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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格兰最大泊位港口阿伯丁港
公布最新升级计划，提出将扩大码头建
设，为浮式海上风电机组提供合适的起重
配套设施和布局面积。阿伯丁港方面表
示，通过扩建北港和南港面积，阿伯丁港
有望成为该区域内最大的海上风电运维
枢纽。

随着海上风电产业不断扩张，全球各
大港口迎来全新发展机遇，适应海上风电
用港需求、提高上下游产业链协同能力或
成为港口发展新趋势。

●海风用港需求激增

根据阿伯丁港公开的消息，最新的升
级扩建计划包括加深码头深度、提高码头
起重能力，使之适应海上风电机组以及相
关零部件的安装和运输。规划同时指出，
该港还计划加强重点零部件更换能力，满
足海上风电安装运维需求。

苏格兰是欧洲重要的海上风电发展
基地，阿伯丁港则是该地区重要的港口枢
纽。数据显示，去年，阿伯丁港处理超过
700 艘海上风电项目相关船舶，主要服务
于苏格兰地区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阿伯丁港首席执行官鲍勃·桑吉内蒂

表示，升级港口以适应浮式海上风电需求
将提升阿伯丁和苏格兰东北部能源供应
链，确保其尽可能利用当前的发展机会。

在海上风电产业高速发展的当下，海
上风电用港需求激增，不仅用船需求有所
增长，适应于海上风电行业的港口服务也

必不可少。以英国为例，英国国家海上可
再生能源推进中心指出，海上风电装机增
长预计是未来几年英国电力装机增长的
主要动力，但目前英国港口基础设施明显
不足，如果不升级改建，英国将无法实现
既定海上风电装机目标。

●港口迎来升级潮

为满足海上风电发展需求，过去一
年多来，全球多个主要港口都开始扩建，
海上风电已成为各大港口升级改造的关
键词。

去年 7 月，欧洲最大海上风电物流运
输港口丹麦埃斯比约港宣布，获得 10 亿美
元融资用于扩建港口配套基础设施，以满
足海上风电发展需求。埃斯比约港指出，
扩建港口将推动绿色能源和碳捕捉与封
存技术的发展。

今年 1 月，美国加州洪堡湾港口宣布，
获得超过 4 亿美元资金，将建设浮式海上
风电项目以及提供运维服务，这也将成为
美国湾区首个海上风电配套港口。2 月，
法国布雷斯特港的股东宣布，签署最新投
资协议，将出资 9 亿欧元用于推动能源转
型，其中，布雷斯特港改建升级、成为浮式
海上风电产业链的重要参与方是一大重
要任务。

法国布列塔尼海洋电力公司公开表
示，布雷斯塔港将专注于浮式基础的生
产，未来还将与附近的洛里昂港协同合
作，为海上风电的电缆连接、基地运维等
提供更多服务。

除此以外，4 月初，欧洲波罗的海地区
的八国能源部长还签署合作宣言，提出将
共同保障海上能源发展基础设施安全，挖
掘波罗的海“庞大的海上风电潜力”，具体
措施将包括加强建设海上风电输电线路
以及港口基础设施等。

●扩建港口刻不容缓

虽然短期内各国港口运营方已经在积
极扩张产能，但在业界看来，对于快速发展
的海上风电产业来说仍有所不足。

欧洲能源研究机构“北海能源合作”
去年底发布数据指出，比利时、丹麦、法
国、德国、爱尔兰等 9 个欧洲国家已经设定

“到 2050 年海上风电装机达 300 吉瓦”的目
标，这对专业海上风电港口的面积需求可
能高达 850 至 1300 公顷，目前缺口高达
250至 700公顷。

“即使目前各大重要港口都已经在制
定扩建计划，但从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国
情况来看，新增的专用港口面积不足200公
顷。”行业机构 Royal HaskoningDHV 海上
风电港口发展项目经理莱昂·拉默斯表示。

英国国家海上可再生能源推进中心
也指出，通常情况下，主要港口基础设施
建设需要 4—10 年，要达成既定可再生能
源发展目标，扩建港口基础设施已经变得
刻不容缓。

