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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源或成澳大利亚下一个“金矿”

 在环保和能源危机等多重压力下，进行能源系统变革已成为全球共识。氢能源作为一种能量密度高又没有污染物排
放的理想清洁能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资料图片：2018年3月24日，一些民众在悉尼举行游行活动，呼吁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

 目前，日本、美国、韩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纷纷制定氢能发展战略或路线图，争抢产业制高点。澳大利亚也后发
直追，力争在全球氢能产业布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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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在地理、人口分布和能源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其广袤的国土拥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煤层气等化石能源
资源。

 澳大利亚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8.9%，是全球第四大黑煤和褐煤资源国，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占到80%以上。
同时，澳大利亚的煤炭质量优于很多国家，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极具竞争力，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
仅有的3个能源净出口国之一。

 澳大利亚还是全球第11大天然气资源国，2018年其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增长23%，成为全球最大的LNG出口国
。

 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也是澳大利亚的天然优势，尤其在太阳能方面，澳大利亚是世
界上大陆国家中每平方米国土获得太阳辐射能最多的国家。

 但从澳大利亚的电力结构看，约71%的电力来自煤炭，8%来自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极小。

 对煤炭发电的严重依赖导致澳大利亚在OECD国家中单位GDP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位居第二，人均排放量位居第一。
2016年，澳大利亚批准了《巴黎协定》，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28%，但落实情
况并不理想。

                                                  页面 1 / 4



氢能源或成澳大利亚下一个“金矿”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2571.html 
来源：《环球》杂志

 2018年澳大利亚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清单报告显示，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连续4年上升，增长最快的是化石燃料
的开采以及天然气加工等能源部门带来的排放。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还将增
长36.7%，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出口国。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经济利益与气候责任的双重夹击，内部关系非常紧张，自由党内至今还有“废除《巴黎协
定》”的声音。

 2019年2月25日，澳大利亚出台了《气候解决方案》，旨在启动20亿美元的投资来降低整个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
，具体计划包括：

 扩大电力市场和国家电池项目的投资，为国家提供价格合理、供给稳定的电力；

 帮助普通家庭和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并降低能源费用；

 制定国家电动汽车战略；

 提高燃料质量标准；

 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变革、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其他减排措施确保澳大利亚实现其2030年的减排目标等。

 从能源安全角度讲，澳大利亚能源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

 一是稳定能源供给，提高能源自足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二是提升能源出口增加值和自身工业化水平，降低经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

 三是在增长经济和降低能源价格的同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重点包括——

 推动液化天然气的生产与出口；

 大力发展煤层气产业；

 加大新能源战略的实施力度，包括加强煤炭气化、捕获能力以及封存二氧化碳的技术研发力度，引入替代交通燃料
以减少车辆的碳排放，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氢能前景的相关研究，

 致力于使用氢和电池储能技术相结合的电动汽车最终完全取代以石油为基础的汽车等。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上，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部长们一致认为氢能对澳大利亚
的未来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同意制定国家氢能战略，并力争到2030年成为全球氢能产业主要参与
者。

 会上还成立了由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家阿兰�芬克尔担任主席的COAG能源委员会氢工作组，重点围绕氢出口、氢运
输、天然气制氢、氢气支持电力系统等开展研究和部署，优先事项是完成2020-2030年澳大利亚国家氢战略设计，并
于2019年底之前进行审议，正式拉开澳大利亚氢能战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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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澳大利亚出台了两份报告——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布的《国家氢能发展路
线图：迈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氢能产业》报告、阿兰�芬克尔领导的氢战略小组发布的《澳大利亚未来之氢》报告。
这两份报告为澳大利亚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蓝图。

 首先，在氢制造的部署方面，CSIRO报告认为，从技术成熟度看，化石原料制氢以天然气制氢最为经济、合理，水
裂解制氢以及太阳能电解水制氢也是提供可持续供应氢能的有效途径，但从制氢成本看，煤制氢成本最低，电解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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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成本最高。

 在项目层面，报告提出要在维多利亚州富产褐煤的拉特罗布山谷试验煤炭气化制氢项目。目前，日本川崎重工已经
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在澳维多利亚州打造全球首个价值3.88亿美元、为期4年的褐煤制氢商业试点项目，旨在将污染
最严重的褐煤转变成适用于氢燃料汽车以及发电和工业领域的清洁能源。

