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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光伏电厂

本报记者 张军 摄

▲ 中国石化新星新疆绿氢公司

▲

鼎际得：

向“新”而行

强化高分子新材料布局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日前，鼎际得POE（聚烯烃弹性体）高端新

材料项目正式签约， 标志着公司在优化业务结

构、加强高尖端产品研发生产、强力布局新材料

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鼎际得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将依托POE高端新材料项目， 积极推动高新

材料及其茂金属催化剂和特殊化学助剂业务发

展，提早抢占优质赛道，加大高分子新材料板块

资源配置力度，促进公司转型升级，实现经营业

绩稳步增长。

POE项目落地

鼎际得业务集聚烯烃催化剂及添加剂于

一体，主营聚丙烯催化剂、聚乙烯催化剂、抗氧

剂、复合抗氧剂及其他聚烯烃用助剂等业务。

鼎际得与石化行业重要企业建立了良好

的业务关系，是中石油一级供应商、中石化中

标供应商，与中海油、大唐集团、恒力石化、浙

石化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达成合

作；此外，公司产品出口亚洲、非洲、美洲等地

区，成为亚洲地区聚烯烃催化剂及化学助剂产

品主要供应商。

“近年来， 我们看好高新材料及其茂金属

催化剂和特殊化学助剂市场前景，瞄准国家进

一步推进新材料行业产业升级、 环保升级、产

业整合机遇，在高尖端产品等领域持续发力。”

鼎际得董事长张再明说，“此次落地大连长兴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POE高端新材料项目就

是具体实践案例。 ”

鼎际得POE高端新材料项目一期将建设

30万吨/年乙烷制α-烯烃装置 （后工段）、20

万吨/年POE装置、400Nm3/h电解水制氢装

置、配套储运设施及公用工程设施；二期将建

设30万吨/年乙烷制α-烯烃装置（前工段）及

20万吨/年POE装置。 项目总投资 （不含增值

税）达103.81亿元。

“这一项目聚焦新材料战略方向， 以30万

吨/年乙烷制α烯烃项目为源头，直接形成‘乙

烷-α烯烃-POE’ 核心产业链，装置副产醋酸

可作为生产醋酸乙烯的主要原料。 ” 鼎际得子

公司辽宁鼎际得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栾贺天表示， 整个产业链完整且协同配套、上

