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汽车日前在 2024 年 CES 消费电
子展上公布，全新 Nexo 将于 2025 年正式
发布，新车定位氢燃料电池中型 SUV，搭
载氢燃料电池系统。据了解，现行 Nexo
于2018年首发，截至2023年10月底，全球
累计销量超3.7万辆，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氢
燃料电池车型之一。

商用车市场已成为氢燃料电池技术应
用重要领域之一，但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发
展相对较慢。不过，近年来长城、长安等车
企也在加速氢能乘用车的研发，并推出部
分产品。未来，氢燃料电池如果更多应用
于乘用车，还要突破哪些瓶颈？继纯电动
汽车后，氢燃料电池汽车能否成为新能源
乘用车的下一风口？

■■从商用领域入手

与纯电动车相比，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最大优势在于环保。“从原理上看，氢燃料
电池让氢气和氧气产生反应，生成水和电，
对环境绝对友好。从长远来说，氢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相比之下，传统锂电
池中的镍、钴、锂元素储量较少。”天津大学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姚春德
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氢
燃料电池应用在汽车上不会产生充电焦
虑，车辆到加氢站加氢就像普通汽车加汽
油一样快。”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
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印发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2021—2035 年）》提出，重点推进氢
燃料电池中重型车辆应用，有序拓展氢燃
料电池等新能源客、货汽车市场应用空间，
逐步建立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与锂电池纯电
动汽车的互补发展模式。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
示范城市群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氢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运行覆盖城市、物流、运输、
工程、港口、园区等多元场景。与此同时，
围绕五大城市群共41个城市，已形成相应
的燃料电池产业集群。

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汽车行业对氢
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不过，由于在乘
用车领域的替代优势尚不明显，目前我国
氢燃料电池汽车仍以商用车为主。“商用车
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没乘用车那么强，行驶
线路相对固定，少量的加氢站就可以支撑
运营。商用车的工况简单，集成度也没那
么高，对部件体积、可靠性的要求没有乘用
车高。因此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从商用领
域入手有利于产业初期促进示范，进而拉
动产业发展。”上海骥翀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付宇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介绍。

■■成本难题待解

业内有观点认为，与新能源乘用车市
场相比，新能源商用车市场规模相对较
小。氢燃料电池汽车想实现更大规模应
用，必须大力拓展乘用车领域。

不过，相对滞后的加氢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较高的制氢、运输成本，让氢能在乘用

车领域应用与纯电动汽车相比无明显优
势。“其实氢燃料电池的性能、寿命早已满
足乘用车要求，但燃料电池及辅助部件、储
氢系统成本还比较高。因此，氢燃料电池
汽车想在乘用车领域发展起来，最重要的
是燃料电池零部件降本，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氢源供应的便利性。”付宇指出。

姚春德坦言，鉴于加氢站覆盖率低等
客观现实，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显然还满
足不了私家车随时补能的需求。

如何进一步提升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经
济性和便捷性？“电解水制氢成本主要是电
的成本，在制氢端可以通过太阳能和风能
供电制取氢气，以降低经济成本。”姚春德
还提到，由于氢气具有易燃易爆、密度小、
易扩散等特点，储存和运输非常难，如果可
以实现甲醇现场制氢，既可以为加氢站的
安全性带来保障，也会给乘用车发展氢燃
料电池带来便利。

去年2 月，我国首个甲醇制氢加氢一
体站投用，该站由中石化燃料油公司大连
盛港油气氢电服“五位一体”综合加能站升
级而来。每天可产出1000公斤99.999%高
纯度氢气。该制氢装置占地面积小、项目
建设周期短，生产过程绿色环保，综合考虑
制、储、运成本，相比加氢站传统用氢方式
成本可降低20%以上。