此前，欧洲风能行业协会也曾表示，欧
洲各国对于海上风电港口建设相关政策支
持不足，港口发展的政策往往是在地区层
面制定，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对港口投
资造成打击，政策制定者应提供相应的金
融工具。

另外，多家行业研究机构都强调，除
扩建港口，还应更加关注海上风电相关技
术迭代，降低港口发展与海上风电技术要
求不适配的风险。

海上风电扩张推动港口升级海上风电扩张推动港口升级
■本报记者　李丽旻

苏格兰最大泊位港口阿伯丁港。

今年 3 月上旬，摩洛哥发起一项名为
“摩洛哥提议（Morocco Offer）”的计划，旨
在促进绿色氢能的发展。作为该计划的一
部分，摩洛哥政府将分配 100 万公顷的公
共土地用于开发绿色氢能。

今年 2 月 28 日，埃及政府宣布，与全球
7 家顶尖开发商签署 7 份关于绿色氢能和
可再生能源的谅解备忘录。预计这一合作
将在未来 10年吸引 410亿美元投资。

另据“绿氢消息网”报道，2 月下旬，莫
桑比克政府也公布了庞大的能源转型战
略，旨在使该国 2030 年成为南部非洲氢气
生产的领导者。根据该战略，莫桑比克将
在 2050 年之前在氢能领域投资 800 亿美
元，并将于今年敲定氢能生产规模和主要
出口市场的细节。

而去年 9 月 28 日，纳米比亚耗资 35 亿
纳米比亚元（约合 1.85 亿美元）的非洲第一
座绿氢工厂正式奠基。

摩洛哥、埃及、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的
这些最新举措，是非洲国家大力发展氢能
的一个缩影。如今，非洲正在大力推动能
源转型，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对发展氢能
寄予厚望 。

●迈出发展氢能坚实步伐

据“非洲新闻网”报道，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至少有 12 个非洲国家正在开展氢能
项目，19 个国家针对这一新兴行业制定了
专门的监管框架或国家战略。“非洲国家发
展绿氢经济的竞争正在展开，这是属于非
洲大陆的新机遇。”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近上马的纳米比
亚绿氢工厂，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氢能综
合性项目的一部分， 位于纳米比亚南方
沿海小城吕德里茨卡卜国家公园，主要
包括一个占地 10 公顷的太阳能基地、一
座绿氢生产工厂、一个加氢站和一所绿
氢研究院。

2023 年 5 月，纳米比亚政府与 Hyphen 
Hydrogen Energy 公司签署了一项可行性
和实施协议，在吕德里茨附近开展绿氢生
产和供应项目。同年6月，纳米比亚政府同
意收购这个耗资 100 亿美元项目 24% 的股
权。纳米比亚氢能发展迈出全新一步。

今年伊始，埃及议会通过《绿氢补贴法
案》，减免至多 55% 的税收，这将大大降低
项目开发者的财务负担，并极大鼓励埃及
绿氢产业发展。同时，用于开发绿氢项目
的设备、工具、机器、原材料和运输工具（乘
用车除外）将享受增值税豁免，绿氢及其副
产品（如绿氨或绿色甲醇）的出口也将免征
增值税。

2023 年 8 月，埃及成立国家绿色氢能
委员会，同年 11 月，该委员会启动《国家绿
色氢战略》。在这项战略中，埃及提出目
标：到 2035 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
高到 42%，并争取到 2040 年获得全球 8% 的
绿氢市场份额。

据了解，埃及目前有 21 个绿氢项目正

在筹备之中，在非洲绿氢生产国中处于领
先地位。埃及最新的氢能计划涵盖了一系
列广泛的项目，旨在推动该国绿氢、绿氨生
产，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这些项目不仅将
加速埃及绿色转型，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
展贡献重要力量。

埃及规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哈拉—赛义
德强调，新的 7 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
着埃及主权基金在推进苏伊士运河经济区
绿色氢能项目方面与国际大型企业建立起
重要的投资伙伴关系，也标志着埃及在可
持续能源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说：“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在绿氢领域的持续财政和技术支持是
对埃及的赞赏。”该多边开发银行已经在
2022 年底向埃及提供 8000 万美元的股权
过桥贷款。