下游一体，产业链优势明显。

以项目副产品醋酸为例，其可替代国内市

场上以合成气为原料的煤基或以乙烯为原料

的醋酸产品， 在降低不可再生能源用量的同

时，大幅降低醋酸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同

时，可用于下游产业生产醋酸乙烯。 醋酸乙烯

为生产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主

要原料之一。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 醋酸乙烯未来

将出现较大缺口，利用该项目原料生产的醋酸

乙烯产品可供一些石化企业EVA装置使用，降

低企业原料采购成本。 ”栾贺天说。

此外，α-烯烃为POE主要原料之一，该项

目在满足自身需求基础上可向东北区域释放部

分1-辛烯、1-己烯产品。 上述产品均为高端茂

金属聚乙烯的共聚单体， 目前国内主要依赖于

国际采购，国内产品质量及规模较低。上述产品

的释放，可带动东北地区聚乙烯行业发展。

市场空间广阔

当前，我国在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功能

性膜材料、高性能纤维和电子化学品等诸多领

域自给率仍然较低。 随着国内产业升级步伐加

快，化工新材料需求将持续增长。

某券商石化行业首席研究员介绍，从全球

范围看，汽车是POE下游最大消费领域，而我

国POE消费则逐渐转向光伏驱动。 未来，随着

双面双玻和N型电池渗透率提升， 光伏领域发

展或将成为POE消费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随

着新能源汽车产量提升及轻量化趋势发展，

POE在车用塑料改性领域的用量也将稳步增

长。 此外，POE改性材料还可广泛应用于家电、

口罩、防水卷材和管材等诸多领域。

“以光伏行业为例， 随着光伏行业进入黄

金发展期，光伏胶膜的上游POE等高端新材料

必将迎来高速增长的市场机遇期。 未来，我国

高端新材料产业升级和国产突破进程中，POE

等高端新材料产品需求必将进一步增大，市场

空间巨大。 ”栾贺天说。

“POE国产布局不断加速， 工业化放量可

期。 在供需缺口扩大的背景下，POE高景气度

有望持续。 ”上述券商研究员说。

值得一提的是，现阶段，国内聚烯烃行业

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发展

阶段。 随着消费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高端化、差异化将成为我国化工产业的升

级方向，对高端聚烯烃等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

也将持续增长。

栾贺天介绍，POE具有塑料和橡胶的双重特

性，综合性能优异，可以看作塑料与橡胶的桥梁

产品，是高端聚合体的典型代表。 POE可以取代

橡胶、柔性PVC等材质被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

“POE高端新材料项目将成为公司强力布

局高端新材料领域的重要承载项目， 并成为公

司在高端高分子材料领域的长期战略布局平

台。 随着这一项目按计划推进，公司业务结构将

更具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也将显著提升，这对

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 张再明说。

容量电价呼之欲出 火电企业价值或迎重估

●本报记者 刘杨

9月12日，大连热电涨停，华能国际、华电

国际、杭州热电、皖能电力等火电股跟涨。 中国

证券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市场关

注火电容量电价改革政策预期，火电企业有望

在该政策的刺激下增厚利润。

目前，我国部分省份已经实行容量电价政

策，但由于不同省份能源结构和电力供需的不

同，容量电价政策也有一定差异。 业内预计，未

来将有更多省份出台容量电价相关政策，有望

抬升火电板块整体估值。

政策出台迎较好时间窗口期

受益于火电容量电价改革预期，9月12日，

火电板块领涨。

目前，我国已经开启容量补偿机制，抽水蓄

能和天然气已经实行容量电价。 5月15日，国家

发改委印发的《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

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明

确，用户侧用电费用包括系统运行费用，而系统

运行费用包括容量电价和辅助服务费用。 业内

人士认为， 这预示着容量电价的成本都将由用

户承担，相关成本疏导通路已经完全打开。

《通知》公布了在运及2025年底前拟投运

的48座抽水蓄能电站的核定容量电价。 根据最

新公布的抽水蓄能容量电价表， 各电站容量电

价区别较大。 其中， 最高的为安徽省响洪甸电

站，容量电价达823.34元/千瓦，河北潘家口电

站容量电价最低，仅为289.73元/千瓦。 西南证

券分析认为，短期来看，由于部分电站容量电价

低于预期， 本次核定降低了部分企业的盈利能

力。 但长期来看，《通知》出台释放了清晰的电

价信号，提升了抽水蓄能电站的盈利稳定性。

申万宏源公用事业分析师查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容量电价更重要的是改善火电

收益结构，提高传统电源建设的意愿。 目前煤

价处于相对低位，正是推出容量电价政策较好

的时间窗口期。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中长期市场、现货市

场、辅助服务市场、容量电价和碳市场为主的

五位一体综合性电力市场，为我国长期的新能

源转型提供最基本的机制支持。

“新能源渗透率进一步提高， 但新能源在

高峰时期难以提供有效的电力支撑，传统电源

的建设不可或缺。 新能源逐渐成为电量主体，

必然会降低传统电源 （主要是火电） 的利用

率， 回过头来又会降低传统电源的预期收益，

进而降低传统电源投资意愿。 因此，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需要建立传统电源的容量成本回收

机制。 ”查浩告诉记者。

火电板块估值或被重塑

多家机构认为，火电容量电价政策出台利

好电力运营商和火电设备商等。

“容量电价出台后将改善火电机组收益结

构，火电运营商有望从周期属性逐步向公用事

业属性切换，其估值有望提升。 ” 查浩称。

查浩表示， 容量电价出台将解决火电建设

意愿不足的问题， 促进火电机组更新换代的进

程，因此火电容量电价政策将利好火电设备商。

此外， 容量电价出台将解决火电低利用率下的

收益问题，从而推动灵活性改造大规模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眼下，我国已有部分省份

开始实行容量电价政策，山东、广东、云南已经

开启试点，但由于不同省份能源结构和电力供

需不同，容量电价政策也有一定差异。 业内预

计，未来或将有更多省份出台相关政策，火电

企业利润有望增厚。

2020年4月下发的《关于电力现货市场燃

煤机组试行容量补偿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规

定，在容量市场运行之前，参与电力现货市场

的燃煤发电机组试行容量补偿电价，补偿费用

从用户侧收取， 容量补偿电价标准暂定为

0.0991元/千瓦时。

2022年12月出台的《云南省燃煤发电市

场化改革实施方案》规定，燃煤发电企业最

大发电能力和最小发电能力之间的可调节

空间参与调节容量市场交易，试行期先按烟

煤无烟煤额定装机容量的40%参与燃煤发电

调节容量市场交易，并根据市场供需变化动

态调整。

绿氢产业“热起来了”

