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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碳达峰试点国家碳达峰试点（（青岛青岛））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印发印发

岛城岛城““氢氢””装上阵阔步前行装上阵阔步前行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加快建设“东方氢岛”

氢能被视为 21 世纪极具
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发展氢
能源成为促进城市能源转型
的重要路径。《中国氢能发展
报告（2023）》显示，我国氢能
整体规模保持平稳，产业集聚
效应凸显。截至 2023 年底，全
国氢气产能约 4900 万吨/年，
产量约 3500 万吨，同比均增长
约 2.3%。

在氢能产业的规划和政策
支持上，青岛是发力较早的城
市之一。早在 2020 年，青岛就
印发了《青岛市氢能产业发展
规划（2020—2030 年）》，提出
打造“东方氢岛”战略构想，明
确氢能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实施
路径。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青岛市工业副产氢
资源多、氢能技术研发储备好、
相关应用场景丰富，具有氢能
产业发展基础。在总体要求方
面，围绕建设国家氢能与燃料
电池示范区逐步实现“东方氢
岛”的总体发展目标。

中国数实融合 50 人论坛
智库专家洪勇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响应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
标，青岛全力打造“东方氢岛”，
充分利用本 地 资 源 和 技 术 优
势，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发展
低碳经济，并通过氢能产业的
发展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升级
与扩展。

“风光+氢储能”一体化的
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在经济
学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看来，
这种模式可以很好地整合风能
和太阳能这两种间歇性能源，
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实现能
量存储，进而平滑电网负荷，保
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不过，
目前也存在一些难点，比如技
术成熟度还不够，成本相对较
高，还需要进一步研发降低成
本的技术；此外，氢气的储存和
运输也是挑战之一，需要安全
可靠的解决方案。

从发展环境来看，无论是
政府层面还是资源条件，青岛
的氢能产业发展环境都具有一
定优势。余丰慧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一方面，政府层面非常
重视，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氢
能产业发展，包括建设基础设
施、给予财政补贴等。另一方
面，青岛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
阳能资源，这为可再生能源制
氢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青
岛还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和技
术积累，有助于推动氢能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

在科技创新方面，《方案》
提出，要重点突破绿色低碳领
域“卡脖子”和共性关键技术，
开展大容量风电、高效光伏、大
容量储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
制氢、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等关键技术攻关。

同时，在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方面，《方案》明确，推动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项目招引和
落地，引导绿电—绿氢——绿
碳产业链各环节快速发展。

鼓励企业参与氢能产业发展

近年来，氢能产业发展脚
步加快。《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2021—2035 年)》明确
了氢能作为未来国家能源体
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定位。
今年，氢能首次作为前沿新兴
产业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随着政策不断加码，
各地在这条万亿元赛道上争相
布局。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
统计，今年有 22 个省份将氢能
写入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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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丰慧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在全国氢能产业赛道上，每
个城市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
色。青岛相比一些城市可能在
某些方面有差距，比如与上海、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相比，在资
金投入和人才集聚方面可能会
稍显不足。但青岛有自己的优
势，比如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海
港，便于氢气运输；另外，青岛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一定的基
础，这也为其发展氢能产业提
供了支撑。

青岛市如何鼓励企业“氢”
装上阵？余丰慧表示，青岛市
鼓励企业参与氢能产业发展，
主要是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和资
金扶持来实现。而对于企业来
说，要想平衡经济效益和绿色
效益，就需要在技术创新上下
功夫，比如提高制氢效率、降低
能耗；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市场
合作，比如与电力公司合作开
发虚拟电厂项目，这样既能带
来经济效益，也能贡献于环境
保护。

为支持氢能产业发展，青
岛市于 2023 年审议通过了《青
岛市氢能产业园（西海岸新区）
建设实施方案》，重点发展氢能
整车、燃料电池系统和核心零
部件制造、制储加氢装备、氢能
关键材料等业态。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青岛市氢能产业园依托

“链主”企业美锦新能源，储备
重点项目 17 个、总投资 260 亿
元，氢燃料电池商用车项目竣
工投产、年产量达到 5000 辆，
氢枫氢能等龙头项目加快推
进；对园区企业实行“技术改造
最高奖励 1500 万元”等 10 条
支持政策。

2024 年 7 月，青岛市氢能
产业园有 6 个项目签约落户，
总投资达 23 亿元，具体包括上
海满电未来氢能产业、青岛泊
里华德诚志氢动能基金、氢能
检验检测中心、碱性电解槽、宝
碳双极板及招商银行“基金+产
业+园区”创新金融服务项目，
涵盖氢能装备、制氢技术、先进
储氢材料、燃料电池、园区金融
服务等领域。

