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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读懂“发展规划”

确定目标

在氢能产业成为各地角逐

的产业热门之际，南海在《规

划》中提出打造中国氢能产业

商业化创新发展引领区的目

标，凸显了南海氢能发展的特

色。南海为何提出这个目标？

南海有何基础？

“我们是在科学研判南海

区氢能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的

基础上，结合国家、省、市的战

略部署，提出了这一目标。”南

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蔡

德权透露，《规划》从 2017年

开始编制工作，历时两年多才

定稿，原因之一是氢能产业在

不断地快速变化中。现今，国

家对氢能的战略部署也更加

清晰。

2014年以来，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促进氢能源产业发展

的政策。2019 年 10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

能源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加快

能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和重大

装备攻关，探索先进储能、氢能

等商业化路径”，这一讲话精神

为南海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提供

了指导方向。

政策利好下，氢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犹如站上了风口。但

一个产业真正要在市场上活下

来，需要靠商业化生存，需要接

受市场的洗礼。

“区别于其它地方，南海一

直走的是市场化路径，比如加

氢站的建设，我们不是政府大

包大揽，而是让各类企业做主

体，包括上市企业、央企、民企

都参与了加氢站的建设。”蔡德

权说，南海这样的商业化探索

还有很多，比如加氢站商业化

运营方面，要求加氢站向所有

社会主体开放，能开具销售发

票，往24小时营业发展等。与

此同时，氢燃料电池物流车的

运营也是实行商业化运作，这

种运作要求企业必须有自我造

血能力。

打造中国氢能产业
商业化创新发展引领区

南海探路氢能产业商业化
发布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5年），将打造中国氢能产业商业化创新发展引领区

发展氢能产业，南海再亮新动作。
昨日，《佛山市南海区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5

年）》（下称《规划》）发布，提出实施“标准引领、核心带动、品
牌助力”发展战略，到2025年，氢能产业累计总产值达300
亿元，将南海区打造成中国氢能产业商业化创新发展引领
区。这也是全国首个瞄准氢能产业商业化创新发展目标的
地区规划。

在全国竞相发展氢能产业的背景下，南海为何要瞄准氢
能产业商业化创新发展的目标？南海的底气何在？路径如
何？

打造中国氢能产业商业化

创新发展引领区，南海的底气

何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

比上海、深圳等城市发展氢能

产业，南海在高端研发人才方

面存在短板，但南海的优势在

于氢能产业基础和产业化优

势。蔡德权分析，南海在氢能

产业链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先发

优势，通过实施“标准引领、核

心带动、品牌助力”发展战略，

南海将弥补人才等方面的不

足。

南海氢能产业如今得以

“薄发”，得益于十年的“厚

积”。早在2009年，南海区就

开始接触氢能，彼时，广顺新能

源落户丹灶，作为国内唯一具

备生产氢燃料电池压气机等核

心部件能力的企业，为南海氢

能产业带来了火种。

近年来，南海将氢能产业

作为构建“两高四新”现代产业

体系的重要一环，频频发力，创

下了多个“首个”。2015年4
月，南海出台了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提出打造国内领

先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核心部件

研发生产基地。2017年，南海

出台了全省首个专门针对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扶持政策，同时

建成了全国首座商业化加氢站

——瑞晖加氢站。

发展氢能产业，南海拥有

良好的产业链基础。截至

2018年底，南海区内汽车制造

业规上企业85家，汽车制造业

工业年产值近1000亿元。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第一资

源，也是氢能产业发展面临的

最大挑战。2019年，由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和南海区人民政府

共同推进的UNDP氢能经济

职业技术培训研究院已经成

立，有望补上氢能产业人才紧

缺短板。

“相较其他城市，南海有完

善的政策扶持体系和较为完备

的产业链上下游。”广东泰罗斯

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锐明说出了众多新能源企业

愿意在南海在发展的原因。

在率先布局氢能产业下，

南海氢能产业已涵盖从制氢设

备研制、制氢、加氢，到氢燃料

电池核心部件、动力总成和整

车生产等产业链各环节，已有

约30家氢能产业链企业集聚，

引入了泰罗斯、爱德曼、广东探

索、海德利森、攀业能源等重大

项目。

亮出实力

超十年探索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明确目标之后，关键是

行动。《规划》提出，南海要推

进氢能燃料电池关键技术突

破和重大装备国产化进程，实

施“标准引领、核心带动、品牌

助力”发展战略，建设六大重

点平台，建立健全氢能产业

链，培育氢能产业体系。

“标准引领”战略摆在首

要位置。“南海区一直注重标

准引领，因为氢能是个新产

业，标准、技术还不完善，所以

标准引领非常关键。”蔡德权

表示。《规划》提出，南海将以

创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氢能）为契机，依托 IAHE-
CSD秘书处、ISO/TC197
联络处、佛山绿色研究院和广

东特检院的技术力量，占领氢

能标准制定的高地，引领氢能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需要载体。“核

心带动”战略提到，以仙湖氢

谷为核心，推进“一湖一城三

园区”建设，致力打造国际知

名的自主氢能技术先行地、高

端氢能产业集聚区和先进氢

能社会示范区。

“品牌助力”战略提到，将

以UNDP氢能大会为抓手，打

造中国乃至国际顶级的氢能产

业大会和氢能燃料电池会展品

牌，将氢能塑造为南海名片。

《规划》将南海区氢能产

业发展分为近期（2020~
2025年）商业化创新探索阶

段、中期（2026~2030年）商

业 化 推 广 阶 段 和 远 期

（2031~2035年）商业化应

用阶段等三个阶段。

要实现商业化的目标，

南海以何者为衡量？《规划》在

规模效益、创新能力、商业化

应用方面给出了目标。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南海氢能产业累计总产值

达300亿元，氢能汽车产能

达到30000辆/年，氢燃料电

池车辆（含汽车、轨道交通、观

光车、叉车等）保有量达到

6000辆，公交线路50条，有

轨电车线路2条；

到2030年，氢能产业累

计总产值达1000亿元，氢燃

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达到

12000 辆，公交线路 100
条，有轨电车线路5条；

到2035年，氢能产业累

计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氢

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达到

18000辆，公交线路100 条

以上，建成有轨电车线路5条
以上。

标准引领、核心带动、品牌助力发展战略

《规划》提出，以“仙湖氢

谷”为核心，构建“一核两翼”