中国石化绿氢示范项目带动效应凸显

新疆风光千般美，大漠荒野

藏秘密。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

新疆库车，实地调研了中国石化

在库车投建的新疆库车绿氢示

范项目光伏发电厂、 输电站、制

氢车间及用氢端等环节的作业

现场。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于

近日全面建成投产， 年产2万吨

绿氢全部就近供应中国石化塔

河炼化公司。该项目全面建成投

产标志着我国绿氢规模化工业

应用实现零的突破。

记者日前还分别赴嘉兴、上

海现场调研了加氢站及产业链公

司。 多位受访的产业链人士对记

者表示，在国家、地方政府的相关

政策扶持和产业链公司的布局

下，我国氢能应用已在交通、工业

等领域落地。 随着新疆库车绿氢

示范项目的带动效应凸显， 我国

绿氢产业链“热起来了” 。

● 本报记者 张军

产业带动效应明显

在新疆库车牙哈镇， 记者看到一排排错

落有致的光伏组件。 中国石化新疆绿氢公司

副总经理方虎告诉记者：“这是中国石化新疆

库车绿氢示范项目配套的光伏电厂， 装机容

量300MW，年均发电量5.8亿度，全部用于电

解水制绿氢。 ”

日前，中国石化宣布，新疆库车绿氢示

范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

目是国内首次规模化利用光伏发电直接制

绿氢的项目， 每年生产的2万吨绿氢全部就

近供应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用于替代炼

油加工中使用的天然气制氢，实现现代油品

加工与绿氢耦合低碳发展。 该项目的全面建

成投产标志着我国绿氢规模化工业应用实

现零的突破。

记者了解到，除“零的突破” 外，该项目

之所以引发业内高度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对

我国绿氢产业链的带动效应明显。

中国石化在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中首

创性采取了4台电解槽对1套气液分离和1套

纯化系统，有效提升了经济性。 同时，该项目

所用的光伏组件、电解槽、储氢罐、输氢管线

等重大设备及核心材料全部实现国产， 有效

促进了我国氢能装备行业的发展。

以电解槽为例， 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

启动前， 国内1000Nm

3

/h电解槽累计需求量

不到30台，而仅该项目就需要52台。中国石化

新疆绿氢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范松林对记

者表示：“通过该项目建设， 国内电解槽企业

开始上产能了。” 中国石化塔河炼化炼油二部

副经理李取武表示：“通过该项目， 行业设备

企业热起来了，不少企业前来参观。 ”

有产业链专家对记者表示， 绿氢在炼化

等石化行业的应用一旦获得验证， 将有望在

全行业铺开， 在为我国石化行业脱碳找到解

决方案的同时， 也将催生我国绿氢产业电解

槽巨大的市场需求。

高成本是“痛点”

“未来，氢能在交通领域中很有前景。 ”

隆基氢能副总裁王英歌对记者表示。

记者日前在调研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

司青卫加氢站和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嘉兴平湖

滨海大道加氢站及产业链公司中了解到，嘉

兴平湖滨海大道加氢站设计的加氢能力是1

吨/天，目前是满负荷运行，该加氢站目前处

于盈利状态。 嘉兴平湖滨海大道加氢站的氢

源来自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的副产

氢。 该加氢站负责人表示，站点每天的加氢车

辆是70辆左右， 加氢车型有大巴和重卡等。

“目前氢气供不应求。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青卫加氢站在

现有加油站的基础上通过技改改造成油氢合

建站。 截至7月底，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

已建成加氢运营站3座，在建站2座。该加氢站

负责人告诉记者：“站台的加氢车源主要是虹

桥机场周边的网约车、半挂牵引车等，最近每

天加氢车辆在130辆左右。 ”

记者调研发现， 尽管在政府支持及财政

补贴下，加氢站正常运营起来了，车子也跑起

来了，但氢气运输成本居高不下、退补后的盈

利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以嘉兴平湖滨海大道加氢站为例， 根据

有关指导价， 若加氢站的氢气销售价格是35

元/kg，则可以享受政府补贴，补贴每年递减3

元/kg，2023年已是5年补贴期限的第三年。

运输端， 国内储氢运氢目前都采用高压

气态方式，长管拖车压力一般只有20MPa，运

量小，而且储氢、运氢需专门资质，导致目前

高压气瓶储氢运氢成本较高。 以49吨的运输

车为例，只能拉200kg氢气，若以里程计算，

100公里的运输成本是1000元，而超过100公

里后的运输成本会大幅攀升， 因此目前的氢

气运输半径都考虑在100公里之内。

同时，对用氢方而言，加氢站点少需要到

固定站点去加氢、 退补后加氢成本高等问题

仍然令其对后续车辆的正常运营充满担忧。

在调研过程中， 有氢能重卡运输公司人士向

记者表达了“如加氢价格高于指导价，很难和

油车去比性价比。 ” 的担忧。

发展绿氢大势所趋

氢气是目前公认的最为理想的能量载体

和清洁能源提供者，被誉为“21世纪的终极

能源” 。

在“双碳” 目标的大背景下，减碳已是一

道“必答题” 。隆基绿能创始人、总裁李振国表

示，降碳过程中，电力领域的碳排放只占到全

球碳排放的30%，剩余70%的碳排放来自非电

力领域。而非电力领域降碳工作就无法完全通

过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去解决，只有引入氢

能才能解决非电力领域的碳排放问题。

以钢铁行业为例， 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

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 是制造业31个

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随着“双碳”战略

的践行，钢铁行业正掀起一股氢冶金热。

在调研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时， 方虎

向记者表示，八一钢铁和公司已洽谈过合作，

八一钢铁打算建一套氢炉。“库车工业园区有

企业也和我们洽谈过， 年用氢量在1000公斤

的企业也有， 因此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扩

产势在必行。 ”

