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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作为绿色低碳的清洁
能源，是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
重要赛道。近期，利好氢能发
展的政策频出，其中氢燃料电
池汽车备受关注。

目前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发展规模正在增长。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
家委员解筱文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场的需
求，使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
开始研发和生产氢燃料电池汽
车。同时，加氢站等基础设施
也在逐步完善，为氢燃料电池
汽车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更好
的条件。

氢燃料电池汽车何时能实
现大规模推广？当前仍面临哪
些制约性因素与挑战？接下来
该如何破局？

能否代替锂电池汽车

作为氢能产业应用的先导
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有什么
优势？

首建投合伙人王嘉宁介绍
称：“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氢
燃料电池汽车有三个特性：一
是零排放，氢燃料电池汽车在
运行过程中仅产生水蒸气，无
尾气排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
的零碳排放交通工具。二是高
能量效率，氢燃料电池将化学
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能量转换
效率较高，相比内燃机燃烧过
程更为高效。三是能源多样
性，氢气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
取，包括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工
业副产氢等，可以摆脱对化石
能源的依赖，有助于能源结构
多样化。”

与锂电池相比，氢燃料电
池汽车的性能也更胜一筹。

此前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使用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约
有 1000 辆，是全球最大规模
的一次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运营。

据了解，冬奥会使用的团
体车单次加氢的续航里程约为
500公里，加氢时间在10—15
分钟，相对于锂电池，可大大
节约燃料加注时间。此外，相
比于锂电池在低温、超低温环
境下的电力衰减，氢燃料电池
低温性能优越，可实现零下
30℃低温启动，零下40℃低温
储存，电力衰减问题能够有效
解决。

实际上，氢燃料电池汽车

与锂电池汽车都是新能源汽车
的重要技术路线。那么，未来
氢燃料电池汽车是否有可能完
全代替锂电池汽车？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副秘书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工程执行主任袁
帅称，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
创新和市场验证。氢燃料电
池汽车的使用寿命也比锂电
池汽车更长，维护成本也相对
较低。但目前，锂电池汽车在
续航里程、充电设施等方面仍
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氢燃
料电池汽车和锂电池汽车可
能会在未来的市场中相互竞
争、相互补充。

《中国氢能产业展望报
告》研判，交通部门需求快速
增长，成为仅次于工业部门的
第二大应用部门，燃料电池汽
车将与电动汽车实现多元、补
位发展。乘用车领域，纯电动
车将占据绝对优势；商用车领
域，氢车将发挥长距离、高载
重优势，在重卡、城际物流和
大巴等难电动化车型方面加
速渗透。

对此，王嘉宁也持相似观
点。他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
能否完全代替锂电池汽车，取
决于技术进步、成本降低、基础
设施建设（如加氢站网络）以及
整个氢能产业链的成熟度等多
个因素。目前看来，两者将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并存发展，各
自服务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市
场需求。

多地加速推广

氢燃料电池汽车

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正驶
入快车道。

中国氢能联盟发布的报告
显示：2022年，中国氢燃料电
池汽车销售量新增3367辆，保
有量达12682辆，同比增长约
36%；建成加氢站358座，同比
增长超40%。

“中国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保有量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已
有一定规模，而且在政府大
力推动下，尤其是在示范项
目和重点城市的应用中得到
了快速发展。随着政策的出
台及各地产业布局加速推
进，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氢燃
料电池汽车市场将进一步扩
大。”王嘉宁说。

从政策层面来看，与氢能
相关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近日，财政部等部委对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第一年

度工作进行了考核评价。根据
考核结果，中央财政拨付京津
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奖
励资金3.5亿元。

记者了解到，京津冀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各项任务
进展顺利，第一年度已实现
1239辆燃料电池汽车上牌，其
中有1162辆实际接入国家和
京津冀示范平台，总行驶里程
超过844万公里。

关于示范城市群的推动作
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
钢在首届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大
会上表示，如果把5大示范城
市群全部打开，变成全域氢燃
料汽车示范，就会引发高质量
竞争。希望示范城市群全部联
通各尽其能，相信现在电动汽
车行业的场景，也会在燃料电
池汽车领域出现。

与此同时，多地陆续出台
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积极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

