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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速氢赛道竞速氢赛道，，适度超前布局氢储能适度超前布局氢储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在能源转型关键期，氢能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
源，正逐步成为我国新型能源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适度
超前布局氢储能等超长时储能
技术，鼓励结合应用需求探索
开发多类型混合储能技术。

可实现大规模、长时间储存

氢能在推动实现“双碳”目
标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氢能利用方面，2022年
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储
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及氢储能，
提出到 2025 年，氢储能、热
（冷）储能等长时间尺度储能技
术取得突破。

两个月后，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氢能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
2035年）》提出，开展氢储能在
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
应用场景的示范，探索培育“风
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新
模式，以及探索氢储能直接参
与电力市场交易。

国家政策推动下，氢储能
应用场景向多个领域拓展。
2023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举
办期间，在浙江师范大学（萧山
校区）体育馆，为了全力保障手
球项目比赛现场用电，国网浙
江电力投入氢储能应急电源
车，为绿色亚运“充电”。

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小
虎岛电氢智慧能源站，一辆氢
能应急电源车缓缓停在加氢机
旁加注氢气。广州供电局氢能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该氢能应
急电源车相较于以往传统的应
急发电车，不仅实现了 100%
绿色低碳用能，还集成了固态
储氢系统、氢燃料电池发电系
统、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等多
种元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曾
在2023中国（嘉兴）氢能产业
大会暨2023氢能专精特新创
业大赛决赛上表示，储能越来
越重要，与抽水蓄能或其他储
能方式比较，氢储能（或氢电耦
合）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氢储能
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长时间、
大容量、跨季节储存，是其他方
式所不具备的。到2060年氢
能需求量要达到1.3亿吨，如果
按照50%转化为灵活性资源，
相当于火电装机3亿千瓦。

《征求意见稿》首提“适度

超前布局氢储能等超长时储能
技术”，出于何种考虑？经济学
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可再生能源比例的不断提
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需求日
益增加。超长时储能技术能够
在长时间内存储大量电能，这
对于平衡供需、提高电网稳定
性至关重要。特别是氢储能可
以实现大规模、长时间的能量
储存，而且不受地理条件限制，
非常适合用于调节可再生能源
的间歇性和波动性。

“《征求意见稿》为氢储能
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指
导，有望推动氢储能技术的研
发和产业化，加速氢储能市场
的形成和发展。”萨摩耶云科技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说。

在余丰慧看来，《征求意见
稿》为氢能发展注入了一剂强
心针。它不仅明确了国家层面
对氢能产业的支持态度，还通
过具体的政策措施鼓励技术创
新和产业链建设，有助于加速
氢能在交通、工业等领域的商
业化进程。《征求意见稿》也为
投资者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
向，有望吸引更多资本进入这
个领域，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氢储能作为一项新型储能
技术，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在能
源领域崭露头角。《征求意见
稿》明确，拓展风光储氢等新能
源应用场景，打通绿电—绿氢
—绿氨/绿醇产业链，推动多能
互补高效利用。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克苏地区的新疆库车绿氢示范
项目是我国首个万吨级绿氢炼
化项目，是中国石化重点绿氢
示范工程，也是我国首个贯通
光伏发电、绿电制氢、氢气储
存、绿氢炼化等绿氢生产利用

全流程的典型示范项目。今年
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2023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项目名单，该项目（光伏绿氢智
慧工厂）成功入选。

据悉，全球已投产的项目
中，仅有新疆库车绿氢项目电
解槽规模达到260兆瓦。项目
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太阳
能资源，采用光伏发电直接制
氢，建设产、储、输、用一体化的
绿氢炼化项目。

中国石化新星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公司突破性解决了
新能源波动电力场景下柔性制
氢并连续稳定供应难题，完成
了万吨级电解水制氢工艺与工
程成套技术、绿氢储存运输工
艺技术、晶闸管整流技术、智能
控制系统研发等创新成果，光
伏组件、电解槽、储氢罐等重大
设备核心材料全部国产化，将
对国内氢能产业链发展起到积
极促进作用。