国泰君安研报预计，2025年中国氢气需

求量约3500万吨，其中绿氢约200万吨；2030

年氢气年需求量将达到3715万吨， 其中绿氢

达550万吨。 2030年全球绿氢需求量有望超

1000万吨，主要来自工业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LCOE（能源平均成本）逐步降低，通过可再

生能源进行低成本绿氢制备替代灰氢已经成

为大势所趋。

国内企业积极布局氢能产业。 中国石化

提出打造中国第一氢能公司的目标， 计划

2025年建成油氢合建站、加氢站1000座。 中

国石化布局氢能的路径包括在制氢端推进绿

电制氢和工业副产氢；布局氢气储运技术、管

线；发展加氢站网络；以设立子公司、成立合

资公司、参股企业等方式布局全产业链等。

分领域来看， 交通方面， 中国石化围绕

“3+2”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及山东、

成渝等重点地区， 布局后冬奥时代的氢能重

卡、氢能大客车、氢能物流走廊等应用场景，

目前已累计发展加氢站超100座。

化工领域，除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外，

中国石化2月启动建设的鄂尔多斯3万吨/年

绿氢项目将通过风光耦合所制绿氢就地供应

中天合创生产高端绿色化工材料， 规划中的

乌兰察布绿氢项目所产绿氢将通过管道输送

至京津冀地区，预计覆盖北京燕山石化、石家

庄炼化、天津石化等京津冀地区炼化企业，用

于替代现有的化石能源制氢及管道沿线交

通、工业用氢等。

今年4月，中国石化宣布“西氢东送” 输

氢管道示范工程被纳入《石油天然气“全国

一张网” 建设实施方案》，这标志着我国氢气

长距离输送管道进入新发展阶段。 “西氢东

送” 起于乌兰察布， 终点位于北京的燕山石

化，是我国首条跨省区、大规模、长距离的纯

氢输送管道。

同为“三桶油”之一的中国石油发布《中

国石油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3.0》， 计划按

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 三步走

总体部署， 计划2050年占据国内30%的供氢

市场。

仍需多方助力

从制氢工艺来分，主要分为灰氢、蓝氢和

绿氢。 业内普遍认为，考虑到碳减排和原料来

源等因素， 以可再生能源为原料的绿氢将是

制氢的终极目标。

记者调研了解到， 从绿氢的制备角度考

虑，目前绿氢成本仍明显高于灰氢、蓝氢的制

备成本， 而绿氢的成本则主要取决于电价和

电耗。

王英歌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光伏电

价实现0.2元一度电，则绿氢成本可以做到1.5

元一方氢气，和蓝氢成本基本持平。国泰君安

测算， 若光伏电价下降至0.1元/kWh至0.13

元/kWh， 则绿氢制备成本可以和灰氢制备

成本持平。

“当前欧盟的碳价是中国的10倍左右，

可以对绿氢发展形成较大支撑。 而中国的碳

汇交易价格在50元/吨至75元/吨， 相比之下

还无法起到有效调节绿氢和灰氢成本价差的

作用。 ”王英歌说。

记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 业内不乏一

些希望政策补贴以支持绿氢产业发展的声音。

王英歌表示， 如果国家用减碳的收入来

补贴绿氢，则不需要国家财政再新增补贴了。

例如仿照光伏政策先例，建立国家级绿氢“领

跑者” 示范基地，鼓励推广先进产品技术，引

领行业转型升级。

浙江嘉兴港区经济发展部部长陈龙说，

希望5年补贴结束后国家能继续予以相应的

政策补贴，以支持绿氢产业的发展。 陈龙同时

表示，嘉兴港区在补贴结束后，会考虑继续的

配套补贴政策， 这不单单是考虑让车子跑起

来，更是考虑到产业链的布局及发展。

对嘉兴平湖滨海大道加氢站而言， 目前

氢气供不应求。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虽然嘉兴

港区政府方面表示，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

园区每年有10万吨的副产粗氢， 但是未来也

会考虑通过海上风电及分布式光伏制备绿

氢，以保障氢源的供应。 陈龙表示，随着未来

需求的不断增加， 期待3至5年可以通过西气

东输管道输氢，以增加供应。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混输安全性问题

若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绿氢有望跨

省市运输，并助力解决“弃风弃光”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