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三一氢能建设的绿电制氢加
氢一体站完工投产。作为目前国内已建
成最大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具备每天
百台以上氢燃料车加注服务能力。香橙
会研究院燃料电池汽车首席研究员李梅
梅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随着制氢加
氢一体站逐渐增多，可以有效缓解氢气运
输成本高的问题，制氢加氢一体化有望成
为新的建站方式。”

■■■■采用清洁能源制氢

三一氢能公司总经理饶洪宇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该站通过“集约、科
技、可复制的”设计理念，同时整合三一
集团“光伏绿电+制氢加氢装备+氢能车
辆”全产业链布局优势打造而成。“相比
普通加氢站，该站制氢主要采用清洁能
源，大部分电能来自园内的光伏发电。”
饶洪宇表示，预计该站一年可助力节省
3300吨柴油。

另据三一氢能装备研究院加氢装
备总体所所长王志民介绍，该站总投资
约 3700 万元，主要用于氢能重卡、氢能
搅拌车等产品测试加氢需求。站点分
为制氢区、增压储存区、加氢区 3 大功能

分区。制氢电解
槽、高压氢气压缩
机、加氢机、卸气
柱、顺控盘等核心
设备都是由三一
氢能自主研发，每
日的制氢加氢量
不少于 2 吨，是国
内首个具备运行
条件的 2000 公斤
级制氢加氢一体
站。增压储存区
总 储 氢 量 超 过

1000 公斤，可满足 4 台氢能源车辆同时
加注氢气，每天可服务氢能源车数量超
过百台。

王志民说：“发展氢能对国家有重要意
义，在我国‘三北’地区，风光电力资源丰
富，就地将电能转化为氢能可以很好消纳
这些清洁能源。”

■■■■成本可以和油价“打平”

对于氢能源产业而言，成本是目前最
大瓶颈。王志民分析称，目前，国内已建设
超过400家加氢站，95%是外供氢加氢站，

即通过管束拖车、管道、液氢罐车等方式将
氢气输送至加氢站后使用，氢气运输成本
高，加之多数加氢站规模较小，设备折旧和
人工成本也比较高。

“现在，大部分加氢站必须依靠补贴才
勉强能达到加氢与加柴油同价，此次建设
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采用一体化设计，
省去制氢到用氢之间的运输成本，极大消
减了氢能使用成本，加之制氢电能主要来
自于内部的光伏站，让这座站点的制氢成
本有望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实现‘氢油同
价’。”王志民表示。

“通过站内制氢的模式，目前可以达
到30元/公斤—35元/公斤的价格。”饶洪
宇告诉记者。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
发投入，力争把氢气价格降低至 28 元/公
斤以内。

据饶洪宇透露，目前该站还未对外开
放，主要供三一集团内部各类氢能源设备
使用。“现在调试工作已完成，预计5月将
对社会车辆开放。”

■■■■规模化发展仍需政策支持

谈到制氢加氢一体化的挑战，上海燃
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高级产研经

理李沁玲分析指出，目前，政策保障和经
济性是制氢加氢一体站未来能否成为加
氢站建设主流的两个核心因素。

李沁玲告诉记者：“《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虽然明确
了氢能的能源属性，但目前国家层面仍
未出台相关法规和产业化规范，氢气仍
被划归在危化品生产领域，需要在化工
园区制氢。”

在政策审批方面，饶洪宇说：“现在我
国放开的省份不多，除河北、广东、内蒙古、
吉林四省区明确允许在非化工园区建设制
氢加氢一体站外，其他地区大部分还在探
索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氢加氢一
体站建设推广。”

饶洪宇表示，目前，制氢加氢站的加
注速度和服务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现
在，加注一次的时间大概是 15 分钟至 20
分钟，时间偏长。同时，加注需求一旦上
来，对设备高负荷条件下的耐久性也是
考验。”

“整体而言，制氢加氢一体站省去
了储运成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氢气供应
成本。”李沁玲表示，“未来，随着政策管理
条例逐步松绑，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制氢
加氢一体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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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大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投产国内最大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投产
制氢加氢一体化有望成建站新潮流

