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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桶油三桶油””入局绿色甲醇有何深意入局绿色甲醇有何深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玲李玲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石化沧州分公司
1 万吨/年生物质制绿色甲醇示范项目近
日获备案，项目位于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不久前，中国石油发布消息称，大庆炼化
公司千吨级生物质天然气制绿色甲醇示
范项目通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

（ISCC），获我国首张发酵工艺 ISCC 证
书。中国海油旗下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也积极推进广西北海生物质气化
制绿色甲醇项目，并于今年 8 月发布《绿
色甲醇项目原料供应洽谈公告书》，全力
推进项目开发。

近两年来，国内绿色甲醇投资火热，
吸引来自电力、交通、化工以及新能源等
领域在内的众多企业纷纷布局。“三桶油”
陆续入局绿色甲醇，背后有哪些深意？又
是否具有产业优势？

■■ 尚属小规模“试水”

绿色甲醇也叫可再生甲醇，作为一
种可持续燃料和基础化工原料，具有原
料来源广泛、绿色低碳、可再生等优势，
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海运业脱碳的主要绿
色燃料之一。未来，绿色甲醇也有望成
为传统化工领域脱碳的主要替代燃料之
一。因此，当前各大能源、化工巨头均加
快绿色甲醇项目布局，一大批绿色甲醇
项目加速落地。

去年9月，中国能建中电工程与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人民政府签订百万吨级绿色甲
醇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总投资约
168 亿元。同年 11 月，中远海运物流供应
链有限公司与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在内蒙
古赤峰市举行年产百万吨绿色甲醇产销一
体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今年 1
月，由吉利集团旗下内蒙古液态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全球首个亿吨级液态
阳光绿色甲醇制造项目正式备案立项，项
目总投资185.3亿元，远期规划总体形成年
产1亿吨绿色低碳甲醇产能。

在如此背景下，“三桶油”也开始布局
绿色甲醇项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
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在接受《中
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桶油’布
局绿色甲醇项目，一是顺应国内‘双碳’目
标要求和国际市场需求，期望在国内绿色
甲醇产业布局中形成先发优势；二是为自

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探索新方向、积累经
验；三是为我国甲醇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
寻一条可行之路。”

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布的项目来看，
“三桶油”布局的绿色甲醇项目规模相对
较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王集杰对《中国能源报》记者指出：

“整体来看，传统油企布局绿色甲醇项目
规模非常小，属于‘试水’。因此后续是否
真正会大规模‘上马’，目前还不好判断。
但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根本逻辑是世界
能源格局的低碳化、绿色化是大趋势。”

■■ 具备较大产业优势

据了解，当前绿色甲醇生产包括生物
质制甲醇、可再生能源制氢驱动的二氧化
碳加氢制甲醇、生物质耦合可再生能源制
氢合成甲醇等技术路径。其中的生物质
气化技术、规模化适应风光发电规律的制
氢技术、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技术已完成
若干工业中试，但 10 万吨级以上规模的
绿色甲醇合成装置尚无运行案例，大规模
生产技术仍待示范和完善。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绿色甲醇生产的
关键环节属于化工范畴，对项目管理运营
能力要求较高，石油央企在绿色甲醇领域
具有较大产业优势。

“‘三桶油’在绿色甲醇这一赛道上相
比电力、交通企业具有一定优势。”张大勇
表示，一是他们在国内布局有以天然气为
原料的甲醇生产工厂，有技术人才、运营
经验、销售渠道、物流和仓储优势；二是

“三桶油”自身就有刚性需求，他们的炼化
板块本身就把甲醇作为基础原料在使用；
三是自身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适合于做技术含量高、基础性的重资产化
工项目投资。

王集杰也指出，“三桶油”在这一赛道
上具有潜在的巨大优势。“目前绿色甲醇
投资火热的大多是电力企业，直接原因
是欲通过绿色甲醇路径寻求新能源电力
消纳的新方式，但绿色甲醇这类项目属
于‘新能源电力—化工’一体化项目，其
中新能源电力部分建设、运营门槛较低，
但化工建设、运营有一定门槛。所以，一
旦这类项目开始具备经济效益，擅长化
工的‘三桶油’进入这一赛道，可以轻松
掌握电力规则，进而整体上具备较强竞
争力。”

■■ 需理性审慎投资

当前，绿色甲醇在航运领域的需求已
开始显现。近日，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与
隆基绿能签署了一项生物甲醇长期承购
协议；去年底，马士基还与金风科技签署

