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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的加持下，我国氢
能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连日来，上海、广东深圳、甘
肃酒泉、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南
濮阳等地相继发布相关政策或
规划，鼓励氢能产业深化落
地。受各地政策发布的影响，
A股市场氢能源板块也持续走
强，不少上市公司“沾氢即涨”。

氢能发展现状如何？应用
领域有哪些？未来又什么新的
投资机会？

氢能布局遍地开花
国家能源局：严禁“跑马圈地”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
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
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
的重要载体之一。”今年3月，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出台，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氢
能的重要价值，“氢能是未来国
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份氢能“顶层方案”的
定调下，不少城市、企业都欲抢
占赛道，踩上风口。近一个月
已有多个省市发布相关政策文
件，为氢能发展擘画蓝图。中
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现，可再
生能源制氢、氢能全产业链发
展、氢燃料电池车等领域是各
地关注的重点。

6月下旬，四川省成都市印
发了《成都市优化能源结构促
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
案》《成都市优化能源结构促进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施的
通知》，指出要积极发展绿色氢
能，加快成都“绿氢之都”建设。

新出炉的《上海市氢能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
2035年）》中，上海“氢能梦”的
雄心壮志展露无遗：到 2025
年，建成各类加氢站 70座左
右，建成国际一流创新研发平
台3—5家，培育5—10家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企业，燃料电池
汽车保有量将突破1万辆，氢
能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1000
亿元。

深圳也不甘落后。7月19
日，深圳市发改委起草编制了
《深圳市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5年）（征求
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示范
燃料电池车辆不少于1000辆，
建设加氢站不少于10座，分布
式能源、热电联供及备用电源

应用不少于100套，示范氢能
船舶1—3艘、氢能无人机及共
享单车、生命健康等新兴及交
叉领域不少于100台（套）。

事实上，自2019年氢能被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时，
氢能城市争霸赛就已打响。

中国人民大学氢能产业与
政策研究课题组研究显示，截
至2020年，全国氢能产业园区
约有30个，目前已经形成长三
角、珠三角、环渤海和川渝鄂四
个氢能产业集聚区。

虽然各地在发展氢能上热
情高涨，但繁华的背后也有隐

忧。《规划》提出，一些地方盲目
跟风、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建设
的苗头有所显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
副司长王翔提醒，各地方要综
合考虑本地区氢能供应能力、
产业基础和市场空间，在科学
论证基础上，合理布局氢能制
备、储运、加注、应用等产业链
相关项目，稳慎有序推进项目
建设。严格履行项目审批程
序，严格落实能耗管控责任和
生态环保要求，严格执行项目
建设、运营标准规范。牢牢把
握氢能安全生命线，加大全产
业链各环节安全管理力度。严
禁以建设氢能项目名义“跑马
圈地”。

“各地方要切实履行本地
区氢能产业管理主体责任，加
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强化
政策引导和支持；严禁在氢能
产业规划制定、投资规模、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等方面相互攀
比。”王翔说。

商用车赛道拥堵
工业车辆赛道畅通

《规划》提到，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制氢国，年制氢产量约
3300万吨，其中，达到工业氢气
质量标准的约1200万吨。这
两个数字意味着，我国在氢能供
给上已经具备一定实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策
支持和产能供给都很给力，但
需求端还处于“从0到1”的突
破期。

“加氢站和下游的应用端
体量小和数量少，匹配不均衡，

造成氢能供需体系不健全、不
完善。”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
裁祁海珅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坦言。

记者了解到，氢能的应用
场景主要聚焦在交通运输领
域，其中燃料电池呼声最高。

中国能源研究会燃料电池
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海涛深耕氢
能领域多年，深感近年来氢能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为产业发
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他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市场上99%的氢能燃料电池
企业选择了公交车、重卡等商用
车辆，赛道非常拥堵。

“氢能在商用车辆赛道上
不可持续。”分析其中缘由，陈
海涛认为，氢能重卡、公交车等
商用车辆单价都在百万元以
上，很难推广，且这些车辆过度
依赖补贴，非市场行为。此外，
加氢站建设费用高昂，审批困
难；加氢时间过长，里程焦虑短
期无法解决等都是行业堵点。

“相比之下，在工业车辆领
域中，氢能应用的赛道更通
畅。”他说。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
报（2021）》的数据显示，2020
年，非道路移动源排放二氧化
硫、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颗
粒物分别达到16.3万吨、42.5
万吨、478.2 万吨、23.7 万吨。
由此可见，工业车辆绿色转型
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初印发的《绿色交通
“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推进
新增和更换港口作业机械、港
内车辆和拖轮、货运场站作业

车辆等优先使用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

业内：氢燃料电池叉车
有较高投资价值

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前期，
往往需要补贴助力。2020年9
月，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
出，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
围示范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
成情况核定并拨付奖励资金，
鼓励并引导氢能及燃料电池技
术研发。

对此，陈海涛的看法是，如
果企业只依赖补贴存活必不是
长久之计。氢燃料电池汽车只
有自身进行市场化、规模化应
用，实现“自我造血”才是可持
续发展之道。

“成本是氢燃料电池车市
场化应用和推广的重要因素。
如果氢能车辆从初始购置成本

和运营成本上无法体现出经济
优势，那么市场化推广就无从
谈起。”陈海涛认为，应用场景
中，氢能叉车具有市场潜力。

据了解，叉车指用来搬运、
推顶、牵引、起升、堆垛或码放
货物的机动车辆，被广泛应用
于港口、机场、货场、工厂、仓库
及物流配送中心等场景。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
增叉车80多万辆，2021年新增
叉车103万辆，近两年仅叉车
市场新增规模就达到2000亿
元—3000亿元的规模，后期增
长空间巨大。

投资机构“容亿投资”研究
分析称，和氢燃料电池客车、重
卡、乘用车等主要应用于户外
中长距离高速行驶不同，氢燃
料电池叉车主要用于低速运行
的固定场地室内外物料搬运，
工作半径一般不超过1公里，
动力需求不高，因此现有技术
能够用相对较经济的成本满足
其功率密度要求。

近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临
港经济区智能装备园，中国城
市报记者看到了氢能叉车。据
悉，氢能叉车在作业场地范围
内，可根据相应的法规和流程
备案审批，备案批复后可自建
加氢设施，用于氢能补给。

“这就解决了加氢站建设
难、补给难的问题。”陈海涛表
示，氢能叉车集内燃叉车和电
堆叉车优势于一体，同时又规
避了二者的缺点。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0
月，中国石化燕山石化公司接
收了由天津新氢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新氢动力”）研发制
造的37台氢能燃料电池叉车，
替换了化学品库区原有的内燃
机叉车，成为我国首个“氢能燃
料电池叉车替换内燃机叉车”
样本。

“1天加2次，每次加1公
斤，加氢时间3—5分钟。每次
加氢后可使用3—6小时。”燕
山石化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新氢动
力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该批
氢燃料电池叉车投入到燕山石
化的实际生产环节中后，平均
每辆叉车工作时长超2500小
时，其中在燕山石化高压车间
投入的部分氢能叉车平均每辆
工作时长已超2700小时；平均
每辆叉车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近
27吨。

“容亿投资”认为，氢燃料电
池叉车是目前燃料电池下游应
用中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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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智能装备园内的加氢设施。章 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