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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市场

储能技术系列报道

阴本报记者 陈欢欢
“前几年人们还在问要不要储能的问

题，现在只问要什么样的储能技术，如何推
动储能产业的发展。”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
会储能专业委员会会长俞振华向《科学时
报》记者谈起近一两年来储能行业发生的变
化，脸上浮现出轻松的笑容。
确实，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储能产业的

地位急速上升。这一点从国际金融资本向储
能领域不断倾斜的趋势也可见一斑。

但目前，储能市场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商
业化运行阶段。尤其在我国，专家指出，技术
研发、降低成本是储能企业面临的头等大
事。“中国目前缺少支撑技术和示范项目，从
支撑技术到应用端的各环节都有门槛。”俞
振华说。
同中国相比，美国的储能产业虽然早起

步了十余年，但仍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研究员陈海生日

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储能
是新兴产业，当下的重点是技术研发，应加
快出台促进技术发展的科研政策，促进我国
储能产业的技术进步、工程示范和产业化进
程。

支撑技术是行业发展关键

发展新能源是碳减排的主要途径，但其
大规模发展却必须和储能相配合。

在我国，从 2009年开始，储能被提上日
程，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等都设有专项基
金，国家“863”、“973”等科研项目中都对储
能有所有体现。因此，储能在我国虽然基础
薄弱，但重视程度却不断提高。

俞振华介绍，由于储能产业整体没有达
到商业化水平，各国在产业化的储能技术方
面差距不大，主要的差距体现在经验上。“毕
竟国外实际的项目多，国内项目少，针对性
没有国外强，还处在积累经验的阶段。”
对于这个阶段的发展障碍，俞振华认为

倒不是机制问题，而主要是支撑技术不过
关，无法告诉用户和政策制定者技术未来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怎样的。
“支撑技术是这个行业能往下走的关键

点。”俞振华强调。
他建议，国内储能企业发展技术的路径

应是自主研发和国际合作相结合。俞振华
说：“中国对商用技术的研发比较薄弱，人
才、经验都比较缺乏，自主研发团队如果不
能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这种研发道路就会很
长。适合公司运作的形式就是既有研发团
队，又有国际合作。”

在研发经费上，除了一些成熟的企业可
以依靠产业基础，大部分储能企业都需要依
靠风险投资。俞振华认为，国家支持将起助
推作用。而美国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将为我国
提供借鉴模板。

美国：政府投资引领技术研发

近年来，美国与储能相关的法案、计划、
投资和补贴政策不断出台。同时，美国为储
能技术研发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

以 2009年为例：2009年上半年，美国政
府拨款 20亿美元用于支持包括大规模储能
在内的电池技术研发；8月 5日，拨款 24亿
美元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经
费用于车用动力储能电池的开发；10 月 27
日，在美国能源部制定的关于智能电网资助
计划中，安排的储能技术项目超过了其他所
有项目，达 19 个，资金支持力度也最大；11
月，美国能源部又拨款 2亿美元支持规模化
储能技术的研发。
实际上，美国目前的储能项目资金来源

于 2009 年《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拨款、小
企业研究创新计划（隶属于美国小企业协
会）和美国能源部。其中《美国恢复与再投资
法》支持示范项目的力度最大，在总额为
7870亿美元的《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中，有

215亿美元投向了研发。截至 2010年 10月
13日已拨款 1.85亿美元，项目总额为 7.7亿
美元。
据统计，在 2011财年美国能源部高级

研究项目计划署（ARPA-E）支持的项目中
研究、开发、示范、应用的环节的比例约为 3：
3：1：3。
陈海生表示，政府资助起了很强的引导

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对哪种技术更
有发展前途给出了信号。尤其对前期投资风
险比较大的技术，政府埋单能大力促进其发
展。
据悉，ARPA-E 在 2011 财年将会资助

12个储能项目，项目总金
额 2765 万元，涉及企业、
研究所、大学等总共 20多
个单位，包含有项目示范
（例如波音公司承担的低
成本、高能密度飞轮储能
示范）、高新技术研究（例
如 ABB 公司的超导储能
技术研究）等，将会促进储
能技术的发展与示范。