了 50万吨/年的绿色甲醇燃料供应协议。
根据全球甲醇协会和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预计，到 2050 年全球甲醇需求量将
达到 5 亿吨，绿色甲醇需求量超过 3 亿吨。
根据预测，2029 年，全球包括生物质甲醇
和电制甲醇在内的绿色甲醇产能可能达
到 2000 万吨/年，其中中国产能将位居全
球首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7 月，我国
共计有超 50 个绿色甲醇项目签约、备案，
累计规划产能超 2600 万吨。

不过，针对当前绿色甲醇投资火热的
现状，多位受访者也提出建议。

张大勇表示：“我非常看好绿色甲醇
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但由于绿色甲醇
产业刚起步，单个项目投资大，工艺技术、
经济性、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基础加注设
施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现阶段
不适合大量企业涌入。建议进入该领域
的企业一定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理
性、审慎投资，切不可‘跑马圈地’盲目投
资，以免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王集杰指出：“作为一种碳中和技术，
当前绿色甲醇的成本比煤制甲醇要高出
1 倍多，尚未形成成熟的绿色甲醇产业
链。拟开展绿色甲醇相关业务的企业，需
要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做决策，可以先小范
围开展一些试点工作，避免盲目‘一窝蜂’
上项目。”

本报讯 10 月 30 日，
海南电网首条电力过江
隧道——海口 220 千伏滨
江输变电新建工程过江
隧道开工建设。这是目
前海南省长度最长、规模
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电
力隧道。

该隧道是连接江东新
区与海口中心城区的重要
电 力 通 道 。 通 道 按 4 回
220千伏线路设计，本期敷
设海口 220 千伏滨江变电
站连接海口 220 千伏江东
变电站的输电电缆双回，
预留两回，满足远期电网
建设线路过江的需求。隧
道共设置接收井和始发井
两个工作井，分别位于滨
江路中央绿化带和南渡江
东侧，沉井达到 26 米，隧
道管节外径为 2.88 米、内
径为 2.4 米。项目投产后
将进一步增强海口市中心
城区及南渡江西岸片区的
供电保障能力，提高供电
可靠性。同时，该项目也
将为海南电网在跨江、跨
海、城市人口密集地区建
设输电通道提供新的解决
方案。

“该隧道总投资 1.34
亿 元 ，路 径 总 长 为 1057
米，横穿南渡江，穿越地
层主要为粉质黏土和粗
砾砂，局部为淤泥质土和
粉砂，埋深在 8—19 米之
间，共 424 节管材，属于超
长距离顶管工程。”南方
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建设
分公司总经理效志强介
绍说，项目采用沉井法施
工，施工过程需要克服大
直径深沉井下沉姿态控制难度大、长距
离顶管顶进姿态控制要求高、顶管穿越
南渡江后对接接收井精度控制要求准
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属于重点难点施
工，安全风险管控及技术要求相当高。

据介绍，海南电网公司采用顶管隧
道跨江输送电力，不影响“江容江貌”的
同时，还能减少台风等恶劣天气对电力
供应的影响，实现一次建设，永久受益。
据悉，该隧道工程计划于 2025年12月底
建成投产。 （王妍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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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山东海辰一体化零碳产业
园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山东菏泽举行，正
式宣告海辰储能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长时
储能一体化零碳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零碳产
业园）落地菏泽，该项目聚焦长时储能生态，
其上下游产业链计划总投资超130亿元。

“长时储能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
是新型储能的先进产能，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海辰储能联合创始人、总裁王鹏程
表示，零碳产业园将整合山东省新能源产
业优质资源，形成“发输配用”的能源产业
链条和从材料到回收的电池产业全链条的
双双闭环，助力菏泽打造全球长时储能产
业高地。

随着零碳产业园的开工建设，标志着
海辰储能在布局长时储能这一前沿领域和
先进产能方面迈出关键性一步。至此，海
辰储能在国内形成了以厦门为总部基地，
深圳为应用创新基地，重庆、菏泽为两大制
造基地的产业版图。不仅自身快速稳步

“开疆扩土”，也开始以“链主”角色，带动产
业链共同发展，由此开启海辰储能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

■■ 助力山东打造储能产业发展高地

山东是我国新能源大省。2024 年上
半年，全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突破 1
亿千瓦，成为东部沿海首个新能源装机过
亿省份。

菏泽地处山东省西南部，拥有丰富的
风光资源，已建成并网光伏电站 26 座、风
力电站 24 座，新能源装机规模 615.4 万千
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比重 58.85%，居全
省前列，也是全国重要的风光储输一体化
基地。2023 年以来，菏泽已累计争取风电
指标 677.5 万千瓦，为山东省最多，可直接
带动投资 400 余亿元，为企业发展提供充
足的绿电空间。

