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 年 7 月 1 日
要闻·企业□ 主编：董欣 □ 版式：李立民

□ 电话：010-653694524

实战是保持技术领先的钥匙实战是保持技术领先的钥匙
——访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尹绪龙

■本报记者 董梓童

近日，隆基氢能与中国电建集团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国
际”）以及挪威船级社（DNV）达成两
项战略合作签约，提出将推动“绿电+
绿氢”的发展之路，加速全球绿氢产
业落地。

作为光伏产业龙头，隆基绿能近年
来在氢能领域频频“落子”，不仅在电解
水制氢设备领域不断突破，更在积极寻
求“多技术路线+多场景应用”的多元路
径，“绿电+绿氢”的两手布局已经明确，
隆基绿能已开启新赛道上的驰骋。

■■ 开启新能源利用新路径

2021 年，隆基绿能正式宣布入局氢
能，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隆基氢能，成
立当年完成 1000 标方电解槽下线，实
现 500 兆瓦电解水制氢产能。次年，隆
基氢能电解水制氢产能达到 1.5 吉瓦，
产能位列全球第一，出货量位列全国前
三；据第三方数据，2023 年隆基氢能签
单市场占有率超 30%，位列全国第一；
已投产产能达 2.5GW，市场占有率位列
全国第一，ALK 单槽产气量和已建成产
能位列全球第一。

电建国际与隆基氢能达成最新合
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将在绿氢领域开展
深入合作，共同探索和实践绿氢解决方
案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携手推进能源
结构的绿色转型。同期，隆基氢能宣布
将携手 DNV 在氢能领域的战略方向、
产业布局、技术创新、标准推动等方面
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加速绿氢技术的
商业化进程。

始终在光伏赛道维持领先的隆基
绿能为何“钟情”氢能？巨大的市场潜力或是战略
考量的关键。

挪威船级社（DNV）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氢能
将占中国最终能源需求的 4%，绿氢生产占比将从当
前的 2% 增至 2050 年的 61%，中国和欧洲将引领全
球氢能的发展。
    “对于全球新能源行业来说，氢能产业的意义
毋庸置疑。”隆基绿能副总裁张海濛在接受《中国
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能源高速发展的
当下，消纳问题一直是困扰行业的一大痛点，绿氢
乃至绿氨等氢的衍生物便是实现就地消纳的一大
解决方案。无需电网接入，只要技术成本能够实
现，就能够让可再生能源装机量进一步增长，推动
能源系统彻底脱碳。”

■■ 试点先行引领行业发展

在张海濛看来，绿电和绿氢结合将
是实现碳中和、实现能源转型的有力武
器，而隆基绿能的目标则是通过不断科
技创新“扫清”行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
障碍。

“当前全球绿氢产业正处于从示范
应用走向大规模应用的转换时期，隆基
当前的氢能布局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时期
出现的瓶颈，最终目标是希望与锂电等
其他产业一起完成系统性整合，共同推
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助力全球达成能源
转型目标。”张海濛表示。

2023 年，中国石化全球首个万吨级
绿氢项目建成投产，这是我国规模最大
的光伏发电直接制绿氢示范项目，隆基
氢能为该项目提供了 16 台套碱性水电
解槽及气液分离、氢气纯化装置等，率
先完成制氢系统及 IGBT 电源实证测
试，率先在 2023 年 7 月下旬实现满负荷
运行。

“中国石化万吨级绿氢项目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绿氢项目，”张海濛指出，

“尽管行业对绿氢产业积极发展的确定
预期很强，但这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产
业，需要安全可靠运行的成功案例以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中国石化万吨级绿氢
项目的成功投运，将有力推动绿氢成本
下降，助力先进技术推广，引领行业未来
发展方向。”

以电解槽为例，在上述项目启动之
前，国内的 1000Nm3/h 电解槽累计需求
量不到 30 台，而此次绿氢示范项目就需
要 52 台，示范项目的投运直接带动了国

