夏季消耗大量天然气来满足空
调需求，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增长和天然气
发电能力部署的放缓，将影响用于发电的
天然气使用量。

切萨皮克与西南能源公司即将合二为一

美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商诞生
■本报记者 王林

伴随汽车出口量增长
和电动汽车在全球范围内
的普及，中国汽车制造商
已加快海外布局的步伐。
2023 年 11 月，极氪在瑞典
开设门店，正式开始向欧
洲出口电动汽车，比亚迪
也 已 经 登 陆 日 本 汽 车 市
场；此前，还有多家中国汽
车制造商宣布在欧洲和东
南亚建立工厂。

1月19日，工信部相关
负责人透露的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
突破 3000 万辆，产销分别
同比增长 11.6%和 12%，创
历史新高，连续 15 年保持
全球第一。汽车出口 491
万辆，同比增长57.9%。

据 日 本 广 播 协 会 报
道，截至去年11月，日本汽
车出口量为399万辆，虽然
去 年 全 年 的 数 据 尚 未 公
布，但预计数量不及中国，
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超越日
本成为全球第一。

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发布报告称，2020 年以来，
中 国 汽 车 出 口 量 持 续 上
升，2022 年超过德国汽车
出口量。其中，新能源汽
车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
整体增长的主要原因；另
外，俄乌冲突导致欧美汽
车厂商纷纷退出俄罗斯市
场，释放了部分市场空间。

据《华 尔 街 日 报》报
道，2023 年，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销
量至少是2022年的5倍。

克莱斯勒东北亚地区前负责人、
上海谋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CEO 罗
威（Bill Russo）表示，目前，中国电动
汽车正在全球市场崛起。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美国、欧
洲、韩国和日本汽车制造商都惊叹于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电动
汽车在全球市场已处于主导地位，比

亚迪等公司正在瞄准海外
市场。

“目前，中国制造商在
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
约为 8%。预计到 2025 年，
这一份额将达到 15%，增
长速度还会持续加快。”日
本 分 析 人 士 岩 田 太 郎 表
示，“大约五年前，对于欧
美汽车制造企业来说，中
国厂商是必要且稳定的电
池供应商，电池生产成本
比欧洲低 20%。同时，中
国企业也可以利用欧美品
牌的价值，提升产品竞争
力，形成双赢的局面。不
过，在过去三年左右的时
间里，中国的电动汽车品
牌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均已
超越欧美竞争对手。”

罗威认为，中国的电
动汽车出口持续增长，产
能高企“功不可没”。“中国
厂商有能力每年生产 1000
万 辆 用 于 出 口 的 电 动 汽
车，这相当于 2022 年北美
总产量的 2/3。2022 年，在
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中，
80%是国产品牌。”

岩田太郎则表示：“在
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品牌
正迅速崛起，欧美制造商
陷入困难的势头已不可避
免。”他认为，围绕电动汽
车领域，中国和欧美可能
会 形 成 一 种 新 的 共 存 关
系。美国有关研究机构也

曾提到，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可以将
部分生产转移到美国和欧洲。2023
年年底，比亚迪已经宣布将在匈牙利
建立一座新工厂，长城汽车、上海汽
车和奇瑞汽车也计划在欧洲建厂。

“无论如何，中国电动汽车产业
的崛起将使西方国家修改本国的电
动汽车和环境政策，这将是欧美重新
审视自己电动汽车政策的重大转折
点。”岩田太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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