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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关关别别晚报 注

宁波如何推进城市 转型？

A092025年1月9日 星期四 广告
责编/张波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雷林燕宁波两会宁波两会聚焦聚焦

除了更加合理、高效利用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以及对
推进相关产业发展提出诸多
可行性建议外，在场委员们也
不约而同地提出大力发展氢
能、潮汐能等未来能源。

众所周知，因集聚镇海炼
化、氢阳新能源等20余家涉
氢企业，宁波是一座“富氢”城
市（氢气是石化工业的衍生
物），位列2023年中国氢能城
市竞争力第9位，涵盖“制、储、
运、加、用”全产业链条。

“然而，总体来看，我市氢
能产业虽起步较早，但发展较
慢，特别是与佛山、苏州等城市
相比，差距正在拉大。”市政协
委员、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
研究员、团队负责人陈鹏表示。

陈鹏建议，高标准建设氢
能产业园区，支持镇海招宝山
氢谷建设，打造氢能研发示范
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并深度
融入省级“氢走廊”建设。一
方面，强化慈溪、余姚对环杭
州湾氢走廊赋能；另一方面，
以北仑、镇海、奉化为重点区
域，深化义甬舟氢走廊发展。

陈鹏介绍，目前，宁波市
加氢站、运输管路等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仅建成加氢站5座，
布局分散且使用率不高。而
嘉兴已建成9座（可加氢、加
气、加油），且布局在物流集中
公路沿线。

陈鹏建议，做好氢源供给
网，按照“车站相随、供需匹
配”的原则，加快规划和建设
全市加氢站网络；打造综合能
源站，依托现有加油（气）站进
行加氢合建；探索在有条件的
综合能源站开展甲醇制氢等
业务，提升氢能供应能力。

从产业端看，陈鹏建议，
充分发挥我市制造业优势，以
重大项目引进为抓手，推动优
质企业在甬落地。

市政协委员、象山县卫生
健康局局长朱爱春则就如何
利用好潮汐能、波浪能、潮流

能、温差能、盐差能等多种海
洋能源资源提出自己的建议。

朱爱春介绍，据自然资源
部调查统计，宁波市潮汐能资
源约占全省理论装机容量的
83%，主要集中在北部杭州
湾、三门湾、象山港；潮流能年
平均蕴藏量为27.4万千瓦，主
要集中在穿山半岛附近。

目前，总投资15亿元的
海洋波浪能发电项目已签约
落户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将形成研发、装备总成、供
应协同开发于一体的波浪能
装备产业园。但总的来说，宁
波市海洋能资源开发力度亟
待加大。

为此，朱爱春建议，依托
清华大学、中国海洋工程研究
院等专家团队，利用最新测绘
技术，梳理和整合我市潮汐测
量站、浪能测量设备以及潜水
器等采集的海浪、潮汐数据，
充分评估我市海洋能开发潜
力，针对我市海底地形及水文
情况，研究形成我市海洋能开
发可行性方案。同时，推进海
洋能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创
设海洋能开发场景，探索“风
波一体”发电模式，将海洋能
开发融入“海上风电+海洋牧
场”“海上风电+海水制氢”“海
上风电+海洋油气”“海上风
电+海上光伏”等多种融合发
展模式，降低海洋能开发成
本；建立“海洋能+”示范项目，
将海洋能应用于海水养殖、海
水淡化、海水制氢等领域，推
动技术的实际应用和产业化。

对于未来能源的产业化，
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懿栋在现
场回应，目前，在完善后的

“361”体系中已经细化了氢能
等产业的规划和引导方向，宁
波将积极攻克氢燃料电池组
件、电堆等关键技术和部件，积
极引进项目企业，为宁波城市
新能源化转型奠定产业基础。

记者 乐骁立
实习生 章渝婷 文/摄

1月8日上午，市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加快推进城市新能源
化转型”联组协商交流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九三学社、
致公党、民盟等界别的8位市政协委员，对于当前宁波在城市新
能源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建
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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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能能源源化化

目前，宁波是全国新能源
汽车制造和消费的主基地和
大市场，仅去年前11个月，宁
波市新建公用和专用电动汽
车充电桩就达5374个，公共
充电桩接入数量已超4万个，
车桩比排名全国前列。

“但同时，我们也关注
到，我市充电桩还存在布局
不够合理、统筹不够有力、建
管不够规范等问题，需要引
起重视。”市政协委员、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能量存储与转换技术研究所
所长颜雪冬表示，宁波市有
些区域的充电桩利用率低
下，存在“僵尸桩”现象，据估
算占比可达30%。

颜雪冬建议，有关部门
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公共充
电网络布局，围绕交通枢纽、
商圈、企事业单位、旅游景
区、居民区等优化布局 5 公
里“充电圈”，并加快实现在
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农村
地区有效覆盖。

颜雪冬介绍，目前，宁波
市充电站经营主体有300多
家，不同运营商采用的结算

平台各不相同，车主每到一
个充电站就要新下载一个
APP，缺少相互兼容的统一
端口。

颜雪冬建议，进一步发挥
市级充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
与监测服务平台作用，依托宁
波城市大脑，通过映射电力大
数据和交通网数据，绘制充电
需求热力图，结合电网的承载
力和稳定性，量化充电桩建设
的合理性，为充电桩合理规划
布局提供数据支撑；集成公共
充电桩信息查询、预约、结算、
支付等功能于一体，提供一键
式充电解决方案，打造更智慧
的政府监管平台。

对此，国家电网宁波供电
公司总经理邵学俭在现场回
应，宁波目前的“充电圈”半径
已经规划至 1 公里至 1.5 公
里。对委员所提建议，研究后
将纳入国网宁波区域的民生
实事工程。

宁波市能源局局长许文
平回应，将专题研究一体化充
电平台的事宜，建立相应工作
机制，争取早日实现宁波充电
的“一端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