■■有望商业化

“随着商用车示范越来越多，加氢站会
越来越普及。现在很多车企已经开始做一

些样机开发和示范。如果基于城市建立加
氢站网络，乘用车领域可望首先在出租车
或网约车上等领域商业化。”付宇说。

姚春德还提到，氢燃料电池本身体积
相对较大，挤压乘用车后排空间，也是制约
其在乘用车上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氢燃
料电池汽车有望率先在MPV等大中型新
能源乘用车中实现渗透。“随着加氢站越来
越普及，加氢便捷性越来越高，氢燃料电池
汽车在轿车领域的应用也将不再是问题。”

“早期欧美日韩，包括国内的燃料电池
都是针对乘用车开发的，因为乘用车市场
更大，并且燃料电池能量密度高、低温性能
好、响应迅速、安全环保，被认为是乘用车
最理想的动力源。”付宇认为，氢燃料电池

与纯电动不是竞争关系，具体采用哪种动
力路线可根据需求而定。“氢燃料电池在长
续航、低温性能上有绝对性优势。因此南
方地区短途的、不用载重的车辆，采用纯电
动显然更合适。纯电动汽车基于‘电’存
在，那么在电网不发达的地区、长途交通，
或者北方天冷地区肯定会以氢燃料电池为
主。两条路线将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但是
燃料电池未来在乘用车领域中的使用比例
肯定会越来越高。”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乘用车市场销
量已连续9年超过2000万辆。汽车行业一
般以2%的保有量作为商业化起点，我认为
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在 2027 年—2030 年之
间可能实现目标。”付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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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占岭 钱婧

内蒙古除了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也有黄沙漫漫的
艰苦环境，它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
为集中的省区之一。为护青绿，战黄沙，建
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发挥绿色金融新优
势，助力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高屋建瓴 精准施策

全面打通资金与光伏产业壁垒

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横亘于沙漠边缘，
似是沙漠的“裙边”，光伏板下，沙地植物、
高附加值药材牢牢扎根于沙地。建设银行
内蒙古区分行将绿色金融战略作为新金融
实践的重要抓手，成立涵盖 17 个前台经
营、中台支持、后台管理部门为成员的绿色
金融委员会，牵头负责全行绿色金融推进
工作。通过制定《2023—2024年度绿色金
融发展行动方案》，明确三年发展目标、工
作措施。强化考核督导，从业务受理、项目
评估、授信申报、价格优惠、经济效益保障
及贷款投放等六大方面全方位建立差别化
配套政策，明确绿色金融中坚客群、同头部
企业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设计产品服
务方案、创新绿色融资业务模式，引导金融
资源高效直达绿色信贷领域，全力降低融
资成本，以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全方位支
持能源企业打造沙漠绿洲。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员单位
中电投东北新能源敖汉风电有限公司为建
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的存量客户，前期负
责建设运营的敖汉黄羊洼一期10万千瓦
风电项目、二期5万千瓦清洁供暖风电项

目均建成并网发电，运行情况稳定、发电情
况良好。该公司目前负责建设的敖汉旗敖
润苏莫 15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总投资
6.1 亿元，融资需求 4.89 亿元。该项目属
于生态太阳能治沙种植项目，是在统筹考
虑光伏发电、植被恢复、生态改善、治沙改
土的前提下，充分研究沙丘流动性等土地
特点、沙漠气候和日照特征，进行总体规
划实施。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在收集
到项目建设信息后第一时间对接了企业
需求，批复基本建设贷款 4.89 亿元，期限
13年，全额满足该光伏治沙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目前区分行已为该项目成功投放
4.42亿元信贷资金。

强化渠道 持续聚焦

全力支持光伏企业发展

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
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
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围绕“风、
光、氢、储”等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提升，建
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加速探索金融服务
现代能源体系构建的有效路径，针对新能
源为主的绿色信贷领域，制定了“58910”
发展战略，即 100%调研覆盖，90%申报审
批，80%获得批复，50%贷款投放。按照该
战略，对于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自治区保障性并网项目、源网荷储等市场
化并网项目以及新能源制氢等重点项目，
建立了项目储备库，实施名单制管理，开
展高层拓展和分层拓展，按周跟踪进度，
按月落实投放，切实加大新能源领域信贷
支持力度，推进能源经济多元化、低碳化、
高端化。

