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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业脱碳路径多样化海运业脱碳路径多样化
■■本报记者 李玲

本报讯 8 月 21 日，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导、中国石化和国家能源集团
联合主办的中央企业绿色氢能制储运创新联
合体启动会在京召开，大会正式启动中央企业
绿色氢能制储运创新联合体，这是中央企业加
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有力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据悉，中央企业绿色氢能制储运创新联
合 体 是 在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指 导 下 ，由 中 国 石
化、国家能源集团牵头，联合近 80 家单位共
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将致力于构建以央企
为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的良
好生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凝聚优势科研
力量，加强技术攻关，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
业 化 的 全 链 条 创 新 ，推 动 绿 氢“ 制 、储 、运 、
用”全产业技术攻关，共同推进我国绿色氢
能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石化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
表示，氢能作为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是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也是
传统产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中

国石化将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
国科技大会精神，与国家能源集团一道扎实履
行牵头企业责任，与兄弟企业、高校院所加强
合作，有力推进创新联合体建设，确保出色完
成各项攻关任务。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刘国跃表示，当前
氢能逐步成为能源革命的重要内容。国家能
源集团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坚持开放创
新生态，围绕绿氢制取与转存、氢能存储与输
配、氢基原料与动力、氢能安全与检测，扩大
协同创新。未来将围绕“四个面向”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与中国石化在系统性体
系化科研攻关上强强联合，为我国氢能技术革
命贡献力量。

氢能产业是我国新兴产业，也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之一。绿氢是通过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直接制取，生产过程中
基本不产生温室气体的清洁能源。我国绿氢
制取潜力巨大，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中国石化加快打造中国第一氢能
公司。大力推进氢能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应用，

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积极推动氢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成功投用兆瓦级质子交换膜（PEM）
电解水制氢装置，在国内率先实现百千瓦级固
体氧化物（SOEC）电解水制氢项目开车，突破
燃料电池铂基催化剂公斤级工业生产。围绕
绿氢炼化、氢能交通加强产业布局，建成投产
我国首个万吨级光伏绿氢示范项目和 11 个氢
燃料电池供氢中心，由乌兰察布到京津冀地区
的“西氢东送”输氢管道纳入国家规划，打通沪
嘉甬、济青、成渝万等 5 条氢走廊，2023 年加氢
站氢气加注量占全国的 40% 左右。

中国石化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统筹协调、
凝聚攻坚合力，完善运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
释放创新潜力、激发创新活力；强化技术布
局、突破卡点难点，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持续提升源头供
给能力；积极拓展关键场景和开放市场，使更
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商品
架”，真正形成现实生产力；深化开放合作，促
进创新要素跨单位、跨领域流动，集智聚力推
动绿氢产业创新发展。 （吴莉）

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探索
推广特色产业电能替代

本报讯 为提高电能终端消费比重，助力全省绿色低碳转
型，云南电网公司按照“规划先行，标准开路，梯次推进”思路，
聚焦农业电气化、工业辅助电动力等特色产业推广电能替代。
截至今年 7 月，累计完成电能替代电量 280 亿千瓦时。一是

“规划先行”促统筹。以政策要求为指引，供需形势为基础，主
动服务为驱动，有序推广实施项目，延伸“供电+能效服务”。
推动了全省 7800 余座电烤房建设，1500 多户茶叶加工点实现
电制茶工艺改造。二是“标准开路”促规范。着力解决电能替
代工作“由点到面”推进不足等问题，全面总结试点项目成效，
开展电酿酒、电制茶、电制米线等云南特色产业电能替代技术
标准编制，发布了《电能替代——电酿酒用电通用电气技术标
准》，助力电能替代技术推广产品化、标准化。三是“梯次推
进”促落实。推动数字化赋能，基于营销大数据应用平台，自
动生成用户推荐和服务策略。聚合综合能源服务专业团队，
建立协同共享机制，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施尧 王坚娟）

云南普洱云南普洱44..66级地震级地震，，
南网南网±±808000千伏普侨直流安全运行千伏普侨直流安全运行

本报讯 8月20日23时4分36秒，云南普洱市思茅区（倚象
镇）发生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千米。震源距离南方电网
±800千伏普侨直流送端站——南网超高压公司昆明局±800
千伏普洱换流站 39.9 千米，距离普侨直流输电线路最近塔位
9.4千米。