的总体空间布局，推动南海区

氢能产业快速形成“研发-生
产-推广”良性产业生态圈。

“一核”是指“仙湖氢谷”

为核心，依托南海的氢能产业

优势和汽车制造基础，集聚发

展氢能产业集群，培育氢能产

业领军企业，落实生产与产业

创新平台，着重推进氢燃料电

池、核心材料及部件、动力系

统集成和氢燃料电池汽车整

车等氢能产业链的完善和发

展壮大，奠定南海氢能产业的

核心竞争力。

“两翼”分为东、北两

翼。东翼沿桂丹路，打造氢能

产业创新服务区，充分发挥广

东金融高新区、爱车小镇、佛

山西站枢纽新城和狮山大学

城在金融创新、高端人才创新

创业、汽车服务、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优势，为南海区氢能产

业发展提供金融、技术、产业、

人才及服务支撑。北翼沿博

爱路，打造燃料电池汽车装备

制造区，依托佛山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和广东新材料产业

基地在汽车和装备制造方面

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推动

南海区传统汽车产业、装备制

造业向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方向转型，加快南海区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完善南海氢能

产业链条。

“一核两翼”打造产业生态圈空间布局

要实现氢燃料电池商业

化，技术与成本是绕不开的

话题。经过多年努力，南海

的氢能部分技术水平已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比如燃料电池

功率密度和寿命方面在国内

处于较前的位置，但整体核心

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依然有

较大差距。作为国内氢能发

展的先行区，南海势必要推动

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化。

突破技术瓶颈，需要依

托产业平台。“我们需要从技

术、标准和人才层面去突破

氢能商业化面临的瓶颈。”蔡

德权介绍，《规划》提出了三

大重点任务，第一个任务是

推进六大重点平台建设，强

化产学研支撑。其中，仙湖

实验室是产学研方面最重要

的平台，未来三年，佛山市将

投资11亿元，力争将仙湖实

验室建设成氢能领域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

第二个任务是强补关键

环节，健全氢能产业链条。《规

划》提出，针对氢源瓶颈，南海

应抓紧与氢源公司合作，充分

利用周边地区工业副产氢资

源，满足氢能产业发展的需

求。同时，蔡德权透露，正不

断有国内外企业与南海区洽

谈一些关键环节的项目。

第三个任务是构建多样

化商业化应用场景，拓展氢能

产业市场。除交通服务领域

外，《规划》也着重提出在发电

备电领域发力，探索在大型公

共建筑、医院、学校和工厂规

划建设光伏发电制氢与氢燃

料电池分布式发电、储能系

统、热电联供的示范工程。

站在能源革命的时代风

口，南海以敢为人先的改革

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创业闯

劲，实现了氢能产业的“从无

到有”到“国内领先”。可以

期待，在氢能产业规划的引

领下 ，南海的氢能产业将实

现与国际同步、与世界同行

发展。

推进平台建设健全产业链条突破瓶颈

●推进六大重点平台建设，强化产学研支撑，

包括仙湖实验室、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氢

能）、华南氢安全促进中心、氢能检测中心、华

南新能源汽车大数据服务与管理中心、UNDP

氢能经济职业学院等。

●强补关键环节，健全氢能产业链条，包括氢

源供给、氢储运体系、标准加氢站建设模式、

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及部件、加氢设备核心阀

件关键技术、氢燃料电池汽车整车设计与制

造水平等。

●构建多样化商业化应用场景，拓展氢能产业

市场，在交通服务领域、发电备电领域、氢农

业、氢生活领域进行推广应用。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通讯员 林志明

打造中国氢能产业商业化创新发展引领区

目 标

标准引领：以创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氢

能）为契机，依托 IAHE-CSD 秘书处、ISO/

TC 197联络处、佛山绿色发展创新研究院和

广东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技术力量，占领氢

能标准制定的高地，引领氢能产业发展。

核心带动：以仙湖氢谷为核心，推进“一湖一城

三园区”建设，致力打造国际知名的自主氢能

技术先行地、高端氢能产业集聚区和先进氢能

社会示范区，带动南海区氢能产业商业化发展

进程。

品牌助力：以UNDP氢能大会为抓手，打造中

国乃至国际顶级的氢能产业大会和氢能燃料电

池会展品牌，将氢能塑造为南海名片，营造氢能

产业良好发展氛围，助力氢能产业集聚发展。

发 展 战 略

●近期（2020~2025年）商业化创新探索阶段，到

2025年，氢能产业累计总产值达300亿元。

●中期（2026~2030 年）商业化推广阶段，到

2030年，氢能产业累计总产值达1000亿元。

●远期（2031~2035 年）商业化应用阶段，到

2035年，氢能产业累计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

“三阶段”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一核两翼”

●“一核”：以“仙湖氢谷”为核心

●“东翼”：沿桂丹路，打造氢能产业创新服务区

●“北翼”：沿博爱路，打造燃料电池汽车装备

制造区

三项重点任务

■在 2019 年

10 月举行的

第五届中国

（广东）国际

“互联网+”博

览会，爱德曼

展示各式氢燃

料电池车。珠

江时报记者/

方智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