作为地区能源转型的领先者，摩洛哥
也不断加大本国绿氢发展力度。“摩洛哥提
议”的出炉标志着该国承诺覆盖绿氢产业
的整个价值链，其目标是引入投资，通过电
解和绿色能源生产可再生氢及其衍生物，
所得产品在国内供应或出口。据摩洛哥政
府称，近 100 家国内外投资者对在该国生
产绿氢感兴趣。

除了促进绿氢发展，“摩洛哥提议”还
将重点放在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这些基础设施将遵循规划、部署、开发和维
护绿氢解决方案的最佳国际标准，并满足
绿氢产业的要求。

2023 年 7 月，德国、埃及、阿联酋、毛里
塔尼亚签署了一份价值 340 亿美元的氢能
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
瓦克肖特投建一个装机 10 吉瓦的电解槽，
旨在每年生产800万吨绿氢用于出口。

另据吉布提《民族报》报道，吉布提在第
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期间，正
式加入非洲绿色氢能联盟。吉布提政府表
示，将制定绿氢发展战略和路线图，加大氢
能开发，与其他国家在区域一级进行合作。
吉布提的目标是为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提
供清洁燃料，增加国家收入来源，以及实现
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社会经济发展。

据了解，非洲绿色氢能联盟成立于
2021 年，2022 年 5 月正式启动。目前，该组
织成员国有埃及、肯尼亚、毛里塔尼亚、摩
洛哥、纳米比亚、南非、吉布提和尼日利亚。
非洲绿色氢能联盟的宗旨是为在氢能开发
领域具有潜力的非洲国家搭建合作平台，
推动非洲大陆成为发展绿色氢能的领跑
者，加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转向新
能源技术。为此，其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制定公共和监管政策、能力建设、融资和认
证需求，以推动绿氢生产。

此前，非洲还在 2020 年成立了“非洲
氢能伙伴关系（AHP）”，促进工业、金融、
科学和买方之间的合作，而非洲绿色氢能
联盟则促进了领先国家之间的知识共享。

南非于2022年公布了非洲首个国家氢
能发展路线图，打造具有成本效益的氢气生
产和出口基地——“氢谷”。南非的目标是
到 2030年，在北开普省部署 1000 万千瓦电
解产能以及约 50万吨/年的氢气产能。

●氢能带来诸多裨益

清洁能源巨头马斯达尔公司在一份报

告中指出，到 2050 年，非洲丰富的太阳能
和风能资源可用于每年生产 3000 万吨—
6000 万 吨 绿 氢 ，约 占 全 球 需 求 的 5%—
10%。报告强调：“到 2050 年，实现这一产
能的非洲氢能行业或将创造 190 万—370
万个就业岗位，并使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600亿美元—1200 亿美元。”

非洲碳交易所董事道格拉斯指出：“非
洲多数国家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既是非洲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助推经济
振兴的良机，也是国际社会与非洲相关产
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契机。”

据了解，纳米比亚的氢能项目全面投
运后，预计每年将生产 35 万吨绿色氢气，
并创造 3000 多个永久性工作岗位，以及
15000 个临时建筑工作岗位。它将使纳米
比亚成为低成本绿氢的主要生产国，产出
的绿氢在满足纳米比亚自身需求的基础
上，还将出口到欧洲等地。

吕德里茨这个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失
业率高企、经济困顿的小城，更将发生彻底
改变。该城议员巴尔罗阿表示：“绿氢项目
将使吕德里茨焕然一新，发展绿氢将是吕
德里茨的第三次革命。”

埃及规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哈拉—赛义
德向媒体透露，发展氢能的新计划在试验
阶段就将给埃及带来约120亿美元的投资，
并在第一阶段实现 290亿美元的投资额，预
计十年累计投资额将达到 410亿美元。

●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事实上，非洲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一直
比较严重，过去 10 年，非洲国家在化石燃
料系统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即使这样，
非洲仍有 6 亿人无法获得电力。而低成本
的绿氢可以扩大非洲的能源供给，加速非
洲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氢能还可以通过形
成当地价值链、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以及转
让技术和知识，为生产国的发展贡献巨大
力量。