■■本报记者 张胜杰

动力电池市场竞争加剧
■本报记者 姚美娇

本报讯“光伏充电、
风电储智慧路灯……”走
在张掖中学校园内，处
处都能看到绿色低碳的
足迹，这是张掖中学“零
碳校园”综合能源项目
的探索实践，也是甘肃
省张掖市“零碳城市”建
设的示范样板。

3 月 12 日，国网张掖
供电公司员工赵辉、党兴
盛再次来到张掖中学巡视
光伏发电设备，对逆变器、
并网箱、计量装置等进行
详细检查。“田师傅，近期
大风沙尘天气较多，要及
时对光伏板进行清洁，否
则电缆和连接组件容易老
化，会引发设备故障。”赵
辉说道。

据了解，2023 年，张
掖首家“零碳校园”综合
能源项目在张掖中学示
范开工建设，通过供需两
头共建，在能源供给侧采
用分布式光伏、风光储一
体化路灯以及高效节能
控制等多种新能源和节
能降碳技术；在能源需求
侧对照明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新建充电桩等，提
高绿色能源占比，减少碳
排放，大大提升校园内能
源利用效率。

根据国网甘肃省电力
公司清洁能源进校园的工作要求，该公司
积极同张掖中学沟通协商，推动学校办公
楼、教学楼等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设施，打
造阳光校园，培养学生节能意识。该项目
在建筑物和车棚上安装4000块光伏板、新
建100盏校园风电储路灯、9台电动汽车交
流充电桩及5套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将115
间教室普通节能灯更换为高效光源。

历时4个月，今年1月，张掖中学0.92兆
瓦分布式光伏项目竣工投运，并成功并网
发电。期间，该公司主动结合用户实际需
求，为用户量身制作清洁能源方案、建议，
并将清洁能源项目纳入业扩报装“绿色通
道”，实行专人负责，保障“一站式”服务，优
先并网，确保满足学校用电需求的同时，增
加并网发电带来的收益。

“2 月发电 8.48 万千瓦时，校内自用电
消纳 4.76 万千瓦时，剩余电量以 0.3078
元/千瓦时的价格全部上网，不仅满足了
校内用电需求，还能有额外经济收益。项
目超出预期效果，供电公司提供了很多帮
助和技术指导，分析方案利弊，开通绿色
通道，助力我们快速并网。”张掖中学校长
王学舜说道。

实现“零碳校园”建设目标后，张掖中
学预计每年能够节约用电80.26万千瓦时，
单位面积电耗下降 19.5%，减少碳排放约
2000吨，设施系统10年寿命内累计能带来
经济收益约450万元。

下一步，国网张掖供电公司将继续以
绿色发展为契机，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全力
探索适应地方特色的碳资源管理模式，倾
心服务用户使用清洁能源，切实推动经济
社会向发展绿色转型。 （潘磊 魏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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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甘肃天水麻
辣烫火爆出圈，吸引全
国各地大批游客。3月
18日，天水市精心打造
的首条麻辣烫一条街在
秦州区东煜广场火爆开
街，国网秦州供电公司出
动党员服务队，全力保障
麻辣烫一条街用电。

李小强/摄

甘肃天水电力护航经济发展甘肃天水电力护航经济发展

近日，零跑武义新能源研发科创中
心建设项目——研发科创中心一期在浙
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8.3亿元，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拟新
建研发实验室、科创中心及配套设施
等。在此之前，零跑在金华已拥有两大
电池Pack工厂，总共8条产线，产能匹配
整车30万辆/年。

事实上，出于控制成本、保障电池
供应等因素考量，越来越多的车企热
衷自研电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
前动力电池领域参与者众多，且头部
效应明显。随着越来越多新玩家进入
动力电池赛道，众多中小电池企业或
压力大增。

■■■■ 电池玩家“扩军”

