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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能源紧缺的夏季，以工业展览闻名的德
国汉诺威正在探索城市节能、产能的新思路。

文／本刊特约记者   尹梅琪

汉诺威：“严苛”节能的
考量和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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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夏季最高气温很少超过30摄氏度的德国迎来

了破纪录的历史高温，接近40摄氏度的炎热把家里普遍没

有空调的居民们逼进了凉爽的商场和酒店，游泳池和相对

安全的河流湖泊也是人满为患，室外喷泉更是成了孩子们

纳凉的乐园。

但进入8月后，室外喷泉在德国中部城市汉诺威停运

了。为完成既定的天然气节约计划，这座城市率先出台了

一揽子节能政策，停止一切被认为不必要的公共用能，成

为欧盟首个强制节能的城市。

在这个能源紧缺的夏季，以工业展览闻名于世的汉诺

威正在探索城市节能和产能的新思路。

      秉承传统，推出节能“计划包”
在欧洲国家中，绿党势力强大的德国是关停煤电和核

电最为激进的国家之一。2021年，火电和核能发电量的总

和仅相当于该国全社会用电量的36%。按照原先的计划，

到2022年年底，德国将关闭境内全部核电机组，并把煤电

装机容量压缩到1.7万千瓦。

但作为传统工业国，德国对能源的需求仍然强劲。总

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亿千瓦的新能源发电装机看似够用，但

因为新能源出力不稳定，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实际发电量仅

能满足全社会用电量中的五成左右。电力调峰和冬季供暖

时，德国都要高度依赖天然气。7月26日，欧盟成员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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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遭遇高温天气的汉诺威居民前往室外喷泉乘凉（右上）。汉诺威
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是风能产业聚集地之一（左图）。

>>

汉诺威的节能行动有多“严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尽量将所有公共区域用能最小化”，市政府为公众提供

了节能“计划包”，包括切断公共建筑的热水供应，游泳

池及体育馆等需要洗浴的场所也仅提供冷水冲淋；包括市

政厅在内的公共建筑不再提供夜间照明；尽快将室内外照

明灯更换为最为节能的LED灯，使用可以一键关闭的插

座，避免设备待机耗电。

除了上述节能举措，政府还计划缩短供暖时间。汉诺

威的纬度超过52.38度，冬季非常漫长，同纬度的中国漠河

供暖期一般要从前一年9月中旬到次年5月中旬。汉诺威虽

然是海洋性气候，但冬天平均气温仍在0摄氏度以下，也

出现过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天气。即便如此，汉诺威今冬

的供暖期将缩短为10月1日至明年的3月31日。除了缩短供

暖时间，政府还详细规定了公共区域的供暖温度：政府办

公场所最高室温只能维持在20摄氏度以下，储藏室、技术

室、走廊等人员不会长时间驻留的地方，只保留能让设施

正常运转的温度，体育馆、健身房等可以靠运动取暖的地

方，暖气会被限制在15摄氏度以下。日托中心虽不设供暖

期，但需遵守20摄氏度以下的供暖温度。学校在节假日则

只保留维持设施运转的供暖，且所有场所禁止使用可移动

的暖风机和暖气片等。

德国在节能方面具有良好的传统，2000年，德国政府

在供给端推出能源转型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市场化倒逼

机制和鼓励措施，从用能端推动节能。倒逼机制之下，德

国人会关注自己的能耗使用情况，通过检测设备查看每天

的电、热、水具体费用，想办法优化用能。无论是农村还

是城市，居民对能源资源的节约意识都是从小树立的——

在家里，父母会从节约能源、资源分类等方面对孩子言传

身教；在学校，老师会讲授能源利用、能源技术方面的知

识。

秉承这一传统的汉诺威同样注重培养市民的节能环保

意识，并将其作为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幼儿园和学校加

强对气候保护的教育，媒体也会向人们传播有关节能降

耗、物尽其用的知识和理念。

成一项政治协议，采取自愿措施将今年冬季天然气需求减

少15%。考虑到工业发展和漫长冬季对能源的需求，汉诺

威决定立即行动，勒紧腰带、能省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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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氢”出发，补齐转型短板
虽然要实施节能措施，但其实，汉诺威大概率不会因

为能源紧缺而“硬着陆”。因为其背后有着德国“能源第

一州”的支持。

以汉诺威为首府的下萨克森州是德国天然气储量最多

的联邦州，德国95%的天然气产量和40%的石油开采量来

自这里。同时，该州靠山临海，风力资源丰富，建有全德

最重要的海上风力发电基地。此外，下萨克森州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储量在全德领先。2021年，

全州电力消费占比中，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超过六成。不

仅如此，位于下萨克森州的伊姆斯兰核电站是德国尚在运

营的三座核电站之一。在不得不恢复部分煤电的特殊背景

下，这些核电站很可能将延期服役，以帮助德国渡过缺气

难关。

经过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发展，德国全境可开发的化石

能源已所剩不多，下萨克森州敢于打出“德国能源第一

州”的旗号，并非仅因为其拥有相对优秀的天然能源禀

赋，更多的则源于工业技术与经验。下萨克森州是著名风

电设备生产商艾纳康集团的总部和诞生地，这家公司开发

了世界上首个无齿轮风能系统，是全球研制兆瓦级风力发

电机的企业之一，也是德国风电产业最主要的供应商，在

下萨克森有三处生产基地。风能产业集群所带动的绿色经

济，是过去三十年来这个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为了应急保供，位于汉诺威附近、已经关停数月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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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海姆燃煤电厂最近恢复并网发电，为50万个家庭提供电

力。汉诺威市政府和其所在的下萨克森州州政府还向本地

的一家太阳能供应商紧急租用了数百个太阳能屋顶，以迎

接将要到来的寒冬。

近几年来，储能成为影响新能源发电效率与效益的瓶

颈因素。下萨克森州又把能源经济的发展重点放到能用于

储能的氢能项目中，并提出发展“绿氢经济”的战略。该

州拥有发展绿氢全产业链的优势：到2030年，陆上和海

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有充足的新能源可

供制氢；欧洲40%的洞穴仓库位于下萨克森州，可用来储

氢；水运陆运交通皆发达，适于运氢。为应对缺少天然气

供暖的冬天，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计划直接通过天然气管道

配置输送部分氢气，为居民供暖，打造出一条大规模用氢

的渠道。

汉诺威在氢能技术研发方面也正在成为先锋。作为汉

诺威的城市标签，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工博

会”）被公认为全球工业设计、加工制造、技术应用最重

要的展示和贸易平台，也是全球工业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2年工博会上，氢能产品成为两大亮点

之一——有超过250家参展商围绕氢能源主题参展，展品

包括氢燃料电池汽车、氢能源飞机、氢能卡车、氢能船舶

等。

除了成品，与氢能相关的工业产品也在工博会上出

现，其中之一就是旨在降低氢生产成本的“示范工厂”模

型。模型的研发者表示，为让氢能得到普遍应用，需要经

济上负担得起的电解器和燃料电池，规模效应将使氢能在

能源转型中发挥更明显的优势。

在工博会开幕式上，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强调，

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明智之举，

在经济层面也是正确选择。

可见，尽管备受能源短缺的影响，德国仍然努力转

型，汉诺威当下的做法就证明了一切——除了“严苛”节

能，这个城市正从氢储能出发，探索不同的转型路径，以

补齐短板。

在2022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参展者呈现多款新能源产品（左
图）。作为本届展会的亮点之一，氢能技术备受关注（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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