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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达成的关键时期，氢能作为实
现脱碳的重要解决方案，在实现
这一美好愿景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得益于技术进步、规模化推广
和政策支持，氢能及燃料电池产
业链将日益完善，并进入快速发
展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氢能正
式出现在第九章第二节“前瞻谋
划未来产业”中，与类脑智能、量
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
海空天开发等前沿科技，被共同
规划为“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
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
产业。”

氢产业前景广阔，政
策利好迎来投资热潮

近年来，我国氢能发展呈现
新一轮热潮，国家相关部委密集
出台政策引导并鼓励氢能和氢燃
料电池技术的开发和发展，加速
了氢能产业化进程。在《中国制
造2025》《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
路线图》《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
发 展 蓝 皮 书 (2016)》中 提 出 了
2020—2030 年加氢站建设的规
划。2020年3月，发改委、司法部
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
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要在
两年内对氢能立法，氢能源行业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政策利好下，各地方政府纷
纷发布相关产业规划，资本大量
进入，氢能产业迎来一轮投资热
潮。2019年以来，广东、山西等10
个省份将发展氢能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山东、河北、浙江等省份陆
续发布本地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氢能将成为中国能源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前瞻研究院预
计，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
系中的占比约为10%，氢气需求
量接近6000万吨，年经济产值超
过 10 万亿元。全国加氢站达到
10000座以上，交通运输、工业等
领域将实现氢能普及应用，燃料
电池车产量达到520万辆/年，固

定式发电装置2万台（套）/年，燃
料 电 池 系 统 产 能 550 万 台
（套）/年。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发布的
《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
皮书》显示，2020、2025、2030年加
氢站分别建成100、300、1500座，
十年间年复合增速达31.1%。到
2050年加氢站数量将达10000座，
行业产值达12万亿元。

氢产业呈现五大分
区，央企纷纷深度布局

目前，中国氢能产业已初步
形成“东西南北中”五大发展区
域：东部区域以上海、江苏和山东
为代表，是中国燃料电池车研发
与示范最早的地区；西部区域以
四川省为代表，是国内可再生能
源制氢和燃料电池电堆研发的重
要地区；南部区域以广东佛山、云
浮为代表，是中国燃料电池车大
规模示范和加氢网络规划较为成
熟的地区；北部区域以北京、河北
和辽宁为代表，是中国较早开展
燃料电池电堆和关键零部件研发
的地区，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期间进行了燃料电池车试运行；
中部区域以湖北和河南省为代
表，是中国燃料电池重要零部件
研发和客车大规模示范地区。

现在大批企业也开始涉足氢
能产业，其中，央企的布局尤为显
眼。氢能与传统油气、化工产业
链联系密切，中石化、中石油在油
气储运零售终端建设和运营方面
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整合优势，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国家能源集
团、中船重工(718所)则在氢能产
业链及氢能装备方面深入布局。
国家电投、东方电气、中船重工
(712所)等央企则侧重于研发氢燃
料电池及其核心部件，突破核心
技术，建立自主知识品牌。在终
端应用燃料电池汽车方面，东风
集团、一汽集团和中国中车等央
企也进行了深度布局。

新能源汽车再迎风
口，氢燃料电池备受关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2月，新能源汽车销售
同比增长近6倍，已连续8个月刷
新当月产销历史纪录。

作为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中
的一种，氢燃料电池汽车也是我
国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近年
来，随着技术的提升、成本逐步下
降，氢燃料电池在推广应用方面
进展迅速。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氢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也成为参
会的代表、委员关注的一个焦
点。多位汽车行业的代表委员都
针对氢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提出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
王凤英提交了三项议案，其中两项
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直接相关。王
凤英指出，目前，我国氢能产业战
略导向尚不明朗，支持政策尚不完
善，加氢站管理缺位，车用氢能供
给体系尚不健全，关键材料和零部
件自主化能力还不足，整车制造及
氢气价格过高导致产业化进程受
阻。对此，王凤英建议，制定氢能
的国家级顶层设计，完善标准法
规；引导加大氢燃料电池基础科研
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关键部件的
技术瓶颈；加快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化能力，鼓励多手段降低推广成
本；加强优质资源协同，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
董事长陈虹看来，人工智能引领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驱动汽车产
业的颠覆与重构，而陈虹今年全
国两会带来的四项议案则主要围
绕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和绿色出行
两个热点领域。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两个领域也是当下上汽集团
重点发力的领域。陈虹建议，加
快制定我国氢能战略发展路线
图，明确阶段性目标和分步实施
的重点。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范围和
碳交易的试点范围。同时，在氢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对使用
绿氢进行一定时期的专项补贴。

