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为加快推动北京市氢能产
业发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近日发布了《北京市关于支持
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以下简称《政策措
施》）。《政策措施》从科技研发
创新、技术装备产业化、产业创
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示范推
广应用、标准体系建设、服务体
系建设等7个方面提出了19项
具体举措支持北京市氢能产业
发展，有效期至2025年8月。

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
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被
称为“21世纪终极能源”。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把握
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窗口期与
机遇期，加快培育和发展氢能
产业。氢燃料电池汽车、氢能
助力车、氢能无人机……许多
以氢能为驱动力的新型交通工
具陆续在北京落地。

与2022年发布的《北京市
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相比，本次《政策措
施》稍有变化。比如在支持企
业孵化培育方面，《政策措施》
删除了根据创业服务机构企业
培育数量及孵化服务成效，择
优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
持。《政策措施》还删除了“支持
供应链协同”部分。

在支持服务体系建设方
面，《政策措施》未作改动。《政
策措施》提到，支持高端人才引
进，加大氢能领域国际高层次
人才引进力度。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人才
的发展能够为氢能产业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

中电联人才评价与教育培
训中心连续多年编制发布
《2022年度全国电力行业人力
资源及教育培训大数据报告》
《中国电力行业人才年度发展
报告2023》。中电联人才评价
与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全国电
力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张慧翔在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联
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举办
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产业
人才发展峰会上指出，据不完
全统计，2024年开设氢能技术
专业的院校大致20所，我国还
缺少在国家整个氢产业链的人
才储备体系，教学体系中缺少
专家师资力量。

“氢能领域确实存在人才
缺口，特别是在技术研发、装备
制造、运营管理等方面。随着

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具备
跨学科知识、实践经验和创新
能力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北
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解决人才缺口问题需要
多方共同努力。高校应增设相
关专业课程，培养氢能领域的
专业人才；企业应加大对员工
的培训力度，提升员工的专业
技能和综合素质；通过国际合
作和交流，引进国外氢能领域
的优秀人才；建立健全的人才
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
创新活力。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
长柏文喜也坦言，当前氢能产
业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相较
其他新能源领域仍需大幅提升
规模与质量。

加氢站规模化建设难

除了北京，近期多地密集
出台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

“多地发布氢能支持政策
对交通领域的氢能应用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推动加氢站
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为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提供了
有力支撑。”王鹏告诉记者，这
些政策还明确了氢能产业在交
通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为
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提
供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资
金支持，降低了企业的研发和运
营成本。此外，相关政策通过示
范推广和政府采购等方式，培育
了氢燃料电池汽车市场，提高
了消费者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加氢站是氢能产业发展的
关键基础设施。《政策措施》提
出，支持加氢站建设运营，鼓励
新建和改（扩）建符合本市发展
规划的加氢站。

一直以来，北京市加快加
氢站布局建设，建成了全球规
模最大加氢站。据了解，大兴
国际氢能示范区西南角是全球
最大“海珀尔”加氢站，日加氢
量可达4.8吨，可以满足800台
燃料电池车用氢需求。

据北京市大兴区生态环境
综合执法大队队长李哲介绍，
大兴区以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
为引领，研究布局生物质、光电
催化等前沿制氢技术，加速氢
能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制—储
—运—加—用”氢能链，打造涵
盖交通、储能和建筑领域的多
元氢能场景。

与此同时，湖北、青海及广
东广州等地也在相关政策中鼓
励加氢站建设。

湖北在《湖北省加快发展
氢能产业行动方案（2024—
2027 年）》要求，力争到 2027
年，建成加氢站100座。以“统
筹加氢网络建设”为重点任务
之一，探索站内制加氢一体化、
移动式加氢等加氢站新模式，
支持在化工园区外建设制加绿
氢一体站。

广州市发布《关于加快推
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包括支持加氢站建设、
支持加氢站运营等措施，对加
氢站建设及运营等方面提出了
明确的补贴标准。

《青海省加快推动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明确，建设高水平氢能基础
设施，支持30兆帕压缩氢气储
运、高压快速加氢站、制氢加氢
一体站等综合能源补给站建设。

不过，加氢站规模化建设
仍有投资成本高、技术挑战、选
址与审批、运营维护、市场需求
匹配等诸多难点亟待解决。

在王鹏看来，加氢站的建
设成本较高，包括土地、设备、

安装、运营等方面的费用。加
氢站涉及高压氢气储存和加注
等关键技术，需要确保安全和
可靠性。在选址方面，加氢站
需要考虑土地、交通、安全等多
方面因素，且审批流程相对复
杂。同时，加氢站的运营和维
护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
备，成本较高。加氢站的建设
还需要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市
场需求相匹配，避免资源浪费。

氢燃料电池汽车将有突破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作为氢能应用的先导，引领着
整个氢能产业的发展。北京、
湖北及广州等地的氢能支持政
策均提及氢燃料电池汽车。比
如，北京在《政策措施》中明确，
积极推动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城市群建设，开展氢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李哲表示，大兴区大力推
广氢燃料电池汽车，2024年新
增推广626辆，累计推广1530
辆，涵盖冷链物流、建材运输、
通勤客运、市政环卫等场景，年
减排污染物约290余吨，降碳
约6100余吨。落地全国首个
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
京津冀区域 30 余家企业约
16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参与，
签发碳减排量约1800吨。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2025年是我国五部委燃料电
池汽车城市群示范推广的最后
一年。2020年，财政部等五部
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先后
批复了京津冀、上海、广东、郑
州、河北等五个城市群，形成

“3+2”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格局，
还打造了山东省“氢进万家”等
科技示范工程。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近日印发的《加
快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实
施方案》也提到燃料电池汽车，
明确高质量推进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城市群建设，加快车辆推
广和氢能供给体系建设，推动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技术、
产品迭代开发应用。

根据《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 (2021—2035 年)》，到
2025年，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
约5万辆，部署建设一批加氢
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
10-20万吨/年。

柏文喜预计，氢燃料电池
汽车将经历“初步示范期、加快
推广期、大规模应用期”三个阶
段，接下来的发展走向将是技
术成熟、成本降低和市场规模
扩大。

王鹏表示，2025年氢燃料
电池汽车技术将取得更多突
破。接下来，随着研发投入的
增加，氢燃料电池系统的效率、
耐久性和可靠性将不断提升，
成本逐渐降低。政府和企业将
加大加氢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力度，推动加氢站网络的形成。
氢燃料电池汽车将在公交、物
流、重卡等领域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并逐渐向私人乘用车领
域拓展。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
将共同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的发展。

“氢燃料电池汽车要实现
大规模爆发式增长，还需克服
氢气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以及氢燃料电池本身的技
术挑战。具体来说，需要解决
氢气供应的稳定性问题，确保
氢能的来源是可靠和可持续
的。同时，氢燃料电池技术需
要进一步发展，以提高其性能
和降低成本，使其在市场上更
具竞争力。”柏文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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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灵武：
“西电东送”

再增“沙戈荒”绿色电源

1月 2日，俯瞰宁夏银川灵武市马

家滩镇的国能灵绍直流配套200万千

瓦复合光伏项目。

近日，宁夏银川市灵武市的国能灵

绍直流配套200万千瓦复合光伏项目

南区100万千瓦成功并入宁夏电网，标

志着该项目200万千瓦全容量投产发

电，宁夏“西电东送”再增“沙戈荒”绿色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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