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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省：：

筑牢能源安全之基筑牢能源安全之基        开启氢动未来之门开启氢动未来之门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氢能，被称作“21 世纪的
终极能源”。随着我国能源结
构逐渐从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
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多元
格局，氢能在保障能源安全、解
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实现

“双碳”目标等方面将发挥重要
作用。

当前，吉林省正在深入开
展“氢动吉林”“航煤绿动”“醇
行天下”行动，把发展氢能作为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能源
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积极顺
应能源变革发展趋势，立足吉
林产业基础优势，超前谋划布
局，抢占氢能产业发展制高点。
同时提出2025—2035年的阶
段性发展目标，力争形成氢能
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培育千亿
元级产业集群。

氢能获得吉林省如此“强
势”关注，缘于战略意义上的重
大考量。在当下吉林风力、光
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已趋于成
熟的背景下，为何还要抢先开
启“氢能时代”？此外，围绕“氢
动吉林”等目标，吉林省还有哪
些规划部署和具体举措？

发展氢能产业

吉林优势何在

驱车驶入吉林西部，伴随
着当地“特产”大风，林立的风
车发力转动，蓝色的光板熠熠
生辉。

与此同时，曾以八百里瀚
海著称的吉林西部，依托河湖
连通、引嫩入白等工程，逐渐形
成江河泡沼互济的生态水网，
上演“绿色奇迹”。

风、光、水齐聚，吉林氢能
的春天来了。作为我国向东北
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区
位优势明显。

产业发展协同性强。吉林
省是新中国汽车产业和化工产
业的摇篮，产业实力雄厚；作为
农业大省，对化肥有刚性需求；
碳纤维产业发展迅猛，已跃入国
内第一梯队。全省产业基础与
氢能产业融合度高、衔接性好。

产学研发展基础好。吉林
省拥有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
所、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
重点科研院所和高校，在氢燃
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电解水技
术、氢气储运及应用等方面形
成了一批成果，产业研发与人
才底蕴深厚。

“氢能产业具有巨大的增
长潜力。目前国内外仍以发展
灰氢和蓝氢为主，吉林省的主
攻方向是绿氢，与‘双碳’目标

和全球减排方向高度契合，有
望凭借在氢能产业领域塑造的
新优势，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省
份技术和产业发展差距。”对于

吉林省发展氢能产业，吉林省

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高芸

充满信心，“从氢能产业四大环

节看，吉林省在‘制’‘用’两端

同时布局、日趋成熟，相比其他

省份在单一环节发展更具潜

力。”高芸介绍，制氢方面，吉林

省自然禀赋基础厚实，风力和

光照优势明显，水资源丰富，产

学研优势突出；运用方面，产业

衔接度高，坐拥一汽集团、吉林

石化等国内汽车、化工领域的

头部企业，氢能产业融合度高、

衔接性好。

长春工业大学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王哲和高芸有着

相似的观点。他谈到，利用风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取

的氢气被称为绿氢，具有低碳

甚至零排放等特点，是未来可

持续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吉林省新能源资源禀赋优

越，作为国家九大清洁能源基
地之一松辽清洁能源基地的核
心区域，待开发规模达到上亿
千瓦，后备资源充足，发展绿氢
条件优越。

氢能战略布局
吉林何时谋划

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
月，吉林省新增绿氢项目规划
投资高达621亿元，已成为我
国绿氢项目投资高地。

数据背后折射出来的，是
吉林发展氢能的真抓实干——
强宣传、促招商，优化审批程
序，强化服务保障，及时解决
问题……

嫩江湾畔，吉电股份大安
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
项目率先抢跑；查干湖旁，中能

建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紧追不
舍；三一吉林长岭风光氢储氨
数字化示范项目、上海电气洮
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制绿色甲
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等多个项目
蓄势待发……

在吉林省新能源“大户”白
城市，已率先开展15辆氢能公
交交通示范，成为东北地区首
个氢燃料电池公交线路投运的
城市。

无独有偶，每天早晚通勤
高峰，6辆标有“中韩（长春）国
际合作示范区”的吉电股份氢能
大巴车都会满载职工往返于长
春市区和示范园区，成为北国春
城绿色交通转型的一抹风景。