内电解槽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同时也助推碱性水电
解制氢系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积极探索绿氢新赛道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隆基的氢能业务正聚焦
电解水制氢设备。2023 年，隆基电解水制氢设备年
产能为 2.5 吉瓦，根据该公司规划，到 2025 年该公司
产能将达到 5—10 吉瓦，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弹性
调配，成为全球氢能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隆 基 氢 能 总 裁 马 军 指 出 ，隆 基 氢 能 将 坚 持
ALK（碱性水电解）技术路线，坚信中压圆形槽将
成为市场的主流趋势。在成本控制方面，公司将
从 运 营 支 出（OPEX）和 资 本 支 出（CAPEX）两 个

维度持续优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
效益的双赢。在技术创新上，则会从
新材料应用、规模化生产及标准化作
业三个层面持续发力，提升绿氢生产
效率与质量。

除了发力制造端，隆基氢能还在积
极探索石化、化工、冶金、交通等场景与
氢能的耦合，以技术创新驱动绿氢产业
高质量发展。

“氢能领域的应用场景将走向多元
化，隆基始终关注氢能市场动态，根据
自 身 优 势 探 索 未 来 氢 能 产 业 发 展 方
向。”张海濛指出，“一方面，将进一步探
索绿氢在交通、冶炼等领域的应用；另
一方面，还将关注绿氨等氢衍生物，寻
求更大下游需求市场，此外，还将持续
关注绿色甲醇等新兴市场，共同探索更
多合作机遇。”

“技术领先最终体现在应用上，一项
技术在实验室里表现再先进，若无法投入
市场，那所谓的技术领先就是一句空话。
想要确保技术领先，技术研发投入、人才
培养、完善的技术支持体系和机制很重
要，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应用中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并最终形成领先的方案。”日
前，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利”）董事长尹绪龙在接受《中国能源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深耕细耘 26 载，英利启新赋能光伏 n
型技术发展。英利的海陆空最全系列新
品，应用场景更加细分，不仅涵盖沙漠、戈
壁等场景，海洋环境也不在话下，针对不
同场景的适配性同时提升。随着光伏“上
山下海”，未来全球光伏市场将继续显现
广阔需求，以英利为代表的中国光伏企业
将持续为终端用户带来绿色、高效、可靠
的光伏产品。

■■ 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前不久，英利推出了企业首个吉祥
物——英利熊猫。新潮熊、探险熊、星际

熊等 5 款小熊穿插安置在展台上，配合不
同光伏产品展出。

“新潮熊代言的是‘海洋之星’产品，
象征熊猫组件适用于海面、湖泊等一切水
上场景，有更高功率密度和更低 BOS 成
本，通过了 8 级耐盐雾测试，还可抗 18 级台
风。”尹绪龙介绍，“探险熊代言的是‘沙漠
之星’产品，能应对沙漠地区的强风沙，以
及高低温交替和高紫外的严苛环境。”

不管是集中式、分布式，还是不同地
形或气候场景，英利都推出相应产品。身
着宇航员服装的星际熊象征着英利能源
产品能“上山下海”，多样化持续提升。

英利和熊猫结缘甚早。尹绪龙说：“熊
猫是英利 n 型技术名称，诞生于 2009 年。
当时英利在考察过BC、HJT等技术之后，最
终选择了 Pert技术路线。2017 年又率先开
始了 TOPCon 技术研发。作为国内 n 型技

术开拓者，英利有各类 n 型技术研发经验，
在此基础上最终选择了从 Pert 到 TOPCon
这条路线，是综合各方面的考量。”

尹绪龙表示：“英利在 n 型产品和技
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截至目前，英利
熊猫 n 型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电池技
术、智造工艺、高效产品、优质服务在内的
全套 n 型技术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认
为，短期内 TOPCon 依然是 n 型技术主导
方向。”

TOPCon 产品规模化、商业化进程不
断提速。行业分析机构 InfoLink  Con‐
sulting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下 半 年 以 来 ，
TOPCon 电池片开始加速放量，前五厂家
累计出货量约达 35 吉瓦，占总量约 19%，
预计今年 TOPCon 市场率将达 65%。