看好氢能发展优势，
能源企业加快产业转型

作为布局氢能进展最快的企
业，中石化具备强大的制氢能力、

成熟的能源安全管理经验及全面
的网络站点体系，年产氢气能力
超300万吨，是国内最大的氢能源
供应商之一。早在2019年，中石
化就加入了国际氢能委员会，与
国家能源集团、长城汽车、潍柴、
上海重塑一同成为氢能委员会的
五个中国成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政协委员、中石化总经理马永
生表示，为了尽早实现我国“碳
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化石
能源企业需全力推动产业升级
转型。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建
成加氢站 128 座，投入运营 101
座，仅次于日本，位居全球第
二。当前各方都看好氢能发展
优势并进行产业布局，但已经出
现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的苗头，
对此国家应加强氢能产业顶层
设计，而企业层面则要加强核心
技术攻关。此外，马永生还建
议，要加强标准体系制定以及明
确财政、税收等多方面政策支持
标准和支持时限，推动产业可持
续发展。

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
辉的多份提案则是围绕我国能源
转型以及“3060碳目标”实现提出
的。南存辉表示，现阶段，我国商
用氢气96%以上是从化石燃料中
制取的灰氢，且氢能的应用以就
近消纳为主，多局限于传统化工
生产领域。为此，南存辉建议，首
先，要落实可再生能源补充发电
的政策；其次，鼓励以氢燃料电池
为核心的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
同时，发展氢燃料电池在大交通
领域的应用。

“光伏、风电和储能将成为
‘新煤炭’，氢燃料和动力电池将
成为‘新石油’，智能物联网将成
为‘新电网’。”在全国人大代表、
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看来，要
实现“双碳”目标，一方面要推动
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统
筹好“源、网、荷、储”，实现多能
互补，建立零碳新能源体系；另
一方面要持续推动零碳能源在
交通、建筑、钢铁和化工等领域
深 度 运 用 ，构 建 零 碳 新 能 源
体系。

“氢能冶金”走上日
程，钢铁企业加快研发

“碳中和”背景下，“氢能冶
金”前景广阔。实际上，在“氢能
冶金”方面，韩国与瑞典已经走在
了全球前列，而我国，钢铁企业跨
界氢能已非个案，甚至是由钢铁
央企带头切入氢能领域。

2019年1月，宝武集团、清华
大学与中核集团携手合作，采用
了“核能制氢+氢能冶金”的联合
方式，降低氢气的成本。核能制
氢技术研发成功后，制氢成本将
比现在降低40%以上。同年3月
21日，河钢集团与中国工程院战
略咨询中心、中国钢研、东北大学
签订合作协议，联合组建“氢能技
术与产业创新中心”，共同推进氢
能产业发展。时隔不到一个月，
中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钢天源
也发布公告称将投资燃料电池石
墨双极板项目。

2020年，山东钢铁集团首度
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成
为山东第5家上榜世界500强企
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钢铁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军表示，面
对钢铁产量高企与行业产业集中
度低以及新一轮压减产能等问题
交织，钢铁行业格局必将深度调
整。他建议，钢铁企业要优化能
源结构，发展低碳产业，积极跟踪
氢冶金、碳捕集利用等低碳技术，
降低碳排放强度。

全国人大代表，冀南钢铁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树华也建
议，钢铁企业必须加快做好行业
低碳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前
谋划布局碳减排工作。要推动非
化石能源尤其是氢能在钢铁行业
的应用，优化完善产业布局，同
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健全钢铁
行业碳排放管理标准体系。

针对氢能冶炼等新技术研发
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安钢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表示，
在工艺流程方面，以氢能冶炼为代
表的新技术研发进度将按下“加速
键”，废钢使用、短流程电炉冶炼在
行业的占比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本报记者康源综合整理）

氢能产业写入“十四五”规划
从企业家建言看未来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第九章第二节“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

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

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

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在科教

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布局

一批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强前沿技

术多路径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供

给。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打造未来

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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