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规
模化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绿色生产力，辽宁省沈阳市
正全力打造“北方氢都”。

日前，沈阳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印发实施《沈阳市氢能产
业发展规划（2024-2030 年）》

（以下简称《规划》），沈阳市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志强在会上
表示，在全球新能源产业变革
的关键时期，沈阳市提出打造

“北方氢都”的规划设想，牢牢
抓住新能源产业风口期，为沈
阳振兴开辟新赛道、催生新动
能、塑造新优势。

沈阳氢能产业开局良好

《规划》确定了把沈阳建设
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北方
氢 都 ”的 发 展 定 位 。 到 2025
年，全市氢能产业实现年产值
500 亿元，形成覆盖全市、辐射
全省的氢能全产业链全景式试
点示范基地。到 2030 年，全市
氢能产业实现年产值 1000 亿
元，形成辐射全省的氢能产业
技术创新引领区和策源地，氢
能全产业链基础形成。

王志强介绍，在氢能领域，
立足沈阳市资源禀赋，以煤炭
地下气化产业项目为牵引，带
动制氢、氨、醇等相关产业发
展，带动氢能装备制造产业发
展。沈鼓集团氢燃料电池空压
机系列化产品、航天三菱系列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产品研发试
制取得了突破。

《规划》还明确了“一核两
区三心多园”的空间布局。一
核是以铁西氢能装备制造基地
为核心，两区为沈北煤炭地下
气化制氢产业集聚区和大东氢
能燃料电池集聚区，三心为国
际绿氢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煤
炭地下气化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和国家自主掺氢燃气轮机应用
示范中心，多园包括氢能装备
产业园、氢燃料电池产业园、煤
炭地下气化制氢产业园、氢氨
醇绿色能源产业园和二氧化碳
加氢制甲醇产业园。

目前，沈阳市氢能产业开
局良好。王志强表示，通过内
育外引，一批体量大、质量优的
项目纷纷落地，产业链完整性
明显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发展
潜力显著提高。今年以来，沈
阳支撑氢能规划的重点项目，
康平县生物化工产业园、沈北
煤炭地下气化联产制氢项目
等，如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年底
前将实现开工建设。

“在氢能领域，沈阳市技术
储备实力雄厚，高科技企业集

中度高，黎明气体、佛吉亚斯林
达、航天三菱等一批知名企业
在‘制—储—运—用’四个环节
上不同程度地积累了丰富的原
始创新成果，为沈阳发展氢能
产业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
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张蓬说。

为 了 推 进《规 划》落 实 落
地，沈阳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杨洪颖表示，要围绕产业集群
头部企业、骨干企业，进一步聚
焦产业“卡脖子”问题，以重大
科技专项等形式组织开展关键
技术攻关，着力提升产业和企
业核心竞争力。整合高校、院
所、领军企业、拔尖人才等科技
资源，推进相关领域重点实验
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
建设。在继续加大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基础
上，筛选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
大的企业，按照“一企一策”的
原则精准施策，加速形成一批
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

打造优势氢能产业

氢能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对沈阳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积极的
影响？张蓬进一步表示，氢能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形
式，其应用将有效减少对传统
能源的依赖。沈阳市通过发展
相关产业，将吸引和聚集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研发
机构，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随着沈阳市氢能产业的壮
大，必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
资本涌入，有望形成独具特色
的产业优势。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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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的需求增加，氢能产业有望成

为沈阳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通
过明确的产值目标，沈阳市不
仅为自身设定了清晰的经济增
长点，还向外界传递了强烈的
产业发展信号，有助于吸引外
部投资。

“新产业的发展还将创造
大量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
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还
能提高居民收入，进而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打
造‘北方氢都’，沈阳的城市形
象和品牌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游
客和投资者，还能提高城市在
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王
鹏说。

氢能为何大受青睐？从顶
层设计来看，2022 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印发《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明确了氢能的“三大定位”：未
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
型的重要载体；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今 年 ，国 家 能 源 局 印 发 的

《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中明确，加快培育能源新业态
新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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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政策支持下，各地
越来越重视氢能发展。根据中
国 氢 能 联 盟 研 究 院 统 计 ，在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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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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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副秘书长袁帅看来，氢能作为
清洁能源，具有环保、高效、可

持续等优点，符合全球能源转
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氢
能产业链较长，涉及多个领域
和环节，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和发展前景。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成本的降低，氢能的应
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泛，市场需
求也将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不
断变化，能源安全和多元化已
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氢
能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形式，有
助于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实
现能源多元化战略。”王鹏直
言，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成
本的不断降低，氢能产业将迎
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未
来，“氢都”有望成为全球能源
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并
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快推进“氢都”建设

除了沈阳，全国还有多个
城市提出创建“氢都”的目标。
今年，河南省郑州市发布《郑州
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4—2035 年）》，将紧紧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着
眼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统筹
布局氢能产业，以技术创新为
根本动力，积极做好氢能产业
链重点环节技术研发和引进，
积极打造中原地区氢能产业创
新发展高地，建设“中原氢都”。

4 月，吉林省委副书记、省
长胡玉亭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氢动吉林其
势已成”。目前，吉林已有 20
多家相关行业头部企业落户，
已开工的百亿级“绿氢+”项目
有 10 多个。吉林把风光电资
源、秸秆资源、河湖资源“原料
化”，大力推动绿电转化为绿
氢、绿氨、绿醇、绿色航煤、绿色
材 料 等 ，打 造 氢 基 产 业 集 群

——中国氢都。
袁 帅 告 诉 中 国 城 市 报 记

者，这表明氢能产业已经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各地政
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
大氢能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
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
虽然各地的建设进度和成果有
所不同，但整体而言，全国“氢
都”的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中，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些城市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适合发展氢能产业；而
另一些城市则依托其强大的科
研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来推动
氢能发展。各地政府的政策支
持和资金投入不仅为氢能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还进
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新力。随着各地‘氢都’建设的
深入推进，氢能产业链上的各
个环节将得到更加紧密的协同
和发展。从氢气生产、储运到
应用等方面，都将形成更加完
善的产业链条和生态系统。”王
鹏说。

氢能产业蓄势而起，各地
如何更好地推进“氢都”建设？
王鹏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加大
对氢能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
时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
构的合作与交流，引进和培养
高端人才。建立健全氢能产业
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
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
持和法律保障；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市场风
险。同时，要加快推进氢能基
础设施建设如加氢站等网络布
局和优化；加强与电网、交通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氢能产
业的顺利发展。积极参与国际
氢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活动，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拓
展国际市场份额，提升影响力。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投放
首批氢能快递专用车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天山区首个氢能消纳示

范项目正式启动，首批氢能快递

专用车发车仪式同步举行。

   中新社记者 刘 新摄

A7-A8
■2024 年 7 月 8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张永超  ■本版美编  郭佳卉

周刊

辽宁省沈阳市全力打造辽宁省沈阳市全力打造““北方氢都北方氢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