中国：加大示范力度
保证多样性发展

在新出台的能源科技
“十二五”规划中，大规模
储能技术作为 4项重大前

沿技术位列第二。不过，同美国的支持力度
相比，我国尚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研究计划。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

华民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
继续加大对大规模储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和
应用示范的支持力度，推进我国可再生能源
的普及应用，有助于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
中占据有利地位。
张华民指出，目前我国大规模储能技术

和产业化与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和产
业化发展极不平衡，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超
过一定比例并网时，电网的安全运行将面临
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大规模储能技术作支撑。

张华民建议：“借鉴美国和日本对储能
技术的经费支持政策，我国应加大对有竞争
力的经济性、安全性、市场性好的大规模储
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示范的支持力度，支持
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
另外，储能系统中涉及众多非常规设

备，例如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中的高膨胀比的
透平机械等，都是对我国现有机械设计制造
产业的技术挑战。陈海生建议，我国应加强
储能产业的相关技术研究，掌握储能系统的
核心技术，实现储能产业的持续发展。
另外，陈海生指出：“现在最缺的是人。”

他建议加强储能技术人才培养和高层次人
才的引进，形成储能产业建设的后备军，保
证储能产业的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已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储能

技术只有抽水蓄能技术。陈海生指出，我国
需要加快储能技术项目示范的实施，为各类
储能技术和储能企业提供工程实践机会，实
现我国大规模储能产业的多样性发展。
张华民也提醒道，目前为止，我国储能

技术研发资源主要投给锂离子电池，具有极
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兆瓦以上级大规模
储能电池，锂离子电池在实际应用中的很多
技术问题还有待验证；另一方面，未来电动
汽车的动力电池要求能量密度达到
500~700Wh/kg，因此，一旦高能量密度的锂
硫电池、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及金属空气电池
开发成功，现有的锂离子电池技术将面临被
取代的风险。

国际资本市场向储能集聚，但专家呼吁，在我国———

储能产业突破关键仍在技术研发

本报讯 英利集团下属的电谷锦江国际酒店近日于河北保
定正式挂牌，成为世界首座太阳能光伏发电“五星级酒店”。

作为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的示范项目，电谷锦江国际
酒店外立面创造性地安装太阳能电池组件，利用太阳能并网
发电。据介绍，酒店总装机容量 0.3兆瓦，年发电量 26 万千
瓦时，全年可节约 104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70
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3吨，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 1吨。

据酒店总经理黄昆勇介绍，运营两年多来，酒店累计发
电量达到 57万度，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533.5吨，相当于节省
标准煤 228吨。 （高长安王志新）

全球首座太阳能光伏发电
酒店两年发电 57万度

简讯

本报讯 国内最大的 2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光大
（怀宁）2兆瓦光伏发电并网工程于近日顺利并网发电。

据天威集团总经理丁强介绍，该工程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怀
宁县马庙工业园，共使用了 95瓦非晶硅薄膜组件 21030片，采
用 24°倾角固定安装，其组件由天威薄膜公司提供组件。
据介绍，该电站运营期为 25年，发电效率为 80%，年发电

利用小时数为 1133小时，年平均发电量为 226.6万千瓦时。每
年可节约标煤约 81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137吨，环境
效益明显。同时，该项目的推进，还将改变安徽边远贫困山区
不通电的历史。 （高长安梁敏郗文勇）

中国最大的薄膜光伏电站
成功并网发电

阴本报记者 陈欢欢
近日，ABB 自动化世界论坛在北京举

行。ABB 首席执行官昊坤在论坛上表示，
2011年，ABB在中国用于并购和新建设施
的投资将超过 1亿美元，使得中国继续保持
ABB全球最大投资市场的地位，今年还将
新增 2000名工程师支持中国业务的发展。
昊坤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到

2035年，全球对电力的需求可能要增长一
倍，而中国届时在全球电力需求中大概会占
到全球增量的 40%。
根据国际能源署 2011年最新估计，在

各种技术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排名中，可再
生能源和增效节能的潜力最大，在 2020年
分别达到 18%和 71%，在 2035年分别达到
21%和 48%。
昊坤指出，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成为