普侨直流是南方电网第二条±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额
定输送容量 5000 兆瓦，主要将云南糯扎渡水电站电量送往
广 东 消 纳 。 自 2013 年 9 月 送 电 以 来 ，累 计 输 送 清 洁 水 电
2197 亿千瓦时，相当于可节约标煤 632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831 万吨，对优化东西部资源配置，促进东西经济发展，加
快国家“双碳”目标达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不折不扣的
西电东送“大动脉”。

地震发生后，南网超高压公司昆明局根据公司地震后设
备设施巡视检查业务指引，立即展开特巡。8 月 21 日 0 时 30
分，普洱换流站完成震后第一次巡视，8 月 21 日 16 时 40 分，
重点完成直流场设备、GIS 设备、GIL 设备、换流变设备、阀
厅设备、交流滤波器、站内建构筑物和站外边坡二次特巡，
输电管理所完成普洱巡线站建构筑物以及红色、橙色、黄色
级别杆塔震后巡视。截至目前，普洱换流站直流输送功率持
续保持在 3000 兆瓦至 5000 兆瓦高负荷运行状态，站内特高压
直流设备及输电线路设备运行正常，建构筑物无损坏，人员无
伤亡。

据悉，自今年 5 月以来，南网超高压公司昆明局严格落实
公司关于云南区域地震灾害防范工作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紧
急协调完成地震预警信息终端采购、安装，应用科技赋能，有
力提升了地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同时，组织多种形式地震
灾害演练，累计开展地震避险逃生、震后排查、震后抢修等内
容为主的演练 35 次；完成 9 类 2771 件应急物资采购；及时修
编地震现场处置方案、应急处置卡、地震灾害应急指南；开展
市、县、镇三级应急联动，将换流站纳入属地救援重点站点，地
震灾害防范工作扎实富有成效。

（向光良 徐安文 王向坤 杨兵）

中央企业绿色氢能制储运创新联合体在京成立

国际海运巨头马士基日前向船厂询
价，希望为其自营建造一系列集装箱新船，
并签订吨位租船协议，从而打造一支由至
少 22 艘液化天然气（LNG）双燃料船组成
的船队。

作为绿色甲醇燃料的引领者，马士基
在推动海运业采用绿色甲醇燃料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此次马士基突然转向 LNG，
在海运业引起较大关注，绿色甲醇是不是
海运业脱碳的最优燃料成为争论焦点。

LNG 之外，目前也有不少船东在尝
试使用生物柴油作为脱碳燃料，与此同
时，一些船东也开始探索绿氨作为船运燃
料的可行性。在业内看来，目前海运业脱
碳路径选择多样，不同替代燃料各具优
势，未来哪种燃料将会占据市场主流，仍
待时间检验。

■■ 海运巨头转向 LNG

去年 7 月，马士基订购的首艘绿色甲
醇集装箱船开启首航，首航所用的甲醇利
用从生物来源获得的甲烷所生产。马士基
称，该船此次航行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比使用传统燃料减少约 65%。此次航行
也向全球船舶燃料市场发出绿色甲醇需求
增长强劲的信号。

马士基之后，达飞轮船、中远海运、招
商局等大型船运公司也都开始选择绿色
甲醇作为部分新造船舶的燃料，并陆续订
造了甲醇燃料集装箱船，这使得甲醇燃料
船 订 单 增 速 在 去 年 一 度 超 过 LNG 动 力
船。来自 DNV AFI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底，全球共有甲醇燃料船舶订单
近 300个。

海运业的积极行动，直接推动了绿色
甲醇项目的投资、建设。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共有超 50 个绿色甲醇项目签约、备案，
累计规划产能超 2600 万吨。

随着绿色甲醇在海运领域日渐“火
热”，马士基却在近日开始转向 LNG。马
士基首席执行官柯文胜日前公开表示，绿
色燃料的供应和价格以及监管制度如何形

成仍然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马士基需要
“以经济上有竞争力的方式”实现其脱碳议
程。他指出：“为了保持竞争力，马士基并
不把希望寄托在甲醇等单一燃料上。”

