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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嘉兴市嘉港
区印发《嘉兴港区氢能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鼓励加氢站建设
和运营使用，推进氢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

记者了解到，伴随氢能技
术的突破和规模化应用，氢能
全产业链正迎来发展爆发期，
全国各地竞相加大对氢能产业
布局推动力度，各地氢能支持
政策不断出台，氢能重点项目
接连落地。与此同时，全球首
款氢光一体智能零碳路灯、氢
能二轮电动车等氢能先进技术
产品相继亮相。氢能在城市中
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从单一
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逐渐
向路灯、电暖器等多元城市应
用场景延伸。

城市氢能项目加速落地

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正步入
快车道，城市储氢、运氢、加氢
等氢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快，城市氢能产业发展信号积
极释放。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共有30个省份、158个城市在
地方“十四五”规划中提及氢能
发展，57个城市出台了地方氢
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今年4月，《北京市“十四
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印

发，明确构建低碳、经济的绿色
氢能供应体系，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及昌平能源谷、中石油沙河科
技园等产业园区，探索开展氢能
在建筑分布式供能、民用热电
联供、储能调峰等领域应用；同
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布
《佛山市南海区推进氢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推进加氢站和氢源等氢
能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氢
能多元化商业化应用。

政策引导，加速城市氢能
项目落地。去年8月，天津市
网络货运开启“氢时代”，5辆氢
燃料电池重卡往返天津港运送
铁矿石，完成了天津市氢能绿
色运输首次任务；与此同时，自

山东“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
推进以来，截至今年1月，全省
已建成加氢站22座，推广燃料
电池车辆848辆，开通燃料电
池公交专线30余条。

氢能城市应用场景拓宽

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我
国氢能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氢
能在城市的应用场景主要以氢
燃料电池车为主，应用模式较
为单一。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中国
智谷富春园区内启动建设了新
能源产品体验基地，全球首款
氢光一体智能零碳路灯、氢能
二轮电动车等氢能先进技术产

品亮相。氢能在城市应用场
景得以进一步拓宽，从单一下
游应用逐渐向城市氢能生态
圈演变。

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科
研产业部部长翁卫国向记者
介绍：“氢光一体智能零碳路
灯即利用太阳能和氢能的耦
合发电技术，为城市道路提供
全天候照明；氢能二轮车则装
有特制纳米金属固态储氢瓶，
充氢30秒后，就可以载一个体
重 70公斤的人行驶 70多公
里，安全又高效。”

与此同时，他介绍，氢能
路灯和氢能二轮车所采用的
纳米结构储氢罐已具备大容
量储存氢气的能力，“这种储
氢罐非常安全，充换氢便捷、
容量大，便于量产。未来，消费
者在便利店或高速公路服务区
就可以购买储氢罐，进行充氢
服务。”

“除此之外，氢能还将在快
递车、氢光电暖器等城市场景
中得到应用，通过不断拓宽氢
能的多元化应用形式，让氢能
走进‘寻常百姓家’，从而进一
步促进城市氢光一体化技术发
展，推动零碳移动电源应用，带
动氢能安全消费。”翁卫国说。

突破氢能成本障碍

鼓励打造氢能生态体系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成本

仍是我国氢能产业规模推广的
拦路虎。有业内人士指出，目
前，制氢、运氢、建站等成本都
较高，从而限制了氢能产业、氢
能产品的规模化推广应用。

与此同时，康明斯公司战
略部氢能项目负责人杨小珂指
出，氢能在城市场景中应用，更
多限制于用能季节性和高低峰
波动带来的成本上升，“与工业
用氢24小时连续供应不同，城
市场景用氢多集中于夏季、冬
季的白天，而白天高峰期用电
成本较高，需要利用夜间低谷
期的低电价产氢，同时配备大
量储氢设备进行削峰平谷。由
此一来，制氢、用氢成本就会随
之提升。”