目前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主要解决方案，对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ABB将继
续在华投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支持中
国经济向低碳和高效能转型。
据悉，工业节能潜力巨大。在各工业行

业耗电强度（电力成本占收入的百分比）中，
钢铁行业为 6%，水泥行业 10%，制浆造纸
15%，铝行业高达 75%。
基于《经济学人》信息部今年初对高管

的调研，88%的企业高管同意能源效率将成
为制造业赢利的关键因素。
昊坤也认为：“能源效率是推动赢利的

关键因素。”
在这方面，ABB 正在通过其产品帮助

制造企业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用现代化的
控制解决方案、自动化产品和电气化设备提
升工厂的生产率和效率。主要技术包括控制
系统、企业软件、仪器仪表、低压产品、传动、
电机、机器人和涡轮增压器。“ABB的能源
顾问是诊断能源浪费的专家。”昊坤说。
据介绍，墨西哥 Cementos Cruz Azul公

司用 ABB传动系统取代控制风阀控制两个
固定转速的风机，每年节电 5300兆瓦时，节
省成本 26万美元。法国安塞乐米塔尔钢厂
被 ABB诊断出 53个节能机会，节能潜力每

年约 1400万美元。
在运输领域，ABB 帮助船舶和轨道交

通运营商降低能耗。如涡轮增压器可将柴油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提高 4倍；在轨道交通领
域，ABB 技术将电力从电网有效传输至铁
路，而在列车上的各种设备和完整的牵引技
术组合则帮助客户提升能效。如仅用 13个
月就为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第一批“城际快
线”列车开发出了新型牵引变流器，能耗至
少降低 12%，减少了运营和维护成本。
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 40%。在建筑领

域，ABB智能建筑控制系统调节温度、光照
和电器能耗，生产的高效电机和变频器减少
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中泵和风扇的能耗。
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图书馆安装的变
频设备控制室内温度，每年节电 1800兆瓦
时，节约成本 16万美元。意大利罗韦雷托现
代艺术博物馆采用先进的照明控制系统，节
能 28%，每年节电 45万千瓦时，降低成本
11.2万美元。
除了节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ABB是

风电行业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德国 Borkum
2风电场项目完工后，将成为离陆地最远的
风电场，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50万吨。

ABB拥有线性菲涅耳太阳能聚光光热
发电专利技术。西班牙 1.4兆瓦太阳能电厂
项目已并网发电。在西班牙的世界首个基于
线性菲涅耳聚光技术的大规模（30兆瓦）太
阳能电厂正在建设中。
实际上，ABB 的触角也已经深入中国

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许多项目中，
如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全球首条远距
离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向家坝—上海
特高压直流输电；京沪高铁；参与 2010年上
海世博会的 53个项目；为中国中铁渤海铁
路轮渡有限公司的三座新渡轮安装了 Azi-
pod电力推进系统解决方案，相比传统手
段，节约燃油高达 20%，每年大概节约 220
万美元。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 2015 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4%；单
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 16%；单位 GDP二氧
化碳排放降低 17%。这也使 ABB在中国看

到了更大的商机。
昊坤指出，ABB 正在不断推进增效节

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在华投资，还将强化
可编程控制器、低压断路器等业务，这些产
品都是在中国进行开发的，所以能够很快地
应对中国客户的需求。
据昊坤介绍，ABB 集团 2011年一季度

业绩增长强劲，在亚洲市场的订单额增长
39%，其中在中国市场的订单额增长 70%。
可以看出，ABB 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最为迅
猛，而且是最具可持续性的。2010年 ABB
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 44亿美元，本
地采购额超过了 36亿美元，总投资额累计
超过 13亿美元。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反弹，出现了 4
年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发展环境。昊坤指出：
“尤其是新兴市场，对增效节能的需求持续
上升，提升工业生产率扩展为全球性趋势。
全球电力和自动化长期发展趋势是提高效
率、建设智能且强大的电网。”

