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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未来有望打造完整的氢能发展区域闭环，但同时也要警惕地方氢能布局出现同质

化现象。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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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产业布局“同质化”现象凸显
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要结合资源禀赋，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注

我国将推进新能源
新型标准体系建设

本报讯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关
于加快能源领域新型标准体系建设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
见》），在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风电、
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储能、氢能等新
兴领域， 率先推进新型标准体系建设，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意见》称，在新能源、电力与电工
装备新技术领域， 以及互联网、 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能
源融合发展领域， 积极推动团体标准
扩量提质。 着力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团
体标准的优胜劣汰。 研究建立实施效
果良好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
定要求的团体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的机制。

《意见》明确，在智慧能源、能源
互联网 、风电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
能、储能、氢能等新兴领域，将率先推
进新型标准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同时，坚持能源标准化与能源
技术创新、 工程示范一体化推进，夯
实标准的技术基础，探索完善标准的
终身维护机制，强化标准全生命周期
管理和实施监督，切实提升能源领域
标准的质量。 （刘表翔）

中广核广西海上风电
基地项目正式签约

本报讯 7 月 28 日，由国务院国资
委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央
企入桂视频会议在南宁市举行。

在签约活动上，中广核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与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签署了防
城港市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协议，这也
是此次活动中唯一签约的海上风电基
地项目。

该项目以海上风电为核心， 将打
造包含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海上风电
产业融合、陆上风电及光伏等内容，形
成海上风电产业链， 带动防城港已有
金属材料和新材料基础产业发展，最
终形成“海陆并举”、“核风一体”、“农
光互补”的综合能源项目，在拉动地方
经济发展、改善能源结构、降低用能成
本的同时， 打造西部沿海重要的绿色
生态经济区。 （杨佳慧）

■■韩逸飞

7 月 30 日，在由中国能源产业研究中
心举办的氢能·加氢站培训班上， 有专家
指出，当前我国加氢站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较快，区域带动效应显现，地区规划甚至
先于国家层面规划。 以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为代表，未来有望打造完整的氢能发
展区域闭环，但同时也要警惕地方氢能布
局出现同质化现象。

产业规划未做到因地制宜

放眼全球，美、日、韩等国纷纷将燃
料电池汽车纳入发展战略进行总体规
划，推动配套设施建设，建立专项进行研
发和示范推广，并制定各种政策，抢占发
展先机。

与国际几乎同步，我国也积极推动氢
能产业布局。2019 年氢能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我国相关部委积极出台政策，规划在
2020 年实现 5000 辆级燃料电池汽车，在
特定区域公共服务领域示范应用， 建成
100 座加氢站；2025 年实现 5 万辆燃料电
池汽车的应用， 建成 300 座加氢站；2030
年实现百万辆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应
用，建设 1000 座加氢站。

针对我国氢能布局现状，有专家指
出，虽然多地相继出台氢能发展规划，
但并未做到因地制宜， 有重复投资的
隐患。

云浮(佛山)氢能标准化创新研发中心
赵吉诗博士表示，氢能发展需要大量资金
投入， 地方政府应量力而为。 “我个人认
为，氢能是一个烧钱的项目，应让经济发
达地区先行‘探路’。 ”

“现在我国高度重视氢能产业的发
展，在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终端
产品推广应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
顶层设计缺位， 导致地方氢能产业同质
化、低端化现象显现。 当前，在地方政府规
划中， 布局氢源或制氢设备的有 10 座城
市；研发制造氢燃料电池的有 19 座城市；
布局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地区有 16 个；
建设氢能产业园的地区也有 16 个。 各城
市产业布局方向趋同、产业同质化明显。 ”
赵吉诗表示。

区域发展要有“一盘棋”观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指出，当前我国
氢能产业规划与发展布局，已经形成了三
大区域、六个产业集群。

目前， 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广州为核
心的珠三角地区，无论是在氢能技术还是
在产业链上，优势都十分明显。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魏秋利分
析认为，这三个区域都已纳入相应的国家
战略， 珠三角有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支撑、
长三角正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京津
冀在积极推进协同发展。 这些区域发展的
国家战略都有利于当地氢能产业的规模
化发展。

“长三角作为我国最大的化工产业
集群， 仅仅需要把化工副产氢充分利
用起来， 就足够供给我国当前 10%的
氢能汽车。 一旦化工园内部延伸出制
氢的产业链，企业随时能扩大产能，提
高氢能经济性；京津冀的氢能发展，可
以借助冬奥会契机，先行先试；珠三角
的氢能发展以佛山为中心，投入资金、

土地、政策等资源，积极打造产业链。 ”
魏秋利说。

干勇指出，在全球氢能竞争中，我国
还没有占据优势，在核心材料、零部件、装
备重大工程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关键问题，
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地要有“一盘
棋”的观念，统筹协调发展。

地方氢能规划不要怕“小”

业内专家表示， 虽然我国在燃料电
池、 关键材料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 但各地不应过分关注
全产业链发展，而要做到有的放矢、有所
侧重。

业内专家认为，应结合各地资源禀赋
与协同发展优势，统筹氢能区域布局和应
用示范，避免产业趋同，分层次、有重点开
展全产业链的示范。

“地方发展氢能，首先要考虑当地产
业适宜做哪个环节，其次要站在区域的角
度去相互配合。 ”魏秋利说，“了解自身的
情况，制定一个恰当的氢能产值和补贴标
准，让当地的龙头企业优先来做，然后以
区域合作为重心，产业链才能更好地协调
发展。 ”

赵吉诗表示，地方氢能发展规划不要
怕“小”，不要贪“全”。 整合区域规划才是
硬道理。 “相比产业布局趋同，我更担心地
方没有一个整体区域规划。 区域协同发展
的过程也是优化洗牌产业链的过程。 只有
这样，才能推动氢能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