同时，发展氢能还可以减少非洲国家
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提高其能源安全性。
此外，通过利用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来生产氢气，可以推动非洲可再生能源发
展，实现能源供应的长期可持续性。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氢能被广泛认为
是未来能源转型的驱动力量，它通常通过
水电解或从天然气中提取来生产。氢气在
使用过程中几乎完全不产生温室气体或有
害排放物，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环保和可持
续的能源。

根据国际氢能源委员会发布的报告，
2050年，全球氢能需求将增至目前的10倍，
全球氢能产业链产值将超过2.5万亿美元。

非洲大陆具有许多发展氢能得天独厚
的条件，如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使其
成为发展绿氢的重要地区。国际能源署相
关报告显示，非洲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资源，太阳能、风能和水能储量分别占全球
的 40%、32% 和 12%。与此同时，非洲广阔
的土地和空间也很适合建设大规模太阳能
和风能发电项目。另外，非洲大陆人口众
多，能源需求不断增加，是氢能应用的巨大
潜在市场。绿氢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的
能源形式，有望满足非洲日益增长的能源
需求，推动其经济发展。

目前，欧洲已经“盯上”非洲的氢能发
展潜力，想让非洲成为其能源供应的“储氢
站”。欧洲投资银行的报告指出，非洲有能
力实现每年 1 万亿欧元的绿氢产值。还研
究发现，到 2035 年，非洲大陆每年可以生
产 5000 万吨绿氢，生产成本不到 2 欧元/千
克，这一价格被认为在经济上可行。

欧洲投资银行非欧盟顾问多纳尔·坎
农说：“绿氢生产需要大量廉价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所以阳光充沛的非洲是绝佳的清
洁能源制氢地点，非洲完全有能力成为以
最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绿氢的地区。”

行业分析机构睿咨得能源清洁技术分
析师拉杰夫·潘迪表示：“非洲无与伦比的
矿产储量对电解槽生产至关重要，该地区
惊人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不仅有望改变能
源流动，还将创造新的能源流动。”

不过，非洲发展氢能仍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最为明显的包括技
术和人才方面存在短板，在开发氢能方面
缺乏相关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限制了氢能

产业的发展速度。同时，发展氢能的基础
设施不完善，埃及、摩洛哥等一些国家拟打
造国内绿氢产业链，但项目配套的氢气接
收站、地上储存等氢能产业基础设施不健
全 。 另 外 ，非 洲 绿 色 氢 能 联 盟 强 调 ，到
2050 年，该联盟 6 个成员国创建氢能经济
需要 4500 亿美元至 9000 亿美元投资，将需
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助力非洲氢能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在氢能技术
领域技术先进、经验丰富，正在以负责任的
态度助力非洲发展氢能。

据埃及媒体日前报道，中国建筑集团
将在埃及投资绿氢和绿氨项目，总投资 19
亿美元。据悉，中国建筑集团和韩国 SK 
Ecoplant 以联合体形式，与埃及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局、埃及输电公司、埃及苏伊士
运河经济区管理局及埃及主权基金签署一
项氢能合作协议。该项目将建设 250MW
电解水系统，计划生产 5 万吨绿氢，将绿氢
转化为绿氨后用于出口，预计 2029 年投入
商运。

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光伏风电产业基
础建设能力、设备制造能力，以及电解水制
氢设备产能，能够有效为非洲提供绿氢技
术基础，提升能源及工业实力。

目前，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已开始通
过“可再生能源+绿氢”模式展开合作。例
如，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分别与埃及、摩洛哥
签署绿氢项目合作备忘录，拟在摩洛哥建
设光伏、风电和年产量 140 万吨绿氨（约合
32 万吨绿氢）项目，拟在埃及建设光伏、风
电、年产量 14 万吨的电解水制氢、合成氨
以及配套的储存和处理设施项目。

摩洛哥前经济与财政大臣瓦拉卢在接
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中国
在氢能合作方面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非
洲有发展氢能的资源和禀赋，但缺乏技术
和资金，而中国人才济济，资金充足，正在
无私地帮助非洲，助力非洲实现能源转型
和经济腾飞。中国的作法赢得了非洲人民
的广泛赞誉和好评。

非洲以氢能撬动能源转型非洲以氢能撬动能源转型
■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纳米比亚 SCDI氢能项目建筑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