ABB加大在华节能和新能源投资

记者近日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获悉，2010年，陕西延长石油原油采、炼、销三项
指标继续保持千万吨以上规模，实现销售收入
1020亿元。该集团计划在今年实现销售收入 1200
亿元，“十二五”将朝着实现销售收入 2000亿元、
进入世界 500强企业的目标迈进。

特低渗油田实现原油采炼千万吨

陕西延长油田是一座有着 100多年发展历史
的特低渗油田，过去这里提高第二年石油产量最
直接的方法就是年底开钻新井，而这样做不仅加
大了企业投资成本，采油效率也不高。
陕西延长石油是国内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

探开发资质的 4家企业之一。近年来，面对“特
低渗”、“低品位”油藏，陕西延长石油通过科技
支撑和引领，不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全面推广
先进的二次、三次采油技术，推动油田发展方式
由依靠新井求产的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
变，每年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8000多万吨，
实现了连续 3 年原油采炼 1000 万吨以上稳中
有增，为企业销售收入保持 20％以上的年增长
速度奠定基础。

科技创新使企业投资成本降低，原油产量和
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集团产业链不断延伸，产品附
加值显著提升。

三个依靠、五个亮点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在“十一五”开局之时就确
定了企业快速发展的三个依靠：依靠体制创新和
大项目带动，加快发展速度；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
创新，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依靠科
学管理和精细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持续
赢利能力。

为了使“三个依靠”落到实处，该集团主要采
取的五个做法，已成为陕西省和全国石化行业的
先进典型案例。
第一，构建企业科技创新体系。集团公司成立了科学技术委

员会、科学技术成果评审鉴定委员会和科技部，为各板块和直属
单位均配备了总工程师，部分单位设立了副总工程师。基层单位
均成立了科技管理部门，强化了对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并将科
技项目分为集团公司级、公司级和厂级三级管理，建立了科研研
发项目计划体系。集团科技项目由 2007年的 78项增加到 2010
年的 468项。与此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成为重点和关键。集团公司
科技经费由 2007年的 2.8亿元增加到 2010年的 15亿元。2011
年，科技经费提取和使用将占集团公司销售收入 3%以上，科技投
入将达到 30多个亿。

第二，加大科技攻关力度。科技项目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有效
载体。近年，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先后有 98个项目分别列入国家
“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省“13115”科技创新工程和省科学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特别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低（超低）
渗透油田高效增产改造和提高采收率技术与产业化示范》是陕西
省第一个由省属企业为主体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总投
资 7800万元，目前项目已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研究成果进入产
业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三，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延长石油集团把各类新技

术、新工艺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相结合，推进科技快速转化为生产
力。一是在油气探采方面，采用了二维、三维地震和非物化探等技
术，提高了勘探成功率；引进推广了 64项新技术、新工艺，有效提
高了单井产量。二是在炼化生产方面，10多项新技术、新工艺使
装置的操作稳定性及产品经济技术指标有了大幅提升。三是在
项目建设方面，杨庄河炼化一期项目引进了美国UOP第三代超
低压连续重整技术等专利工艺；靖边化工园区项目引进了美国
DMTO、DCC分离，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甲醇制烯烃等 14项国内
外先进技术。四是在节能环保方面，采用变频控制、节能抽油机与
节能电机、自动控制间歇抽油等新工艺、新设备，每年节电约 2亿
度；利用油田伴生气加热，每年节煤约 7000吨；采用循环流化床
锅炉掺烧干气技术，每年节煤 4万吨以上；利用硫磺回收装置每
天减少 SO2排放 10～16吨，气提净化水技术每年节水 50万吨
等。

第四，加快科研平台建设。2008年 3月成立集团公司研究
院，作为集团油气主业的综合性研发机构，已形成了科研工作的
基础框架，并初步取得一些科研成果。各级科研院所、工程中心和
实验室的建设，为企业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五，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延长石油集团科技人才比例由

重组时的 10.1%提高到 13.8%，全集团高级工程师由 2006年的不
足 100名增加到 2010年的 1007名，增长了 9倍多。此外，集团
公司与西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安石油大学等高等院
校合作，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建立了战
略合作关系，大连化物所为延长石油定向培养能源和化工领域的
硕、博士研究生，积极支持延长石油在西安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双
方互派人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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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多次拨款支持规模化储能技术研发。