1 月 26 日，河北省保定
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保定市
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十条措
施》，明确支持燃料电池车辆
示范应用，设立2亿元的保定
市氢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保障氢燃料电池车辆示范应
用、氢气供应、加氢站（含综
合能源站）建设、公共服务平
台等。

此前1月8日，安徽省发展
改革委印发的《安徽省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到2025年，产业总产值
达到500亿元以上，燃料电池
车辆推广量达到 2000 辆以
上。1月9日，海南省发展改革
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海南
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3—2035年)》提出，充分发
挥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
汽车等政策优势，逐步建立氢
燃料电池汽车与纯电动汽车互
补的发展模式。

袁帅表示，国家已经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氢燃料电池
汽车的研发和产业化，各地方
政府也在积极布局规划氢能产
业发展。在公共交通领域，一
些城市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氢燃
料电池公交车、出租车和城际
客车等，并取得了一定的运营
经验。同时，一些汽车制造商
也在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研
发和生产步伐，积极推动商业
化进程。

Co-Found 智库研究负
责人张新原认为，总体来说，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数量仍然

较少，还需要更多的推广和
应用。

如何破解高成本难题

从长远来看，氢燃料电池
公交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氢燃
料电池汽车车用加氢站发展规
划（2021-2025 年）》指出，现
阶段市郊山区线路、远郊山区
线路的传统燃油车辆，均具备
氢燃料电池汽车替换潜力。预
计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在七
类应用场景的可推广潜力规模
为13.70万辆。

日前，又有多个城市的氢
燃料电池公交投入运营。

1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
首条氢燃料电池公交线路开
通运行，首批 23 辆氢能公交
示范应用，其中 10辆氢能公
交车于 1 月 20 日投入运营，
另13辆氢能公交车计划4月
底前投入运营；1月30日，山
西省太原市首条氢能公交示
范线 908 路公交专线在清徐
县开通……

在王嘉宁看来，氢燃料
电池汽车主要应用于公共交
通领域的原因在于，该领域
对车辆集中管理、固定线路
运营以及加氢站布局相对容
易实施。

氢燃料电池车何时才能实
现大规模推广？这是整个行业
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国内
燃料电池车销量2024年有望
突破万辆，2025年或可实现政
策规划的5万辆保有量目标，
连续两年都有望实现翻番增
长。规模化叠加国产替代，未
来3年燃料电池系统年均降本

幅度或超过15%。
记者了解到，当前氢燃

料电池汽车成本较高正是制
约其大范围应用的关键因素
之一。

王嘉宁表示，氢的生产、
储存、运输和分配成本相对较
高，尤其是实现绿色制氢（如
通过电解水）的技术经济性尚
待提高。

另外，加氢站、核心技术等
方面也需加强。王嘉宁进一步
分析称，目前，加氢站网络建设
滞后，与广泛分布的传统加油
站及快速发展的电动车充电设
施相比，加氢站数量极其有限，
成为阻碍氢燃料电池汽车普及
的关键因素之一。技术成熟度
与标准化方面，氢燃料电池汽
车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如
电堆、储氢系统等，还需进一步
提升性能、降低成本并实现产
业化和标准化。此外，安全性
与公众接受度方面，尽管氢燃
料电池汽车安全性经过验证，
但公众对于氢气使用的安全顾
虑和认知不足也影响了其市场
接纳度。

针对这些挑战，张新原建
议，这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
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可
以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推动
氢能产业链的完善和成熟；企
业可以加大研发投入，降低制
造成本和售价，提高氢燃料电
池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社会
层面可以加强宣传和推广，提
高公众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认知度和接受度。同时，也需
要进一步探索氢燃料电池汽
车的商业化推广模式，如与公
交、出租车、物流等公共交通
领域合作，探索更广泛的商业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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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新钰）日
前，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第一批
城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试点名单，包括21个城
市和43个产业园区。城市涵
盖资源型、工业型、综合型、生
态良好型等多种类型，产业园
区涉及钢铁、有色、石化、汽
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多个

行业。
据悉，今年生态环境部计

划扎实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
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工作，将
试点层次延伸至中小城市、各
类产业园区，将试点领域拓展
到能源、工业、交通运输等更
多领域，不断产出可复制可推
广的创新成果。

中小城市有望被纳入
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