对此，翁卫国表示，氢能成
本障碍有望逐渐突破，“目前，
电解水制氢设备成本正在不断
降低。与此同时，氢能应用场
景多元化趋势明显，未来，氢能
船舶动力、氢光电站、固体加氢
站、氢能电源、氢能冶金、建筑供
热等都可以成为氢能应用场景，
加上氢能产业技术与效率不断
提高、氢制备的规模化生产等将
使氢能成本进一步降低。”

除此之外，为加速城市氢
能产业发展，翁卫国建议，下一
步，应鼓励地方打造氢能生态
体系，推进试点氢能示范区。
同时，鼓励多类氢能应用场景
发展，探索氢能相关技术升级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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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印发《关于深化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提出配合国家开展碳排放
权初始分配，根据国家要求适时
引入碳排放权有偿分配。碳排
放权配额有偿分配引发热议。

有业内人士表示，碳排放
权配额有偿分配可清晰显示企
业减排成本，体现碳排放权价
值，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
配机制是必然趋势；也有人指
出，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
配，将加剧企业降碳成本压力，
造成社会面经济波动，理应以
碳排放权配额无偿分配为主，
把控有偿分配引入比例。

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

分配机制是大势所趋

当前，我国碳排放权配额

分配形式以无偿分配为主，但
随着碳市场发展成熟程度提
高，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
配的呼声渐起。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
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
立碳排放配额有偿取得机制。
去年2月实行的《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强调，可以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入碳
排放权配额有偿分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
已有浙江、北京、宁夏、江苏等
4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过探
索碳配额有偿分配，湖北、上
海、重庆等区域市场尝试过碳
排放权配额拍卖。

“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
分配是大势所趋，其能清晰显
示企业减排成本，体现碳排放
权价值，更好地激励企业降碳
技术创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建红
说，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
立和完善，碳排放权配额有偿
分配比例将会逐年提高。

加大企业降碳成本压力

中央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
组咨询专家彭应登表示，从技术
角度讲，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
分配并非难事，但关键是企业
能不能承受由此增加的成本。

记者了解到，若实行碳排
放权配额有偿分配，一家年碳
排放量达2000多万吨的企业，
一年需约10亿元—11亿元资
金购买配额。这无疑会提高企
业降碳成本。

“目前，发电企业碳成本的
消纳能力较弱，发电厂无法将
碳成本向下传导，且上游动力
煤压力逐渐加大。”张建红说。

对此，彭应登表示，碳市场

履约企业多为国企、央企，其本
身也承担着社会责任，如果降
碳成本不断增加，企业运营成
本提升，将会造成一定程度上
的社会面经济波动，甚至出现
通货膨胀等隐患。

张建红建议，考虑到引入
排放权配额有偿分配所带来的
市场经济波动，在引入有偿分
配时，需考虑建立碳成本由电
厂和电力用户共同分担的机
制，把握好能源保供稳产与碳
减排的关系。

推行碳税、碳基金等手段

对有偿分配进行补充

“结合我国碳市场发展来
看，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配不
会完全取代无偿分配，因此，
未来几年，我国碳排放权配额
仍将以无偿分配为主，逐步引
入有偿配额分配。”张建红表

示，预计到我国碳市场第三个
履约期，会尝试引入碳配额有
偿分配机制，届时形成以无偿
分配为主，无偿分配与有偿分
配并存的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引入碳排
放权配额有偿分配机制是逐步
实现的过程。需有明晰的全国
碳市场建设路线图。与此同
时，在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
分配机制的同时，还可推行碳
税、碳基金等手段对有偿分配
进行补充。“这样既能调动企业
降碳积极性，又能缓解企业增
加的降碳成本压力。”彭应登说。

另有业内人士建议，未来，
引入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配
机制可鼓励控排企业和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的投资者积极
参与，进一步加大碳排放大户
的有偿拍卖配额获得比例，从
而促进资金从高排放企业向低
排放企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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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在上海地区建成首座油氢合建站——临港新片区平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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