■■ 塑造独特市场价值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英利在 n 型技术上的优势，不止于完善的
技术研发体系和机制。作为国内最早进
行 n 型技术产品大规模应用的企业，英利
在市场应用环节具有特殊的先发优势。

“当其他企业还在研发 n 型技术时，英
利已经开始解决 n 型产品在市场应用中遇
到的问题了。2015 年，我们参与了山西大
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光伏技术示范基
地项目建设工作。这是 n 型双面产品首次
大规模应用，在这次实战中，我们探索出

了 n 型双面产品最佳安装解决方案，能最
大化发挥此类产品优势。另外，2014 年，
我们参与了南海某岛礁项目，将 n 型产品
首次应用于海上。通过这个项目，英利掌
握了海洋产品的独特技术工艺，可应对高
温 高 湿 高 盐 雾 强 紫 外 强 台 风 的 海 洋 环
境。”尹绪龙指出，“英利保持技术领先性
的秘诀很简单，除了大家都会做的技术研
发投入和技术体系机制搭建之外，最关键
的是通过应用，在实战中解决问题。这才
是成长和领先的最快途径。”

在尹绪龙看来，光伏产业进入发展下
半场，拼的是综合实力。“可以说，客户购
买的不只是组件，更包括英利深耕行业 26
年来积累的 n 型全过程服务优势和问题解
决实力。这些综合优势造就了英利产品
的高效可靠和更高收益。都说光伏组件
可用 25 年，英利是目前行业为数不多的在
实际项目应用中，验证了这一点的光伏企
业，英利产品在全球各地为客户提供着稳
定的绿色电力，这些都是英利产品的独特
市场价值。”

■■ 创新的基础是人才

尹绪龙认为，对行业来说，现在是最
好的时代。全球能源结构向新能源转型，
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将呈现持续大
规模增长态势，由此也带来资本、人才的
井喷。这对企业来说，都是机遇。他进一

步指出，要持续促进光伏产业高质量发
展，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来说，
只有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高光伏产
品转换效率、降低成本，才能在竞争中站
稳脚跟。只有作为行业主体的企业都实
现了技术升级，整个行业才能最终实现高
质量发展。

为此，尹绪龙提出：“技术创新的底层
基础是人才，企业要注重人才培养和引
进，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和管理人
才队伍和机制，为企业确保核心竞争力提
供有力保障。此外，企业还应当加强品牌
建设，品牌是企业核心实力和竞争力的对
外展现。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强大的品牌
影响力可极大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
竞争力。”

“企业也要通过不断地对外合作，博
采众家之长，提升自我实力；同时，加强产
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和优化，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尹绪龙还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英
利作为最早出海的光伏企业之一，在全
球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想要更好
地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寻求与国际光伏企
业合作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还要做
好本地化策略，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和文化
特点，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企
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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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山东莱州传来喜讯，由中煤建
设集团三处施工的山东黄金三山岛金矿副井突破
1586 米 ，刷 新 了 由 该 公 司 创 造 的 纱 岭 金 矿 主 井
1551.8 米的亚洲最深立井纪录，彰显了“中煤深井”
品牌的硬核实力。

三山岛金矿副井工程井筒净直径 10.5 米，设计
井深 1915 米，建成后将是亚洲最深立井。该副井掘
砌深度超过 1551.8 米后，我国深立井施工已进入全
新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每向下掘砌一米，都是
对深地的探测。

开工以来，施工团队坚持技术先行、创新先
导，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研制国内首个可满足井
深 1800-2500 米施工需求的 VIII 型凿井井架，发明
创造基于 BIM、物联网、AI、数据分析等立井施工
智能化管控平台，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
请，研发投用了 5.5 米矿用提升机、50 吨稳车、8 立
方吊桶等大型设备。施工过程中，通过物探、钻探
相结合进行超前探水，采用与机械化作业线相配
套的立井混合施工工法和光面爆破技术，结合双

联液压伞钻打眼、2 台电动挖掘机配中
心回转抓岩机装矸作业以及整体金属
刃脚下行模板砌壁技术，形成超深凿井
最优施工技术方案。依托先进设备、技
术和控制平台，该项目于开工后第 1 年
就实现连续 3 个月施工破百米佳绩，先
后于 2023 年 6 月、2024 年 5 月突破 1000
米、1500 米大关。

