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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站规模化建设难在哪加氢站规模化建设难在哪？？
■本报记者 姚美娇 杨梓

近年来，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蓬
勃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突破 5000 辆；
截至上半年，我国累计建成加氢站 456座。

随着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持续扩张，
加氢站作为构建氢能供应网络体系的核心
枢纽，市场需求也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不过，目前，加氢站数量仍相对较少，且建
设成本较高，限制着氢能源在交通领域的
应用和普及。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在政策
推动、技术进步以及新模式不断探索下，加
氢站建设有望突破困境，迎来更加广阔发
展空间。

■■ 支持政策频出

加氢站作为氢能交通的基础，其建设
和发展对于推动氢能产业商业化、实现绿
色出行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机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球累计建成加氢站
1262 座，其中，中国 456 座，在全球占比达
到 36.1%，加氢站保有量全球第一。在业
内人士看来，这得益于各方对加氢站建设
的大力支持。

近期，多地发布氢能产业发展相关支
持政策，扩大氢能交通应用、鼓励加氢站建
设。日前，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提出 18 项具体举措，支持广州市氢能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广州市级财政对建成
投入使用且日加氢能力（按照压缩机每日
工作 12 小时的加气能力计算）500 公斤及
以上加氢站给予建设补贴。

11 月，湖北省印发的《湖北省加快发
展氢能产业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提出力争到 2027 年，建成 100 座加氢站。
对加氢站在规划调整、土地供应等方面给
予优先支持。

各方支持下，我国加氢站建设力度持
续加大，从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多点开花

的态势。例如，12 月 2 日，天津市静海区
首座自用加氢站——荣程新能（荣宝）加
氢 站 启 用 ；11 月 ，宁 波 舟 山 港 首 个 加 氢

（制氢）加气一体化综合能源站在穿山港
区通过预验收，可逐步投入调试运营，该
综合能源站具备制氢、加氢和 LNG 加气
功能；8 月，南京市溧水区首座商业加氢
站在柘塘东加油站投入运营，每日加氢能
力达 500 公斤。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50 年，全球
氢能需求将超过 5 亿吨，其中发电、天然气
掺氢和交通领域的燃油替代需求占比将超
过 60%。国内方面，预计到 2050 年，我国
氢能需求将达到 1亿吨至 1.3亿吨。

在业内人士看来，加氢站建设发展将
为我国氢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奠定坚实基
础，在未来能源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 高成本难题待解

尽管发展提速，但目前来看，与数量众
多且广泛分布的传统加油站和快速普及的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相比，加氢站规模体量
依旧偏小，未来仍具备极大的拓展与提升
空间。

一位氢能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一方
面，加氢站推广尚面临高建设成本和长投
资回收期等挑战难题，导致企业收益难以
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目前，氢燃料电池汽
车在新能源汽车中的保有量占比较低，加
氢站普遍面临“吃不饱”问题，给正常运营
带来风险。

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氢气
生产、运输和储存成本较高，导致加氢站的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例如氢气储运方面，
现阶段我国加氢站主要以长管拖车等公路
运输方式为主，运输成本高且效率低。在
此背景下，亟待加快拓展多元化储运方式，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有业内人士表示，管道运输具有输氢

量大、能耗小和成本低等优势，或成为未
来解决大规模、长距离绿氢运输的优选方
案。德邦证券研报称，当前主流的长管拖
车运输高压气氢 200 公里运氢成本高达
11 元/千克，而 1000 公里管道运氢成本仅
为 1 元/千克，输氢管道建设有望解决绿氢
消纳难题。

此外，制氢加氢一体化省去了氢气的
长途运输环节，也被视为降低氢气储运成
本与损耗的路径之一。不过，厦门大学能
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提醒：“该模
式需兼顾上游原料供给与电力供应稳定
性，以及下游氢气分销购用的可推广性，
选址布局要求较站外供氢站有所提升，且
综合建设成本及制氢成本增加可能超过
储运环节带来的成本节约，盈利空间尚待
进一步挖掘。”

■■ 完善配套产业政策

整体来看，推进加氢站建设，将有力带
动氢能产业链发展，下游氢燃料电池汽车
及零部件制造产业在加氢站支撑下可进一
步释放潜力，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壮大。

为进一步推进加氢站建设，孙传旺建
议，扩大加氢站配套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支
持力度，强调重大规划对重点加氢站项目落
地的牵引作用，持续完善加氢站标准体系。
同时，强化部门协同与部际协调，推动加氢
站项目审批与许可证办理流程整合、程序契
合、工作融合，同时提升加氢站全流程运营
安全常态化监管水平，严格落实部门安全监
管责任。此外，应充分考虑当地市场承载能
力与拓展空间，基于燃料电池车运营规模、

运营范围、类型结构，探索多元应用场景与
业务模式，构建满足多运输需求、多储存状
态、多加注工艺的综合性加氢基础设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咨询
委主任张晓强公开表示，要建设高水平加
氢站等氢能基础设施，明确各地氢能产业
主管部门，以及氢能基础设施归口管理部
门，制定完善的氢能基础设施管理办法，明
确审批验收流程和要求。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加氢站建设需在
保证数量的同时兼顾质量。“要保证加氢站
的运营安全，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建设，
并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建设。”上述氢能企
业人士说，“未来随着加氢站的普及和加氢
便捷性的提高，将极大提升消费者对氢燃
料电池汽车的接受度，氢燃料电池汽车在
轿车领域的应用也将迎来发展机遇。”

本报讯 随着数字经济进入蓬勃发展阶
段，数据已成为全新资产和关键生产要素，当
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自由流动时，将最大限
度发挥其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近日，南网超高压梧州局（以下简称“梧
州局”）顺利完成首单对外数据产品交易，在
数据要素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探索进程中
迈出关键且坚实的一步，为培育数据要素市
场注入强大动力。