黄其励表示，不同区域的
资源禀赋不一样。青海白天光
伏弃电量大，晚上全时段电源
不足，依托氢储能技术可实现
大规模“电—氢—电”大规模转
化利用。湖南白天依托特高压
送电+本地光伏自发，晚高峰供
电不足，依托氢储能可实现高
峰“氢—电”保障用电。

“沙戈荒”地区是我国超前
布局氢储能的主要场景。《征求
意见稿》提出，针对沙漠、戈壁、
荒漠等新能源富集且本地消纳
能力较低的地区，探索利用可
再生能源制氢。

对“沙戈荒”地区来说，利
用可再生能源制氢并将其与氢
储能技术相结合，可以为该地
区发展带来诸多机遇。郑磊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这有助于
提高该地区的能源自给能力，
减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氢储
能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该地区
能源结构优化和转型，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为地区提供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机遇。

当前，多地加速推进氢储
能建设，积极规划布局相关项
目。8月21日，新疆圣瑞绿源5
吉瓦时新能源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启动。
据了解，新疆圣瑞绿源新能源
有限公司新能源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为该公司一期项目，目前
投资已达10亿元，主要内容为
建设生产5吉瓦时磷酸铁锂电
池电芯工厂、建设5000套氢燃
料电池系统工厂、布局建设3—
5个油电气氢综合能源站，推广
300台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
二期、三期项目将陆续开工建
设，总投资约35亿元，涉及氢
燃料电池、氢储能、氢能源车辆
及氢化工等领域。

氢储能建设提速

近期，多个省市相继发布
氢能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举措，
为当地氢储能发展注入动力。

比如，今年9月发布的《嘉
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到，拓展氢能在航
空、发电、储能等领域多元应
用，支持企业建设氢气发电、氢
储能等试点示范项目。11月
发布的《四川省进一步推动氢
能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应用行
动方案（2024—2027 年）》指
出，加快氢储能融合发展。重
点在水风光资源丰富地区，进
行富余能源就地制氢储能、电
网调峰，推动“水风光发电＋氢
储能”一体化应用，推进高效氢
液化与液氢储能系统应用。不
久前印发的《湖北省加快发展
氢能产业行动方案（2024—
2027年）》在重点任务中明确，
支持在宜昌、随州、孝感、恩施
等可再生能源较为丰富区域，
探索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氢储能

相结合的一体化应用模式。
不过，香橙会研究院认为，

这批政策文件和2022年、2023
年各地陆续出台的氢能产业政
策文件相比，缺少了些辨识度。
建议各地新出或者即将出台的
氢能产业发展政策文件，能有
一些大胆创新的内容，以适应
氢能新时代发展需要。

氢储能也面临一些“卡脖
子”的风险挑战。中关村物联
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分析，目前，氢气
的制备、储存、运输和应用等环
节仍存在技术瓶颈和成本问
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示范。同时，氢储能
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需要
得到充分验证和保障。但是，
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
本的逐步降低，氢储能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成为未来能源
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我国氢储能方面的研究
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已建成的
氢储能项目多数是千瓦级别的
电解水制氢系统，氢燃料电池
的功率也以千瓦和兆瓦级别为
主，制氢和发电规模较小。”江
苏省储能行业协会表示，氢储
能系统与风电场的宽功率波动
适配性尚需提高。由于风力、
太阳能的不确定性较强，功率
输出波动范围非常大，随机变
化导致碱性电解水装置输入功
率频繁变动，造成石棉隔膜压
力和碱液浓度等的变化，影响
电解水效率和电解装置的寿命
和运行安全性。

“氢储能应该加强技术研
发和产业化示范，推动氢储能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同时，要
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为
氢储能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此外，
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共同
推动氢储能技术的全球化和商
业化进程。”袁帅说。

甘肃张掖LNG储备中心
二期项目加速推进

11月 14日，位于甘肃省张掖市

山丹县东乐滩的张掖LNG储备中心

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

压缩机车间的钢架梁吊装和焊接，加

速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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