进入 1500 米后，地质条件更为复
杂，地压地温大幅升高，各种风险明显
增加，给施工带来极大挑战。施工团队
针对各种灾害制定超前防控措施、施工
工艺和支护方案，以大型制冷设备及新

型支护材料改善作业环境，以多种探测方式准确
预判岩层裂隙发育及破碎带情况，以新研优质注
浆材料解决注浆难题，以优化超深凿井施工技术
方案保证施工效率，掘砌深度顺利突破了亚洲最
深立井纪录，标志着超深矿井建设技术研发已取
得新突破，矿井建设配套设备、技术水平和施工能
力已达到新高度。

按照施工计划，该矿井随后将进行为期两个月
的井筒工作面探水注浆作业和马头门施工，此后井
筒继续掘砌，继续向目标深度 1915 米挺进。

中煤建设集团作为矿山建筑行业的国家队，始
终践行央企责任担当，累计施工超千米井筒 33 个，
1341.6 米的国内煤矿最深立井河北磁西一号矿副
井、1527 米的新城金矿项目主井、1551.8 米亚洲最
深立井纱岭金矿主井等项目为超深立井代表性工
程，施工的高黎贡山隧道 1 号竖井井深 764.74 米，打
破国内铁路竖井最深纪录，印度 SK 铅锌矿立井深
度 1051.5 米，为印度矿山行业最深立井井筒，“中煤
深井”金字招牌享誉国内外。            （宗梅）

三山岛金矿副井刷新亚洲最深立井纪录

中国石化绿氢示范项目现场 隆基氢能/供图  

三山岛项目部远景  中煤建设集团/供图

本报讯 6 月 28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北京
召开±800kV/8GW 特高压直流标准化暨面向超高
海拔地区特高压直流关键技术成果发布会。会议
发布了±800kV/8GW 特高压直流标准化、面向超
高海拔地区特高压直流关键技术研究两项关键技
术成果，为后续特高压工程大规模高质量建设提供
了技术支撑和保障。

当前，特高压发展进入了以大规模集中建设、
高强度创新攻关、高质量转型升级为特征的发展
阶段。国家电网公司加快建设特高压电网，全面
总结特高压工程建设运行经验，着眼后续特高压
工程大规模高质量建设，聚焦安全稳定可靠目标，
研究提出了标准化建设的理念和成果，提出了特
高压工程建设的通用性方案，攻克了超高海拔区
域特高压直流工程设计和设备研制缺乏准确参数
的世界级难题，着力推动特高压规模化高质量发
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支撑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

±800kV/8GW 特高压直流标准化技术成果全
面总结特高压建设运行经验，固化成熟技术路线，
总结提炼先进典型方案，创新提出了特高压工程建
设的通用性方案，并已在陇东—山东、陕北—安徽
等特高压直流工程中全面推广使用，可有效解决工

程大规模建设中面临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安全
质量等方面的挑战。

面向超高海拔地区特高压直流关键技术研究
技术成果依托羊八井高海拔试验基地、中科院散裂
中子源大科学装置等基础试验平台，在国际上首次
掌握了超高海拔地区的空气间隙、电磁环境、宇宙
射线等 6 大电气物理特性，攻克了超高海拔区域特
高压直流工程设计和设备研制缺乏准确参数的世
界级难题，相关成果已在金上—湖北等特高压直流
工程中应用，可为在建及后续规划特高压工程提供
可靠的技术保障。

这两项技术成果是国家电网公司大力推动电
网高质量发展、提升特高压建设质效、增强工程建
设技术水平和安全水平、扩大设备制造企业产能、
支撑后续特高压工程大规模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举
措，是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增强队伍人才实力，促进
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电网公司充
分发挥央企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个
作用”的具体行动。

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建成“19 交 16
直”共 35 项特高压工程，持续完善网架结构，建强电
网“大动脉”，有力促进了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
优化配置。 （姜义平）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两项支撑特高压直流工程
大规模高质量建设的关键技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