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8日，国家能源局印
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编制加快推动氢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有序推进氢能技术创新与产
业发展，稳步开展氢能试点示
范，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
氢，拓展氢能应用场景”。

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
氢能？如何打通氢能全产业
链？氢能还将拓展哪些应用
场景？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
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
家，深入探讨了推动氢能产业
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和创新
探索。

氢能产业发展
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出鼓
励政策，为中国氢能行业的稳
健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这份《指导意见》多次提
及氢能，释放了我国政府对氢
能产业高度重视的信号。”北
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
员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表明氢能已
被视为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政府将积极推动
氢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此
外，这也预示着氢能产业将获
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
遇，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扶持。这
将鼓励更多企业和资本进入
氢能领域，推动氢能产业快速
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
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
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
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等新增长引擎。”这是氢能
产业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

去年7月，国家标准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
设指南（2023版）》，系统构建
了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涵盖基础与安全、
氢制备、氢储存和输运、氢加
注、氢能应用5个子体系。这
是首个国家层面氢能全产业
链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从地方层面来看，在氢能
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各

地纷纷加快了对氢能产业的
规划与布局，涉及氢能技术开
发、氢能应用等方面。

2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
能源局、应急管理厅、工业和
信息化厅联合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通
知》，明确提出允许在化工园
区外建设太阳能、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和
制氢加氢站，太阳能、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
不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

3月26日，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发布《加氢站运营管理规
范》，围绕加氢站基本要求、制
度管理、人员管理、设备管理、
氢气品质管理、现场运行管
理、风险管理、档案管理与数
据记录等8个方面进行规范，
明确加氢站投运前须完成安
全评价报告、消防审验、防雷
检测、特种设备等方面的安全
验收，取得相关资质证明后方
可运行。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研究
院统计，在今年年初的地方两
会上，31个省级行政区中有
22个将氢能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提及氢能发展的省份数
量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具
体来看，海南首次提及氢能，
河北、河南、吉林、山西连续6
年，内蒙古连续5年，重庆、辽
宁、陕西连续 4年，江苏、北
京、四川连续3年提及氢能。

氢能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目前，新能源领域正步入
爆发式增长的阶段，风电、光
伏等行业都在快速发展。为
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氢能？

“尽管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
它们在能源体系中的比重仍
然有限，且存在时空分布不
均、波动性大等问题。而氢能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可再生
的能源，具有许多独特之处。”
王鹏说。

王鹏进一步分析，首先，
氢能来源广泛，可以通过电解
水、天然气重整等多种方式制
取，不依赖于特定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其次，氢能可以
方便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适
用于各种应用场景。此外，氢
能还可以作为能源储存的媒
介，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

和不稳定性问题。因此，大力
发展氢能可以弥补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的不足，推动能源体
系的多元化和清洁化转型。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和技术的突破，为氢能的发展
按下了加速键，市场需求不断
增长。

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发布的
《2023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年
报》显示，可再生氢产能持续扩
张，市场空间依然巨大。截至
2023年12月25日，全国共建
成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58个，
覆盖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涉及37家企业，合计项目
规模654.5兆瓦。加氢站数量
持续增长，仍然位居全球首位。

如今，氢能应用场景愈发
丰富多样。3月21日，我国首
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吉林长春
进行了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
试验。当日试验过程中，列车
每公里实际运行平均能耗仅
为5千瓦时，最高续航里程可
达1000公里以上。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轨道客车
工程研究中心新技术研究部
副部长王健介绍，中车长客股
份公司在完成氢能源市域列
车氢动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
耐久、高低温、振动、电磁兼
容、防火安全等方面试验验证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不同
速度等级下能耗、续航里程、
可靠性、牵引、制动、动力学等
整车试验，首次验证了氢能列

车在-25℃至35℃环境温度
下的实际性能，试验结果中各
项指标均达到车辆设计要求，
车辆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主
持召开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时也指出，中车长客氢
能源市域列车的成功研发，是
我国轨道交通行业和氢能源
技术研发应用的重要里程碑，
是吉林省大力培育大装备产
业集群、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
发展、全面实施“氢动吉林”行
动结出的丰硕成果。

此外，3月25日，记者获
悉，三一集团旗下三一氢能新
建设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
开展了氢能源重卡的加氢测
试。据介绍，这是目前我国最
大的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站
内碱性电解槽等核心设备均
由三一自主研发，每日制氢加
氢量不少于2吨。

氢能应用场景
进一步拓展

除了在交通领域取得新
突破，氢能还在哪些领域有着
广泛应用？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
创始人詹军豪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表示，近年来，氢能已在
交通、发电、储能等领域充分
发挥优势，氢燃料电池汽车已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推
广，氢燃料电池发电装置已成
功应用于分布式电源、应急电

源等场景。
“在工业领域，氢能可以

用于合成氨、甲醇等传统化工
产品的生产，同时也可以作为
工业燃料替代传统的煤炭、天
然气等化石能源。在电力领
域，氢能可以作为储能媒介，
解决电网的调峰和跨季节储
能问题。”王鹏说。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氢能的
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拓展。

王鹏告诉记者，在航空航
天领域，氢能可以作为推进剂
替代传统的航空燃料；在海洋
工程领域，氢能可以用于深海
探测和海洋资源开发；在居民
生活领域，氢能可以用于家庭
热电联供和分布式能源系统
等。此外，氢能还可以与可再
生能源、智能电网等技术相结
合，形成更加高效、环保的能源
利用模式。

近年来，氢能产业链的制
氢、储氢、输氢、用氢等环节均
取得了显著进展，每个环节的
技术突破都对整个产业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氢能产
业链还存在一些难点和挑战。
例如，制氢过程中碳排放控制、
储氢罐轻量化、输氢管道建设、
氢燃料电池技术优化等。”詹军
豪说。

王鹏认为，首先，制氢成
本较高，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和水资源；其次，储氢技术尚
不成熟，存在安全隐患和成本
问题；再次，输氢管道等基础设
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
间；最后，在用氢方面还需要解
决氢能与其他能源的协同问题
以及氢能应用的标准和规范等
问题。

要想实现氢能的更广泛应
用，需要技术创新、政策支持、
产业合作等措施相互配合，打
通氢能全产业链。

王鹏坦言，这需要加强技
术研发和创新投入力度，以降
低制氢成本、提高储氢安全性、
优化输氢管道建设等。同时，
要推动氢能产业的标准化和规
范化发展，制定统一的标准和
规范，促进氢能产业不同环节
之间的衔接和协同。并且要
加大政府支持和市场培育力
度，为氢能产业提供更多的政
策支持和市场机遇。此外，要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氢
能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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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赛道按下加速键氢能赛道按下加速键 能源转型迈出大步伐能源转型迈出大步伐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文图

近日，2024中国国际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展览会在北京市

开幕。图为展览现场展示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吸引了众多观众

驻足试乘并了解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