据了解，除零跑外，沃尔沃集团也
在近期宣布，完成对 Proterra 电池业务
的并购，收购资产包括位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的电池模块和电池组开发中
心，以及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电池组
装工厂。

广汽、吉利等车企也在电池领域动
作频频。去年底，广汽埃安旗下因湃电
池智能生态工厂竣工投产，同时发布
P58微晶超能电池；吉利旗下汽车品牌
极氪发布全球首款量产800V磷酸铁锂
超快充电池。

业内人士表示，从长远看，车企的

真正诉求在于长期稳定的电池供应。
“车企加入自研电池阵列，一方面可以
通过自产自销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
赖；另一方面，动力电池利润较高，并且
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约占据整
车成本的 40%—60%，车企自研自造电
池可以进一步降低电池采购成本。”沃
达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张翔指出。

不过，张翔告诉记者，车企造电池，
主要集中于电池包组装，而不是电芯，这
与电池厂商有所区别。“生产电芯成本投
入大，而且也有技术门槛，相比之下组装
电池包就容易多了。”

据了解，动力电池技术壁垒较高，
在生产制造等环节对经验要求很高。

“动力电池是一种电化学产品，技术体
系与偏机械、偏信息化的整车制造不
太一样。电池专业性在某种程度上
存在一定壁垒。而且对新入局者来
说，并不是简单造出一款电池就可
以，还要保证技术领先性、成本规模优
势，这样才经得起市场检验。”北方工
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
雪洪认为。

■■■■ 加速优胜劣汰

据了解，当前动力电池市场份额主
要集中于宁德时代、比亚迪两大巨头，相
比之下，二三线电池企业占比较少。乘

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撰文提到，电池企业
形成了头部企业聚集效应放缓的特征，
从2022年的头两家企业72%的比例，到
今年仍保持近70%的比例，其他企业的
空间只有30%左右。

随着未来越来越多车企产能落
地，动力电池市场格局是否会进一步
发生变动？“毕竟动力电池市场就这么
大，造电池的工厂越多，一些小企业难
免面临订单减少的局面。”张翔指出。

在受访业内人士看来，新玩家的加
入将进一步压缩部分中小动力电池企业
的生存空间。同时，受下游需求增速放
缓、订单不足影响，去年以来，动力电池
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供应已远超车企
装机量需求，产能过剩问题显现。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我国动力和
其他电池合计累计产量为 108.8GWh，
累计同比增长29.5%；而动力电池累计
装 车 量 为 50.3GWh，累 计 同 比 增 长
32.0%。“车企自建电池厂可能会进一
步增加动力电池产能。产能过剩风
险下，会加速部分小企业的破产。”张
翔说。

“后续企业产能布局与规划应基于
下游客户需求进行安排。”一位电池行业
专家向记者表示，“产能过剩所带来的产
品价格波动，实际上也在调节市场、淘汰
落后产能。产能升级将是今年动力电池
产业的主旋律。”

■■■■ 积极开发新配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市场竞争加
剧背景下，海外市场成为电池厂商业务
拓展的新方向。

据高工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3
年，国内共有13家锂电池企业奔赴海外建
厂（包括签约、公告、开工等），按公布投资
金额的16个项目统计，总投资额超1340
亿元。

“我国锂电池产业链完善，具备先
发优势。在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全部产
能的情况下，企业肯定会考虑出口。不
过，锂电企业出口可能面临国外相关法
规的限制，因此企业势必会考虑本土建
厂、与当地企业合作，在当地形成一些
产能，抢占海外市场。”上海钢联新能源
事业部高级研究员方李喆此前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下，有
业内人士建议，电池企业需根据市场变
化动态调整产品结构，积极研发钠离子
电池、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以保证跟上
市场发展步伐。“车企肯定更愿意采购技
术性能参数优异的电池产品，电池企业
要积极开发新的电池配方，使电池成本
更低、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高、工作
温度范围区间更宽广，进一步提升竞争
力。同时，还要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
降低成本。”张翔表示。

图为湖南长沙经开区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项目。 三一氢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