氢能产业应用场景愈加广泛

目前，青岛的氢能产业应
用场景多点开花。近日，青岛
市氢能加供中心暨海河路加氢
站项目建成中交。与青岛其他
已建成的加氢站不同，该加氢
站不但可向自有的氢能车辆加
氢，还具备向其他社会车辆加

氢服务的运营资质，是青岛乃
至胶东地区首座有资质向社会
车辆加氢服务的加氢站。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
山东省在推动氢能高速发展上
迈出坚实一步。《关于对氢能车
暂免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的通
知》指出，自 2024 年 3 月 1 日
起，对行驶在山东省高速公路
安装 ETC 套装设备的氢能车
辆暂免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
政策试行期 2 年，到期后依据
执行情况适时调整。

氢燃料电池汽车被认为是
氢 能 在 交 通 领 域 的 切 入 点 。
2021 年，青岛首条氢能公交示
范运行线在西海岸新区开通。
两年后，青岛美锦获批新能源
商用车整车生产资质，德智汽
车获批燃料电池专用车生产企
业资质，一汽解放开始氢燃料
电池集卡研发，燃料电池公交
车、重卡、物流车等 18 款车型
通过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推荐车型目录。

除了氢燃料电池汽车，氢
能还可以应用于航海领域。《方
案》提出，推进绿色低碳港口建
设。建设港区换电站等清洁能
源供给设施，推进港作船舶、机
械及车辆清洁能源替代，扩大
氢能应用，构建以电力为主、多
能互补的港区低碳化能源消费
结构。

以港口为例，今年 6 月，全
国首个全场景氢能港口在青岛
启动建设。目前，山东港口青
岛港的氢能港口发展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建成全国首座港
口 加 氢 站 ，累 计 加 氢 量 超 80
吨，减少碳排放超 1000 吨，构
建了“低成本、高效率、高可靠”
的港口氢能供给体系；在全国
率先实现港口氢能车辆规模化
示范运营，推广应用各类港口
专用氢能车辆 50 辆，累计运营
里程 80 万公里，换算替代传统
燃油 26 万升；在全球首创氢电
耦合直流微网轨道吊，引领港
口大型机械设备进入全新氢能
时代；率先研制全球首艘 7000
匹超大功率氢电混合动力拖
轮 ，每 年 可 减 少 碳 排 放 1400
余吨……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
陈英明认为，青岛港的氢能港
口建设，不仅将显著提升港口
运营质量，还将有效减少碳排
放，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同
时还将加速构建制氢、加氢、用
氢、氢交易的产业生态圈，推动
港口氢能贸易发展。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两个重大项目签约
本报讯 7 月 31 日，广东省

阳江市阳东区举行大连融科、
中清智辉两个重大项目签约仪
式。本次签约活动既是阳东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的生动实践，又是其贯彻
落实阳江市委、市政府“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具体行动，也
是该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举措。阳东区委书记
李坤，阳东区委副书记、区长胡
志方，市直相关部门领导及项
目企业代表等参加签约仪式。

据了解，大连融科是全球
唯一具备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全
产业链技术开发和生产能力，
并在储能领域拥有多种发明专
利的企业；中清智辉是一个在
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领域拥
有完整知识产权和核心专利体
系的企业。大连融科钒液流储
能生产基地项目、中清智辉海
上换流装备制造项目的引进，
符合广东省产业鼓励政策和阳
东区绿色能源产业布局。

胡志方表示，近年来，阳东
区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优
势，持续优化新能源全产业链
布局，吸引了一大批优质企业
前来投资置业，一个又一个重
大项目在阳东落地。目前，阳
东区正在打造超千亿元级清洁
能源产业集群，希望以此次签
约为契机，继续深化产业合作，
推动新能源产业做大做优做
强，推进风电装备和储能制造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胡 斌  杨 淇）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印发《国家碳达峰试点

（青岛）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大力发

展新能源、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节能降

碳增效、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交通

运输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巩

固提升碳汇能力、推进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等八

个方面，统筹谋划试点建设重点任务。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方案》在首项任

务“大力发展新能源”中提到，加快建设“东方氢

岛”，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制氢，培育“风光+氢

储能”一体化应用模式。

▶近日，在山东港口青

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集装

箱自动化吊装运输作业繁忙

有序。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位于青岛前

湾港区南岸，是全球领先、亚

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和首个“氢

+5G”智慧绿色码头，也是我

国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

码头。 中新社发 韩加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