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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河北张家口市运行的

710台氢燃料汽车也顺利通过了氢供应高峰的考验。从

2月14日起连续多日每天氢气加注超6吨的保障，堪称

有史以来氢能动力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一次大规模使用。

2015年7月，张家口市获批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

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021年12月，张家口市

成为全国五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之一。

“通过冬奥会这样高水平、高质量、高要求赛事保障

的检验，收获了宝贵经验。”张家口市发改委高技术处处

长尹旭光介绍，张家口市将以冬奥会为契机，加速氢能产

业发展，“十四五”时期，本地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成本

力争由30元/千克降至14元/千克，建成加氢站14座，

推广各类车辆1130辆。

710辆车保障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据介绍，本届冬奥会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共

计使用氢燃料电池汽车超1000辆，作为接驳嘉宾、运动

员、媒体记者、各国政要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其中张家口

赛区710辆。这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

车辆有序运行离不开氢气的稳定供应。为此，张家

口市建成9座加氢站，加氢能力达到7.9吨/12小时，

可有效支撑全市氢能产业示范应用和保障冬奥会氢能

供应。

来自张家口市氢能可再生能源研究院燃料电池汽车

数据采集和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17天冬奥会期间，张

家口赛区累计加注氢气94.3吨，减少碳排放1414.5
吨，相当于种植6.8万棵树的吸收量。

全产业链格局初步形成

尹旭光介绍，长期以来，张家口市通过制定出台规划

引领、政策支撑、项目带动、科技创新运营示范来决策，积

极推进地区氢能产业生态建设。先后培育和引进18家
企业，特别是在燃料电池电堆和燃料电池汽车方面表现

突出：亿华通二期年产1万台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已建

成，氢能科技年产4000台套风冷型氢燃料电池堆生产

线项目正稳步推进，北汽福田欧辉氢能大巴项目已投产

……张家口市氢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事实上，氢燃料电池汽车早已融入张家口市百姓的日

常出行。相关数据显示，从2018年起，当地即陆续投运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444辆，累计载客量超6200万人次，

是全国燃料电池汽车运行数量最多、最稳定的城市之一。

张家口市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之所以走在全国前

列，资源禀赋优势“功不可没”。作为全国唯一的可再生

能源示范区，截至2021年底，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达2347万千瓦，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有望突

破5000万千瓦。“源源不断的‘风光’，为下一步氢气价

格降低至14元/千克创造了先天条件。”尹旭光说。

目前，张家口全市已建成4家制氢厂，日制氢产能达

17吨，且全部为可再生能源制氢。同时，新一批制氢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尹旭光表示，下一步，张家口市将以冬奥会和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为契机，围绕氢能产业发展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大力推进风光氢储产业协调发展，着力

开展延链、补链、强链工程，打造氢能产业全产链发展格

局，将氢能打造成张家口绿色发展的新“名片”。

国家出台氢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
全国已有超30个省市发布相关规划政策

一纸规划下，氢能热再起。3

月2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氢能产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

（下称《规划》），这是我国首个氢能产

业的中长期规划。

作为佛山氢能产业的主要承载区，

南海从十三年前的一见“氢”心，如今已

经聚集了100多家氢能企业、机构，氢能

产业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超过400亿元，

全部达产后，预计形成年产值超千亿

元的产业集群。

放眼全国，迄今已有北京、上海、

山东、湖北等超30个省市发布涉

及氢能的规划和政策。其中，河

北省着力建设张家口可再生能

源示范区、氢能产业示范城市；

湖北武汉提出打造中国氢能

枢纽城市。

专家表示，要有针对性

地剖析我国各地氢能禀赋

差异及未来发展潜力，在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引领

各地区因地制宜，走差异

化、高质量发展道路，推

动氢能产业合理布局，引

导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氢能成为
城市发展新名片

河北张家口

打造中国氢能
枢纽城市

湖北武汉

发展氢能产业须警惕三大倾向

据统计，迄今已有北京、上海、山东、湖北等超30个省市发布涉及氢能的规划和政

策，明确氢能产业发展目标、路线图或时间表。从一段时间的发展实践来看，各地

投资氢能热情高涨，有一哄而上之势，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长远看，

氢能产业发展要警惕氢源不绿、场景单一、重复投资三大倾向。

氢源不绿是首要问题。就氢能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来源丰富、

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能源，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氢能是一