2023 年以来，包头市聚焦“两都”及
“五大战新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开展精准
招商，新能源项目建设火力全开。建设银
行内蒙古区分行紧跟地区政策导向，谋定
绿色发展，统筹运用信贷、咨询服务等多种
服务方式，积极开展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
款、银团贷款等业务，扩大光伏企业资金供
给总量，拓展光伏企业资金获取来源；积极
与兴业银行、中国银行、蒙商银行等金融机
构共同组建外部银团，为重点晶硅企业内
蒙古鑫元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年
颗粒硅项目投放贷款2.7亿元；积极支持地
区氢能储能产业发展，为内蒙古华电氢能
科技有限公司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
氢工程示范项目成功批复10亿元基本建
设贷款额度，该项目是包头市首个新能源

制氢工程示范项目，项目规划建设风电12
万千瓦、光伏8万千瓦，目前已成功投放信
贷资金3.2亿元。

与此同时，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不
断延伸对光伏产业链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及广度，目前服务的光伏企业已覆盖工业
硅、单晶硅、多晶硅、切片、组件、光伏发电
等光伏全产业链，信贷产品由传统的流动
资金贷款逐步向银行承兑汇票、并购贷款、
贴现、住房租赁贷款全面发展，全方位满足
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需求。

追风逐日 农光互补

全方位带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有效治理和严格保护的前提下，要
用产业化带动防沙治沙，增加农牧民收
入。建设银行巴彦淖尔分行大力支持区域
内的光伏治沙项目建设，累计贷款投放金

额已超过了 10 亿元，为大唐集团磴口县
“10万千瓦光伏+沙产业生态协同发展创
新示范项目”投放贷款3.88亿元；为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磴口县100MW光伏治沙项目
投放贷款3.33亿元；为国家能源集团磴口
100MW光伏治沙储能项目累计投放贷款
3.06亿元。

光伏治沙工程可以使沙漠荒地得到有
效利用，用沙地专用播种机在固沙方格、草
方格内播撒灌木种子，如花棒、柠条、紫穗
槐、梭梭等，穿插种植沙生经济植物如沙
打旺、紫花苜蓿及甘草，用以保护光伏
板不受风沙侵蚀。这些沙生经济作物
根系较发达、耐旱、耐寒、防风固沙能力
强，可以使流动沙地短时间内向半固定
和固定沙地转变，同时还是优质的牧草
和青储饲料原料，能够避免“沙进人退”
和经济衰退，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共赢。

绿色金融绿色金融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月17日，在浙江杭
州，浙江中铁装备的盾
构机生产基地，工人正
在生产组装“中铁 1398
号”超大直径盾构机。

中铁“1398 号”超大
直径盾构机由浙江中铁
装备研发制造，是目前
华东地区生产的最大直
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刀盘
直径为 15.4 米，总重约
4000吨。 人民图片

10万吨年颗粒硅项目建设。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供图

广西首个“火风光”
互补项目首台风机并网

本报讯 1月18日，国能永福发电
有限公司信福风电场首台风机成功
并网发电。

信福风电场项目位于桂林市永
福县堡里镇、罗锦镇、广福乡、永福
镇部分区域，装机容量 136 兆瓦，计
划安装 25 台 5.0 兆瓦、2 台 5.5 兆瓦
风电机组，配套建设一座 220 千伏
升压站及一条 23.7 公里 220 千伏送
出线路接入到永福电厂，通过永福
电厂 220kV 升压站跟已运营的火电
及光伏整合送出，是广西第一个实
现“风光火”多能互补一体化电源
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9.3 亿元，预计 6
月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
贡献清洁电能超2.55亿千瓦时、减少
标准煤消耗约 8.3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约20.1万吨。（傅清龙 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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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将问世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将问世

10万吨年颗粒硅项目运营期工人检
修机器。 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