而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绿
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在建
设风电、光伏、储能项目的同
时，将新建制氢、储氢及18万
吨合成氨装置。

“合成氨是很多化工企业
都会用到的原材料，该项目建在
吉林西部制氢化工产业园区，生
产的合成氨可直接供给周围化
工企业使用。”吉电股份氢基绿
能销售总监梁宏介绍道。

“目前国内已有26个省份
发布了氢能规划，40多家央企
布局氢能产业。随着‘氢动吉
林’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吉林
省氢能产业发展水平已处于国
内第一梯队。”吉林省能源局相
关同志介绍，“省内氢基绿能在
建及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合
计年制氢将超20万吨，年制氢
基绿色能源超100万吨，新增
新能源装机约500万千瓦。”

吉电股份是国内第一批进
入氢能“赛道”的央企，也是深
耕吉林的本地央企，助力吉林
氢能落地结果，责无旁贷。“在

‘氢动吉林’行动第一批项目清
单12个项目中，有5个项目由
吉电股份建设或参与建设。大
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项目凭借

‘六项国内第一，三项国际领
先’的技术创新，为吉林省可再
生能源就地消纳提供了‘吉电
方案’，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差异
化竞争优势的创新发展之路。”
梁宏还谈到，由于国内外越来
越看重产品的“零碳”属性，吉
林省着重发展的绿氢，在产品
出口方面极具优势。

“氢能时代”

吉林如何抢占新赛道

“我们地理条件优越，通多
条高速公路。”“厂房已经建好，
静待各位参观洽谈。”“只要你
想，‘保姆式’服务随时有。”……

讲政策、谈优势、亮服务，
2023年 12月 14日，数百人参
加的吉林省新能源产业招商推
介大会气氛热烈。吉林省能源
局负责人深度解读了省“绿电+
消纳”四种模式，省内多家绿能
产业园区作主题推介，广邀新
能源企业到吉林投资兴业。

此前几年，吉林省就已锚
定发展目标，氢能产业谋划动
作频频——

2019年初，在吉林省两会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提
出建设中国北方氢谷；同年 5
月，白城市发布《白城市新能源
与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同年9
月，吉林省首辆氢燃料电池客
车在延吉下线；2020年10月，
白城市投运氢燃料电池公交
车，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氢燃料
电池公交线路投运的城市；
2022 年，启动“氢动吉林”行
动，产业规模剑指千亿元级；
2022年10月以来，配合“氢动
吉林”重装启航，出台《“氢动吉
林”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
2035年）》等文件；2023年 11
月，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
院成立，为全省氢能产业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研保障；之

后不久，全面落实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精神，出
台《抢先布局氢能产业新赛道
实施方案》，提出为吉林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提供有力支撑。

吉林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早在10余年前，吉林省
西部地区就获批打造国家首批
7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
随着一大批国内头部企业落
地，西部“陆上风光三峡”与东
部“山水蓄能三峡”齐头并进，
吉林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新能源装机容量屡创新高。

然而，尚不足以消纳的本
地体量以及逐步完善的外送通
道仍不能消化急速增长的装机
容量，氢能产业的崛起为提高剩
余风电、光电利用率另辟蹊径。

2019年，为实现新能源产
业发展与氢能产业发展有机结
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
质增效，助推吉林老工业基地全
面振兴，吉林省立足新能源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和氢能产业发展
现状，开始谋划探索氢能产业，
提出打造“中国北方氢谷”。

“氢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吉林
在2019年开启探索氢能产业可
谓抢抓了发展先机。”王哲认为，
吉林省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
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面临着压减煤炭消费总量、治理
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总量和强
度等严峻挑战。将氢能产业作
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重点，是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
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的重要路
径，亦是助力工业、交通、能源
等领域深度脱碳的重要支撑。

氢能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奔
跑，应用场景创新塑造，打造吉
林特色氢能全产业链体系有序
推进……蓄势待发的吉林氢能
产业，必将为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提供强大支撑。

安徽芜湖安徽芜湖：：
迎峰度夏保供电迎峰度夏保供电

7月 18日晚，在安徽省

芜湖市，国网芜湖供电公司

变电检修工作人员对 500

千伏繁昌变 500 千伏响繁

线/2号主变5042开关靠流

变侧线夹 A 相进行消缺工

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力

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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