 发展目标是在2030年代后实现煤制氢领域的商业化生产，使生产氢气的成本降至每公斤2.14-2.74美元，并使拉特罗
布山谷成为全球主要的氢产地。

 另一个重点项目是太阳能和风能电解制氢，然后将氢气用于悉尼天然气能源的长期储能。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ARENA）已承诺向澳大利亚能源公司Jemena提供750万澳元（1澳元约合4.79元人民币）的
资金，用于在其位于悉尼西部的工厂建造一个示范规模的500kW电解槽，还将投入2200万澳元用于出口氢气的研发资
金，支持9个澳大利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6个研究项目。

 其次，良好的氢气运输网络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氢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同时在高压下容易使材料发
生氢脆，因此氢气的储存和运输一直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CSIRO报告认为，考虑到储存成本和空间可用性，到2025年，液化会使氢气生产成本增加1.59-1.94澳元/千克，而作
为替代方案的氨合成则将使氢气生产成本增加1.10-1.33澳元/千克，因此氢气压缩应是氢气储存的最佳选择。

 再次，在氢利用的部署方面，除了做航空器专用航空燃料外，氢能目前的主要用途有三块：氢燃料电池、工业部门
原料、电网和发电。

 目前，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成本高昂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缺乏。2018-2025年间，澳大利亚在
氢燃料汽车领域的部署重点包括扩大加氢站的适用范围等，目标是将加氢站的成本从目前的每站150万-200万美元大
幅减少到2025年的50万-100万美元。

 鉴于氢在钢铁工业中既是中间产物同时也能作为燃料就地消纳，在钢铁工业过程中更有效地使用氢有助于提高整体
能效并减少碳排放，且富氢气体也可用作钢生产的还原剂。

 澳大利亚对2018-2025年氢能在工业领域的研究部署是将氢气作为生产源植入现有的工厂生产中，2025-2030年的部
署是将氢气作为铁矿石还原剂的替代品。

 在电力方面，澳大利亚2018-2025年将把部署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发燃料电池，降低资金成本和提高电池堆的寿命；

 研发氨/氢涡轮机和可充电燃料电池；

 致力于将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能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以备燃料电池使用，进而
实现长期的能源储存。

 最后，在氢出口方面，CSIRO指出，澳大利亚2030年后才可能具备褐煤制氢的商业生产规模。

 想要与其他氢气出口国竞争，澳大利亚的氢气生产价格必须降至2-3澳元/千克。为此，2018-2025年间，澳大利亚应
加大研发力度，尤其是氢气生产、储存和运输等技术的研发，致力于为未来出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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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氢能产业的全球布局已经初步展开，长期看，氢能将是全球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澳大利亚在氢能发展
方面具有诸多优势。

 首先，澳大利亚拥有大规模制氢的所有必要资源：风能、太阳能、煤炭、甲烷、碳封存场所和专业知识等。

                                                  页面 3 / 4



氢能源或成澳大利亚下一个“金矿”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2571.html 
来源：《环球》杂志

 其次，澳大利亚拥有完善的煤炭产业链条，完善的天然气生产、液化及运输等基础设施和强大的技术和专家团队，
并且已经具备了一系列成熟的技术来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氢能产业链条。

 此外，市场方面，澳大利亚完善的能源贸易关系使其在面向亚洲出口方面具有优势。CSIRO预计，到2030年，中国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对进口氢气的需求将达到99亿澳元，是澳扩大氢气出口的重要机遇。

 但另一方面，氢能产业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2050年前能获得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前景还不明朗。

 首先，目前制氢还主要依赖存量有限且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化石能源，而且整个制氢过程耗能很大，制氢效率低下。

 其次，现阶段氢气使用成本远高于传统化石能源使用成本，经济性上不占优势，技术突破也存在诸多挑战。

 比如，煤制氢技术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固体煤进行处理，使其变成气态物质之后再进行制取氢的过程，投资成本偏
高、污染处理困难，且全球只有极少数商业上可行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CCS）设施，如何将CCS技术和煤制氢进
行有效结合，目前仍在探索中。

 此外，氢能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氢气的供应，而是储存、运输和使用，这方面的技术突破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从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看，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预测，到2050年，天然气、非化石能源、石油和煤炭将各占四
分之一。

 在能源结构中，氢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储能解决方案，无法
作为终极能源的选择，但其在交通运输和工业行业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作者|田慧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能源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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