据悉，此次交易的数据产品为超高压输
变电设备及环境的缺陷、状态以及人员作业
安全等照片样本集。该样本集对致力于开发
电力行业市场的智能装备厂家具有较高应用
价值，能够用于开发适合超高压输变电生产
环境的设备风险、人员风险识别预警等智能
算法，有效提升超高压输变电生产运营的智
能化水平、安全水平与生产效率，进而深度开
拓智能装备的电力行业用户。

此次交易的达成，标志着梧州局在数据
要素市场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更展现出其在
新兴数据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力。下一步，梧州
局将持续深耕数据要素市场，挖掘更多优质数
据资源，积极推动数据交易与应用创新，助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行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更大的数据力量。 （肖潇 黄波）

■李佳

12 月 7 日，南瑞集团 15 项科技成果通过中国
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鉴定，14 项成果整体国际领
先，1项成果核心技术国际领先。

本次鉴定会在南京、北京两地同步召开，中
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邱爱慈、刘吉臻、夏长亮、
饶宏，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时杰、韩布兴，以及来
自学会协会、高校院所、电网企业、发电企业、设
计院等单位的 130 余位权威专家，共同对电力
系统自动化、继电保护、电网安全稳定、配电网、
输变电运维、输变电材料及装备、信息与网络安
全等方面自主创新成果进行鉴定，为电力保供
和能源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南瑞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山社武，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副主任
严胜为大会致辞，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党委副书记
胡锐主持会议。

山 社 武 在 致 辞 中 表 示 ，南 瑞 集 团 全 力 建
设“世界级能源互联网高科技领军企业”，新
设技术委员会，组建研究院，重构研发中心，

建 立 了 研 究 与 研 发 并 重 的 科 研 体 系 ，立 志 通
过强化前沿技术瞭望和应用基础 研 究 ，深 化
科 研 产 业 相 融 并 进 ，在 能 源 电 力 科 技 竞 争 中
脱 颖 而 出 ，在 未 来 行 业 发 展 中 抢 占 制 高 点 。

“ 科 技 成 果 集 中 鉴 定 已 成 为 南 瑞 的 一 项 品 牌
活 动 ，我 们 将 充 分 利 用 这 一 平 台 ，认 真 吸 纳
专 家 学 者 的 宝 贵 意 见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优 化 完
善 这 些 科 技 成 果 ，以 技 术 装 备 创 新 支 撑 新 型
电力系统构建。”

严胜在致辞中表示，国家电网公司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全面落实 2024 年全国科技大会精
神，第一时间召开国家电网公司科技工作会议，
出台了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 12 项重点措
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国家电网公
司将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构建重大问题，集中攻
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建设一批高能级研
发实验平台，建设一批重大科技示范工程，培育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和顶尖科技人才，支撑科技
强国目标实现。此次集中鉴定的 15 项成果是
南瑞集团 2024 年科技成果的集中体现，国网科

技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南瑞集团科技创新的支持
力度，支撑南瑞集团加快培育战新产业和未来
产业，加速建成世界级的能源互联网高科技领
军企业。

今年以来，南瑞集团发起首个由我国主导
并承担秘书处的 IEC 系统委员会，牵头发布世
界首个稳控领域 IEC 国际标准。1 个团队获国
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表彰，累计获省部级及以上
科技奖励 167 项，其中 1 个项目获国家技术发
明 奖 二 等 奖 ，成 功 举 办 第 九 届 紫 金 论 电 国 际
学术研讨会，发布 10 项国家标准，科技创新取
得 丰 硕 成 果 ，推 动 企 业 高 质量发展持续迈上
新台阶。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下
一步，南瑞集团将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
力，瞄准科技创新制高点，把握能源电力科技发
展主动权，攻关高精尖技术，全力争当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排头兵、引领者，为服务新型能源体系
建设、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贡献南瑞
力量。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提高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南瑞集团 15项科技成果通过权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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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12 月 12 日，记者
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深地工程·
川渝天然气基地”再获重要突破，涪陵页岩气
田新增 1213.56 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顺利通
过自然资源部审定，至此，涪陵页岩气田累计
提交探明地质储量达 10188.8 亿立方米，成为中
国石化首个万亿立方米页岩气田，为四川盆地
页岩气提供了新的建产阵地，有效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

据悉，此次提交的探明储量位于重庆市
南川区，气藏埋深 1000 米至 4900 米，压力系
数较小，是典型的常压页岩气藏，开采难度更

大。华东油气分公司深化基础研究，创新常
压页岩气富集高产地质理论认识，采用变密
度三维采集方式让地质构造细节更清晰地刻
画出来，形成了绿色高效开发页岩气井储层
改造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常压页岩气效益开
发技术瓶颈。

此次新增探明储量顺利提交，意味着涪陵
页岩气田南川常压页岩气区块平桥构造带、东
胜构造带、阳春沟构造带 3 个千亿立方米增储
区连片成带、实现整装探明。

下一步，中国石化将继续攻关地质条件更
严苛的盆外常压页岩气，持续深化富集高产机

理研究，加强工程工艺创新迭代升级，不断推
进增储上产。

页岩气勘探开发对于我国能源格局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2012 年底，中国石化在涪陵实
现勘探突破，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序
幕。作为我国首个实现商业开发的大型页岩
气田，涪陵页岩气田于 2014 年 3 月投入商业开
发，2017 年如期建成 100 亿立方米年产能。目
前，涪陵页岩气田已累计生产页岩气超 700 亿
方，约占我国页岩气年产量的 1/3，为长江经济
带沿线 6 省 2 市、上千家企业、2 亿多居民送去
清洁能源，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涪陵页岩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万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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