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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敲定氢能产业发展蓝图，大企业纷纷布局

当前我国氢能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
央及地方支持政策密集出台，燃料电池产
品快速迭代。2020年我国国家层面以及
地方层面出台了多个氢能相关政策和规
划，以解决我国氢能领域的顶层设计尚不
完善的问题，并且未来有必要继续制定我
国的氢能相关产业发展路线图。

目前，我国已将氢能产业作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从鼓励创新与投资、奖励与优
惠等多方面颁布了多个支持政策，各级地
方政府与企业积极开展产业布局和项目
建设。

在国家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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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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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能将作为中国清洁高效能源生产
和消费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据2020氢
能产业发展创新峰会发布的《中国氢能产
业发展报告 2020》预计，到 2050 年，氢能
在交通运输、储能、工业、建筑等领域广泛
使用，氢需求量由目前 2000 多万吨提升
至约6000万吨，氢能产业链产值扩大，产
业产值将超过10万亿元。

2050年氢的终端销售价格将降至20
元/kg，加氢站数量达到12000座，氢燃料
电池汽车保有量达到 3000 万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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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将进入氢能社会。

在地方层面，为了进一步鼓励、支持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
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和行业标准，
鼓励氢能产业链的集群化发展。

目前，东部沿海地区、汽车产业强省
以及氢气资源充沛的区域有望成为首批
示范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
及川渝地区先后推出氢能产业发展指导
意见、行动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对
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数量、加氢站建设数
量、加氢能力、产氢能力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要求。

同时，氢能等写入多省市“十四五”规
划，敲定未来5—10年发展蓝图。

北京：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在北京“十四五”规划中，共11次提
及能源。而在去年发布的《北京市氢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中也提到，2025 年前，北京市将培育 5—
1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链龙头企业，力争实现氢燃料电池汽
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氢燃料电池汽
车全产业链累计产值突破240亿元。

天津：着力发展新能源，持续减少煤

炭消费总量，大力优化能源结构。天津
“十四五”规划提到要强化清洁能源供应
保障，更在第16项目标任务“全面增强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核心竞争力”中表
示，着力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提升高端装备、汽
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加快
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辽宁：培育壮大氢能、风电、光伏等新
能源产业。辽宁省“十四五”规划要求，推
进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
色技术创新，全面推行清洁生产，推进重
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培育壮
大氢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推动能
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推动能源消费
结构调整。

浙江：大力培育新能源产业，打造长
三角清洁能源生产基地。浙江省“十四
五”规划在第36项目标任务“建设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中提到，构建绿色低碳的
现代能源供应体系，构建电油气“三张
网”，打造长三角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完善
油品储备体系，打造国家级油气储备
基地。

地方层面：多地出台产业规划，敲定未来5-10年发展蓝图

近年来，中央企业发挥各自产业优
势，在氢能源全产业链布局显眼。

上游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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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是国内最大的氢气生产企
业，目前氢气年生产能力超350万吨，占
全国氢气产量的14%左右，已在广东、浙
江、上海、广西、贵州等地建成若干油氢合
建示范站。“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将布
局 1000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打造“中
国第一大氢能公司”。

中国石化具有氢气提纯技术基础。
2020年9月，拥有中国石化自主知识产权
的首套高纯氢气生产示范装置在高桥石
化成功投产。该装置以低成本的炼油装
置副产氢气为原料，生产燃料电池车用高
品质氢气，国内首次将炼厂副产氢气提纯
至99.999%，远高于99.97%的燃料电池车
用氢气国家标准。

国家能源集团则在氢能产业链及氢
能装备方面深入布局。围绕其产业优势，
国家能源集团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氢能
项目的布局。比如，在如皋建成了国内第
一个全天候商业运营的加氢站，总的储氢
能力大约 600 公斤，每天加氢能力大约
1000公斤，是国内第一个行政审批完备、
完全市场化开发、全天候、数字化的国际
标准商业加氢站。

在氢能科技研发上，一方面，国家能
源集团要重点聚焦氢能的供给侧，另一方
面，加强化工副产氢和用碳捕集技术以后

的煤制氢。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在相关领
域已具备多项发明专利。

中游产业链：国家电投、东方电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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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年的核心技术创新与自主产
品开发，东方电气已全面掌握了燃料电池
核心零部件研制、电堆工程设计及系统集
成与控制等关键技术，成功开发出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系列产品，并
已建成中国西部首条年产能1000套的燃
料电池自动化生产线。

位 于 四 川 德 阳 示 范 的 100kW 级
PEMFC 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可用于家
庭住宅、酒店、公共设施等场景的小型热
电联供系统，数据机房、信号基站等设施
的备用电源等。

下游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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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2日，首台搭载由国家电
投集团自主研发燃料电池电堆的氢能客
车在宁波正式下线，车辆由中国中车集团
生产，车长 12 米，续航里程达到了 600
公里。

为何央企在氢能产业扮演先锋角色？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首席专家柴茂荣表示，

“整个氢燃料电池是从国家层面、从能源角
度来开发的，目的就是打通整个燃料电池
的产业链。哪怕投进去100亿、1000亿，我
们也能做得起，作为国家能源战略转型升
级的一部分，央企必须带头进入。”

（来源：新华社、前瞻产业研究院、能
源新闻网等）

企业层面：大企业纷纷布局上中下游产业链

河北：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新
能源。河北省“十四五”规划关于能源的
表述有：建设张家口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国家级氢能产业示范城市，构建综合
能源体系，加快清洁能源设施建设，推进
坚强智能安全电网建设，完善油气管网，
强化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把唐山港打造成
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
港、综合贸易大港。同时，新能源、石化产

业被列入十二大主导产业序列。
山东：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氢能。山东省“十四五”规划表示，新
能源新材料强省建设实现重大突破。以
核电、氢能、智能电网及储能等为支撑的
新能源产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前沿新材
料、关键战略材料、先进基础材料等产业
竞争力显著增强，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
新材料基地。

3月25日，由大连创为电机有限公司
投资的创为电机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在大
连自贸片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25
亿元，将主要开展氢能汽车牵引电机等产
品的研发和生产。

3月27日，山东省淄博市氢能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会议召开。淄博市
委常委、副市长宋振波为“淄博市氢能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淄博市氢能关键
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时表示，组
建氢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于加快
淄博市氢能领域技术、人才、市场等优势
资源集成，增创氢能产业新优势具有重要
意义。

3 月 30 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可离网型风/光/氢燃料电池直流互联与

稳定控制技术”项目实施方案论证暨启动
会在杭州召开，这是国家电网公司牵头承
担的首个氢能相关的国家重点项目，该项
目将在宁波慈溪建成“氢电耦合直流微网
示范工程”，完全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

……
2021年全国两会最热的高频词有哪

些？很多人的回答里都一定会有“碳中
和”和“碳达峰”。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
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牵引
下，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按下“加速键”。
据预测，到2030年，氢能产业将成为中国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能源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氢能产业被写入“十四五”
规划，氢能产业也将迎来发展的黄金
十年。

国家层面：系列支持政策密集出台，氢能迎来新发展机遇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