阴本报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张辉

2011中国电谷（香港）恳谈会近期在香港
成功举办，这是中国电谷·保定高新区连续第
五年在香港举行主题推介活动，共有 4个项目
签约，总投资 38.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电谷迎来了新

一轮投资热潮。
2011年 3月初，保定国家高新区与中国

巨力集团签下价值 120亿元合约，建设“年产
30万吨索具全产业链”和“1GW光伏太阳能
全产业链”两个项目，此次强强联合为中国电
谷新能源产业注入新鲜力量。
据了解，2011年，保定高新区共申报省

重点项目 103项，总投资达 1300亿元；全年
计划新开工项目 28项，总投资达 222亿元。
英利集团商贸物流中心、乐凯集团新材料科
技园、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保定科技
工业园、惠阳工业园、巨力集团光伏产业园等
重点项目将陆续开工。

目前，保定高新区已形成风电产业园、
光伏产业园、储电产业园、节电产业园以及
电力自动化产业园等产业聚集区，会聚了

200余家新能源企业，产业聚集效应和协作
效应进一步显现，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成本
优势日益明显。

产业聚集产生强大带动力

保定高新区的光伏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已形成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制造、应用完整
产业链，并在光热发电、太阳能电站、太阳能
建筑一体化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目前已聚集
相关企业 60余家，构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
光电领域，英利集团、天威薄膜光伏、大

正太阳能、维特瑞交通设施、荣毅集团等一大
批光电产品研发制造企业聚集，初步形成了
晶体硅光伏电池、非晶硅光伏电池两大生产
园区，同时形成了从硅原料生产、光伏组件成
品制造，到交通信号灯、路灯等应用性产品设
计生产一条完整的光伏产业链条。
其中，英利集团作为国内唯一拥有全产

业链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企业和世界领先
的光伏产品制造企业，涵盖了硅料、铸锭、切
片、焊接、应用研发、新型储能等所有光伏电
池生产环节。

风电领域，包括国电联合动力、保定海风
风电、天翼复合材料、科诺伟业等企业在内的
一批风电产业链研发配套企业聚集，进一步
细化了风电产业结构。园区风电企业从 2005
年的 3家，增加到现在的 76家。
风电产业形成了从叶片、整机，到零部

件、控制设备、原材料、风电设备维修维护等
全国唯一的风电全产业链，使“中国电谷”出
产的风电设备具备了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中国电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风电叶片

制造基地，整机产能突破 1000台，位居国内三
强；叶片产能突破 2000套，位居全国第一；风
电控制设备产能超过 1000台，位居国内第三。
风电研发、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完备，形
成了覆盖所有环节的风电全产业链。
此外，中国电谷还吸引了日本三菱、美国

江森、中国国电、中国兵装、中航集团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产业聚集力持续增强。

自主创新形成强大驱动力

保定高新区积极营造有利于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环境，2010年全区投入研发经费超过

10亿元，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资金 3亿余元。
保定高新区现拥有光伏材料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风力发电技术及设备国电重点
实验室等 7个国家级研发中心，24家省级以
上研发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英利公司自主研发科技

成果 500多项，拥有十多项专利，掌握了世界
最先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成套技术，硅片、电
池和组件生产线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科诺
伟业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风电控制和逆
变系统技术的公司，2010 年产能达到 1000
台。华翼风电是首家由中科院院士领衔组成
的风电叶片设计、研发企业，2010年 8月 18
日其自主研发生产的首批 2.0兆瓦 45.5米风
电叶片，在天津港装船运往韩国，结束了国外
长期垄断风电叶片核心技术的局面。
保定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孙金博表示，“十二五”期间，保定高新区
将全面打造以光伏、风力发电为主的新能源
产业聚集高地、人才集聚高地和创新要素聚
集高地。到“十二五”末，园区新能源产业年
均增速达 35%，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 2600
亿元。

保定新能源产业“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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