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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报记者 仲 蕊

6月20日，《上海市氢能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2—
2035年)》（下称《规划》）印发，
提出到2025年，氢能产业创新
能力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制储输用产业链关键技术取得
突破性进展，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和工艺水平大幅
提升，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
应用取得显著成效。

业内认为，《规划》的出台
对氢能产业而言是重大利好。
此次《规划》涵盖氢能全产业链
的同时，从氢能综合利用的角
度考虑，拓展了氢能在工业等
更多领域的应用可能。政策鼓
励下，上海市氢能产业将迈向
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作为氢能产业发展的先行
者，上海市经过多年积累，已在
氢能行业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
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交通、
能源、工业等领域开展了前瞻
布局研究。不过，在探索发展
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氢燃料电池部分关键技术与
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缺

乏竞争力强的领军企业、氢能
在储能和发电等新领域的应用
比较薄弱以及氢能产业对经济
发展的支撑力度仍需提升等。

针对上述问题，《规划》提
出依托上海汽车产业基础，提
高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碳纸等
关键材料的可靠性、稳定性和
耐久性，提升电堆设计、系统集
成的工艺技术水平，形成全链
条关键技术的自主化和产业
化，打造具有综合竞争力的燃
料电池整车品牌。

除了交通领域，《规划》还
提出有序开展氢能热电联供、
氢混燃气轮机的试点示范等能
源领域的推广应用，积极推动
氢能在工业领域的替代应用，
引导合成甲醇、炼化等化工行
业向低碳工艺转变，促进高耗
能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马
天才表示：“与此前只重视产业
链中某个环节相比，此次政策
的考虑范畴更加完善。《规划》
从氢能综合利用的角度考虑，
推动氢能全产业链的发展，对
氢能制、储、运、加、用各个环节
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风氢扬氢能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军瑞认为，《规
划》对上海和全国氢能产业的发

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带头
作用，对全国燃料电池产业的整
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氢能
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三年内产业规模破千亿元

《规划》提出到2025年，建
设各类加氢站70座左右，培育
5—1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独
角兽企业，燃料电池汽车保有
量突破1万辆，氢能产业链产
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现阶段，氢能产业尚处于
起步阶段，1万辆燃料电池汽车
保有量目标的提出，在促进产
业技术发展的同时，能够进一步
加快氢能规模化应用，通过规模
化效应降低产业成本，实现产业
良性循环发展。”上海氢晨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云
飞在解读《规划》时表示。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
氢能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
环。“加氢站建设数量跟上车辆
的加氢需求，那么氢燃料电池汽
车卖不动的难题就有望加快解
决。”白云飞指出，产业链发展及
大规模应用都要以基础设施为
前提条件。目前，我国氢能基础
设施严重不足，此次《规划》提出
的70个加氢站建设目标契合产

业当下的发展需求，在全国范围
内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刘军瑞认为，此次上海市
还充分利用了当地的高校资源
优势，提出鼓励高校培育氢能
相关学科专业，优化机械、化
工、材料、能源等学科专业设
置，建设一批涵盖氢能学科的
绿色低碳技术学院，加大氢能
产业人才培养力度。在此基础
上，我国氢能与燃料电池核心
零部件及原材料的国产化进程
将进一步加快，在尺寸工程、产
品一致性稳定性等关键基础技
术方面也将迎来重要突破。

《规划》还提出，推动大型
能源企业加快向氢能生产企业
转型，支持中小型创新企业做
优做强，培育一批氢能领域的
独角兽企业和“专精特新”企
业。路普能源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业务开发区域经理朱震宇
表示，《规划》在促成产业规模
化的同时，能够实现一批氢能
企业的孵化培育，利好氢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商业模式雏形初现

因地制宜谋发展，上海市
依托各区资源优势，对氢能项
目示范场景和商业模式提出了

更高要求。
《规划》提出，打造国际氢

能示范港口，利用洋山港、宝山
港等港口物流设施资源，加大
港口集卡、叉车、轮胎吊等设备
的氢燃料动力替代，鼓励氢能
在港口特种车辆的推广应用。
打造国际氢能示范河湖，依托
淀山湖、郊野公园等场景，完善
岸线加氢设施布局，布局船艇
场景，开展公务艇、游船等氢燃
料电池船舶示范，推动氢能在
水上场景商业化应用。