“马士基选择 LNG 燃料船舶这一动
向，与其说是其燃料选择战略，不如将其
看作是运力更新战略。过去几年，马士
基在全球集装箱海运市场上的运力份额
持续下降，其需要补充船队应对中短期
运力市场的竞争。”信德海事绿色航运研
究员张晗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LNG 相较于绿色甲醇更适应中
短期全球航运业减排目标的要求。这一
定程度上也展现了马士基在去年初新一
批高管团队上台后面对未来战略的务实
态度。

■■ 不同替代燃料各有优势

根 据 国 际 海 事 组 织（IMO）日 前 发
布 的 2023 年 全 球 船 队 燃 油 消 耗 数 据 报
告，2023 年全球船队（5000 总吨以上）的
燃料总消耗量为 2.11 亿吨，相较于 2022
年的 2.13 亿吨下降 200 万吨。从排放角
度看，2023 年排放了 6.55 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与 2022 年的 6.64 亿吨相比下降了
约 1.4%。

具体来看，与前几年相比，LNG 的使
用量略有增加，达到 1289 万吨。而在其他
的新兴替代燃料中，生物燃油的使用成为
近年来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数据显示，自
2019 年以来，生物燃油消耗量增长 73%，
达到 39.08 万吨，但仍仅占海运业燃料总
消 耗 量 的 0.2%。 此 外 ，甲 醇 消 耗 量 为
9.3876 吨。

“近几年，海运业脱碳相关法规逐步加
强，一些海运公司为实现脱碳目标开始选
择 替 代 燃 料 。 除 了 前 些 年 比 较 流 行 的
LNG，有的公司也在探索生物柴油、绿色
甲醇、绿氨等清洁燃料。”张晗表示。

在张晗看来，不同替代燃料各具优
势。“在过去十年间，LNG 在全球主要港口
建立了比较广泛和完善的船燃加注体系，

当前价格和传统燃料基本持平，具有较好
的经济性。但其主要成分甲烷是一种强温
室效应气体，LNG 供应链各环节存在的甲
烷排放问题使其真实的减排能力广受质
疑。一些公司开始考虑使用零碳的生物
LNG，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生物柴油是当前海运业已经在广泛
应用的燃料，优点是可以直接获取，并直接
应用于船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生物柴
油在全球的供应能力有限，作为海运业主
流低碳燃料的可能性不大。”张晗认为，绿
色甲醇和绿氨是当前业内认为的海运业未
来低碳燃料选择的两条主要路线。甲醇在
常态下为液体，更接近传统燃料，作为船燃
的技术难度较低；而氨在船上将是低温高
压的液体形态，操作难度较大，且氨燃料毒
性更加明显，各方面监管和操作标准仍不
完善。但绿色甲醇的问题在于其生产阶段

的碳源更容易受限制，氨在大气中收集氮
气，原料更易得。

■■ 低碳零碳是必然选择

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
量的 3%。为加速航运业脱碳，去年 7 月，
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
会第 80 届会议通过《2023 年 IMO 船舶温
室气体（GHG）减排战略》，进一步收紧国
际航运温室气体减排要求，明确应尽快实
现国际航运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并考虑不
同国情，在 2050 年前或 2050 年左右实现净
零排放。

可以说，航运业减排，使用低碳、零碳
的绿色燃料势在必行。多位受访者认为，
在全球加速脱碳的背景下，绿色燃料“百花
齐放”，至于哪种燃料将占据主导地位，尚

无定论。
“绿色甲醇作为尚处起步阶段的选项

之一，面临来自多种燃料的有力竞争。成
本高企、产业链尚不健全、技术成熟度等均
是需要尽快突破的发展瓶颈。”一位不愿具
名的绿色燃料投资人士表示。

张晗认为，当前不论绿色甲醇还是
绿色氨，成本都远高于传统燃料。“技术
和监管的限制都可以随时间解决，但是
经济性壁垒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来破
解。所以，航运业未来脱碳的进展完全
受国际航运减排政策的影响，政策随时
间不断拉近低碳燃料和传统燃料的价格
差距，而各种燃料的供应成本受原料来
源、技术路线、生产区域等影响。未来，
随着绿色燃料逐步具备经济性，会推动
在航运业更广泛的应用。长期来看，航
运业肯定是多种燃料共存。”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这座从废墟中崛起的高原新城，是长江和澜沧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维护
区，也是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近年来，玉树市多措并
举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让绿色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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