种二次能源，需要通过消耗煤炭、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一次

能源才能产生。氢能的清洁程度取决于制取方式。2020年

我国氢气来源中，62%为煤制氢，19%为天然气制氢，可再生

能源制氢仅占比1%，氢来源亟待“绿化”。大规模推动氢能

产业发展，将导致氢需求快速增长，面对当前高昂的“绿

氢”成本，市场有可能倒向成本更低的“灰氢”，不利于“双

碳”工作推进。

高成本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大规模推广的主要

难题，随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推广和技术进步，有望进

一步降低制氢成本。中短期，可鼓励具备风、光、水等

清洁能源优势和成本优势的地区，优先发展制氢产

业。此外，专门用于制氢的高温核反应堆能在生产大

量氢的同时不排放任何二氧化碳，氢能市场形成一定

规模后，可采用核反应堆大规模低成本制氢。

应用场景过于单一也制约了产业破局。在当前已

发布氢能产业政策的省市中，几乎都将发展重点聚焦在

氢燃料电池汽车及其产业链上，对于氢能在其他领域的

应用则很少提及。实际上，氢能在乘用车领域的替代优

势并不明显。无论是当前高昂的制氢、运输成本，还是滞

后的加氢站、运输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都使得氢能汽车

在与纯电动汽车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氢能破局的关键在于找到差异化的应用场景，

有序推进氢能多元化应用。在交通领域，氢燃料电

池具有不受温度影响、续航里程更长，且补充燃料

速度快等优势，可将发展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作为整

个氢能燃料电池行业的突破口，并在高寒、低温地

区率先推广。氢能在化工、冶炼等一些脱碳难度大

的工业领域同样具备绝对优势。“双碳”目标下，“绿

氢”为化工、冶金等行业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要通过科技创新，示范引领，逐步

拓展氢能在工业领域应用场景，为我国构

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重复投资风险同样值得警惕。

当前我国氢能产业核心技术尚

未突破，关键材料依靠进口，

短期内尚不具备大规模商

业化发展条件。但在氢

能产业发展热潮下，一

些地方政府头脑发热，

忽视地方实际和产业

规律，跟风上马氢能项

目，将导致氢能产业低

水平重复和资源浪费，

影响我国氢能产业健康

发展。

对此，要积极发挥政府

规划引导和政策激励作用，推

动地方结合自身基础条件理性

布局氢能产业，严禁以建设氢能项

目名义“跑马圈地”，实现产业健康有

序和集聚发展。

透视

3月31日，武汉市发布支持氢能产业发展意见，到

2025年，全市氢能产业链年营业收入拟达到500亿元，

规上企业达到100家，累计产业投资总额达到200亿元。

武汉市提出紧跟全球氢能产业发展前沿，以技术突破

和产业培育为主线，打造创新研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协

同发展的中国氢能枢纽城市。

武汉氢能产业链比较完备

从上游制氢到下游加氢站建设，武汉市正逐步

完善氢能产业发展布局。青山区（化工区）是全市

主要拥有自有氢资源的区域，武钢、石化等企业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氢气，经过技术加

工，工业废气能变成能源，积极构建氢源产业集

群；武汉经开区已经集聚东风公司、国电投、武

汉理工、众宇动力、雄韬氢雄等一大批拥有自

主核心技术的氢能头部企业，涵盖从质子交

换膜、膜电极、氢燃料电池电堆到氢能整车

生产制造的全产业链，重点布局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集群。

早在2019年，湖北首个固定式加氢

站已在武汉经开区投用，设计日供氢能

力1000公斤，3分钟左右可以为一辆

氢动力公交车加满氢气；2021年，湖北

省首座固定式“四位一体”加氢加油站

在军山新城建成，建有两座加氢岛，日

加氢量可达950公斤。

同时，中国车谷也在积极探索氢

能多元应用场景。从三年前开始，武

汉市最大规模的氢能源公交车已经在

武汉经开区示范运营，涉及区内5条
公交线路，共有21辆氢能公交车上线

行驶，累计运营里程超过150万公里。

今年以来，武汉经开区积极依托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风公

司等产、学、研机构，联合康明斯、雄韬

氢雄、众宇动力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集聚各种创新要素，推动加快氢能全产

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

“氢能汽车领域，工信部列出的氢能

汽车八大核心技术，武汉掌握了其中的六

项。目前，武汉氢能汽车产业发展迅猛，已

成为全国重要的氢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

武汉市经信局副局长李林清说。

探索在城市建成区建加氢站

武汉市提出，将培育一批氢能重点企业，建设

一批氢能与燃料电池研发、检测、认证机构，打造氢

能产业集群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将探索工业

领域氢能替换示范应用，开展港口、园区重载燃料电池

商用车示范点，促进公交、物流、环卫、渣土运输、绿化养

护等领域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应用。到2025年，武汉市燃

料电池汽车推广量将达到3000辆，建成加氢站35座以

上。

武汉市将大力培育氢能龙头企业。对于本市年销售额达

1000万元（含）以上的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生产企业，每年按照

核心零部件销售收入2%~5%的比例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的超额

累进制阶梯奖励。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含）以上的氢能产业投

资技改项目，武汉市将按照其建设有效期内实际完成生产性设备投资总

额的8%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武汉市提出，对牵头承担氢能领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的企业，将按照国家拨付资金的50%给予最高500万元配套资金支

持。燃料电池乘用车、中轻型客货车、大重型客货车车型累计销量达标后，武汉

市将分别给予600万元、100万元、60万元一次性奖励。

武汉市鼓励油氢合建站建设，新建加油站按照50%的比例预留加氢设备安装

空间，按照10%的比例建成合建站，探索在城市建成区建设加氢站。对新建（含已

建）和改建的加氢站，武汉市将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建设补贴，对站内制氢设备投资

额外给予设备购置成本50%、不超过200万元资金补贴。对氢气售价不超过35元/
kg的加氢站，按照15元/kg~3元/kg逐年递减的标准，武汉市将给予每年不超过

150万元的运营补贴。

武汉市还将以公交车、物流车、环卫作业车、渣土车、绿化养护车、通勤车等为重

点，在市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在省内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推广装备汉

产核心零部件车辆2000辆。对在武汉上牌的符合国家相关奖励要求的燃料电池汽

车，将给予车辆购买企业20万元/分的财政奖励。除限行桥梁、隧道以外，燃料电池

货车在武汉市内行驶将不受现行货车限行路段、限行时段的限制。

（综合新华网、经济日报、长三角日报、长江日报、中国能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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