山东省副省长周立伟在致辞中指出，本
次开工建设的零碳产业园项目投资强度大、
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为菏
泽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带来重大机遇。期
待海辰储能坚定发展信心，发挥自身优势，
将更多的优质资源要素投向山东、集聚菏
泽，努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储能产业中心。

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海辰储能将在储
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开发等赛道持续深
耕发力，发挥“链主”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带
动零碳产业园全产业链投资超 130 亿元，
建设内容包含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智能制造
基地、PACK 及储能系统集成产线、新材料
生产基地、上游原材料生产基地，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集群式发展。

山东海辰储能总经理张庆云介绍，海
辰储能菏泽基地专为长时储能电池和系统
的生产制造而建，基地共占地 719 亩，总投
资72.6亿元，储能电池年产能30GWh、储能
系统年产能 20GWh，计划 2026年第二季度
实现一期模组投产，2027 年陆续启动电芯

投产及二期建设，2028年实现全部投产。

■■ 长时储能电池走向落地

长时储能一般指储能时间超过 4 小时
的技术，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
能、熔盐储热、液流电池等，可以跨越多天、
多月，甚至是多季节进行充放电循环，以满
足电力系统的长期稳定需求。

近年来，多家国内电池厂家致力于推
出适用于长时储能的高容量电池，让电池
在长时储能领域的应用成为可能。市场应
用 主 流 电 芯 产 品 快 速 从 280Ah 升 级 到
314Ah，500Ah 乃至 600Ah 以上的储能电池
新品层出不穷，在减少预制舱数量和土地
成本的同时，提升用户整体投资收益。

相较于其他电池厂商在高容量技术上
的“小步快跑”，去年12月，在首届海辰储能
生态日上，海辰储能发布了全球首款长时
储能专用电池 MIC，“跳跃式”地将电池容
量推高至1000Ah以上。与采用280Ah系统
产品相比，MIC 电池单瓦时成本降低 15%，
体积能量密度提升 15%，达到 400Wh/L，能
帮助直流侧储能系统降本 25%。电池循环
寿命高达 15000 次，系统寿命可达 25 年，将

大幅降低储能全生命周期成本。
“电芯容量越大，理论上的安全挑战就

越大。我们从化学体系、电芯结构、制造工
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技术迭代，可以说，
MIC 电芯的安全是有充分的保障。”王鹏
程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储能行业快速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细
分市场需求未受到关注或得不到满足。长
时储能是储能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全球
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海辰储能是第一家
定义长时储能专用电池的锂电池制造商，
对其市场前景十分乐观。

■■ 争当技术领先者

海辰储能自 2019 年成立以来，专业从
事锂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储能电池及
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打造全球
储能第一品牌。2023 年全年整体产值已
突破百亿规模，跻身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2024 年上半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前
四，2023 年中国电力储能电池出货量第
二，全球储能电池可融资性榜单中国企业
前五，是“厦门市首家独角兽企业”。

面对当前储能产业竞争激烈、电芯价格

大幅下行的情况，海辰储能有自己的思考。
王鹏程指出，一定不要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定要以动态的视
角来判断产业未来。2021年，我国新型储能
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发展，到今年的
新增装机量有望达到历史总和，发展势头十
分强劲。在可预见的范围，储能市场仍将保
持快速增长。眼下的储能市场竞争激烈，是
一个结构性、阶段性的动态调整过程，要对
储能产业长期向好保持信心。而且，新型储
能的未来一定不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全球对
储能产品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应对快速变化的储能市场，海辰储能一
直坚持选择做“难事”，深耕储能电池关键技
术领域，将储能产品做到极致，持续确保高
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输出。王程鹏介绍，零碳
产业园按照“三个领先”即：产业领先、产品
领先、产效领先，来打造全球首款千安时长
时储能电池和系统一体化智造基地。

除深耕国内市场外，海辰储能坚持全球
化战略布局，聚焦品牌战略客户，通过“一体
化、国际化、品牌化”加快“走出去”，目前已
在美洲、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东等
地全面开启业务布局，持续为全球能源绿色
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海辰方案”。

全球首个长时储能一体化零碳产业园开工建设

1000Ah以上储能电池从“规划”走向“量产”
■本报记者 卢奇秀

全球首个长时储能一体化零碳产业园建设推进会现场。海辰储能/供图

全球首个长时储能一体化零碳产业园规划图全球首个长时储能一体化零碳产业园规划图。。海辰储能海辰储能//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