马天才认为，这为上海地
区的氢燃料电池车辆提供了大
规模示范应用场景和可行的商
业模式。

《规划》还提出，优先打造
若干世界级示范场景，打造金山
和宝山两个氢气制备和供应保
障基地，临港、嘉定和青浦三个
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可以预见，
未来几年内，在这种闭环商业模
式的带动下，上海地区氢能产业
在各个领域都将实现较大规模
的应用示范。”马天才认为。

记者了解到，以自身发展
特色为基础，上海各区早已有
所行动。嘉定区发布的相关专
项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嘉
定区实现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总
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
术中心总数超过100家；燃料
电池示范应用车辆总数不少于
3500辆；力争建成18座公共加
氢站，引导氢气零售价格不超
过35元/公斤。临港新片区将
打造国际氢能谷，目标到2025
年基本涵盖氢燃料电池汽车核
心零部件和氢能装备的全产业
链，成为上海市建设世界一流
燃料电池汽车创新中心和产业
高地的新引擎、增长极。

“一定程度上看，上海市也
为氢能企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广
阔的施展舞台。值得关注的是，
政府需创造一个公平开放、充分
竞争的平台，制定更加灵活的准
入机制，最大程度降低对企业的
限制，为氢能企业提供适合生存
发展的好土壤。”马天才表示。

■中国能源报记者 姚金楠

日前，山东省公布2022年
度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项目竞
配结果。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等多家央国企作为牵
头方入围。浙江正泰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远景能源有限公
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民营可再生能源企业参与
投资。

据悉，山东省此次竞配的
海上光伏项目共10个，总规模

为1125万千瓦。项目地点位于
山东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
海、青岛等地区临近海域。根据
目前规划，2022 年计划开工
380万千瓦，并网190万千瓦；
此后三年分别并网385万千瓦、
330万千瓦和220万千瓦。

按照《山东省2022年度桩
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项目竞争配
置公告》要求，申报企业需具备
海上新能源项目或水面光伏的
投资、建设及运营一体化能力。
企业可以单独申报，也可以组成
联合体申报。对于联合体申报，
需明确股权比例，保证一方控股
50%以上，并提交联合体协议，

协议应明确牵头人代表全部联
合体成员负责竞争性配置所有
事务。联合体应承诺一旦入选，
在注册成立的项目公司中以及
项目整个建设期内，各方的出资
比例不擅自变更。

竞配公示结果显示，除烟
台招远40万千瓦项目由中国
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单独投资
外，其他9个项目均为联合体
中标。

山东省能源局电力处处长
李爱民在6月10日举行的“山
东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双
碳目标实现有关情况发布会”
上表示，未来，山东省将着力布

局“环渤海”“沿黄海”两大千万
千瓦级海上光伏基地。到
2025年，山东省光伏发电装机
预计达到6500万千瓦，其中海
上光伏为1200万千瓦左右。

除桩基固定式项目外，山
东省能源局局长邓召军表示，
山东省还将有针对性地为漂浮
式海上光伏提供政策扶持和要
素保障，为相应示范项目的顺
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具体而
言，对 2022 年—2025 年建成
并网的“十四五”漂浮式海上光
伏项目，山东省财政分别按照
每千瓦 1000 元、800 元、600
元、4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补

贴规模分别不超过10万千瓦、
20万千瓦、30万千瓦、40万千
瓦。同时，参照海上风电支持
政策，在发挥新旧动能转换基
金作用、纳入专项债项目库、配
置储能设施、回购送出线路等
方面给予支持，推动漂浮式海
上光伏走向“深蓝”，走上规模
化、商业化开发道路。

邓召军指出，海上光伏是
新能源发展新的重要领域，发
展潜力大、综合效益高、生态环
境友好。山东省将积极推动海
上光伏试点示范，将海上光伏
纳入省重点项目，统筹解决用
海用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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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长兴：
“渔光互补”好风景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因地

制宜将一些洼涝地、荒地打造为“渔光互

补”项目，改变了传统的渔业养殖生产方

式，达到养殖和发电并行，发挥最大自然

资源效应，实现多方共赢，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6月23日，俯瞰长兴县吕山乡

雁陶村“渔光互补”综合示范项目的发电

板与村庄相互映衬，一派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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