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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氢城”梦想正照进现实
刚结束的2022年，被赋予了一重全新含义——

“氢能爆发元年”，年内发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2021-2035年)》，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氢

的能源属性，对中国氢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氢能已成为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

经济体能源转型的战略方向。2021年10月更新的

日本第六版能源战略计划提出，2030年氢能在能源

结构中的占比要达到11%。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还

明确引入氨能，并将开展混烧、专烧示范。到2030
年，利用氢和氨所生产出的电能将占日本能源消耗

的1%。

对氨氢融合新能源的探索，让南海再一次走到

氢能在高温工业领域应用的前列。程一兵院士团队

研发的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成功出炉世界首块

零碳瓷砖。随着氨氢融合新能源在高温工业的应

用，将极大拓展氢能的应用场景，开拓出全新蓝海。

在政策助推下，氢能已经成为当下最热的风口

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少有12家氢能公

司获得战略融资，总金额超过70亿元。一个百花齐

放、规模宏大且自主可控的氢能产业新生态喷薄而

出。

示范运用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抢先布局的

南海，正在加快氢能产业的多元化商业应用。南海

通过发力轨道交通、船舶、无人机、自行车等交通领

域，叉车、备用发电等工业领域，以及“氢能进万家”智

慧能源等建筑领域，开创性推进氢能多元商业化应

用和多领域减碳。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南海已在氢能等关

键领域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涌现出了一批种子独

角兽企业和后备上市企业。比如，区内的鸿基创能

科技（佛山）有限公司、佛山市清极能源科技公司、广

东汉合汽车有限公司、广东爱德曼氢能源装备公司

等公司已有上市计划。这些公司或其母公司上市

后，有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取更多的资金与资源

的支持，带动在南海形成产业集聚。

“我们整合创新资源，吸引产业集聚，

逐步破除氢能产业发展的瓶颈，显著提升

了竞争力。”顾耀辉说，南海的目标，是成为

我国自主氢能技术先行地、高端氢能产业

集聚地。

14年前，在南海投下的一枚神奇石

子，激起了氢能产业发展的阵阵涟漪，如今

已激荡成了“氢经济”发展的滚滚波涛。随

着国家扶持政策的到来，一幅美好的湾区

“氢城”蓝图，正在南海大地上缓缓展

开，并逐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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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拼经济、抓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南海区委主要领导率招商团队走出国门觅商机，火出圈的“大地艺术节”持续保持“顶流”热度。
南海人为何能反应如此迅速，并取得众多工作亮点？这背后其实是南海多年来科学规划、锚定目标、沉下心专注做好每一件事的“长期主义”逻辑——

不拼短距离冲刺，而是拼长期发展，用“长期主义”的心态，深耕这座城市。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没有前些年的长远谋划、长期定力、长年苦干，就没有当下迅速复苏、抢先突围的良好局面。
今起，珠江时报推出《强定力 深耕一座城》系列述评，深度聚焦氢能产业、城市建设、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领域的“长期主义”南海故事，敬请垂注。

从一见 心到 可期
南海对氢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

开
栏
语

“氢”风徐来满眼春！
今年的全国“两会”，低碳

发展备受关注。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统筹能源安全稳定
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内容被
着重提及。氢能已成为各地
争相进入的“黄金赛道”。

南海，是入局这一“黄金
赛道”的先行者。作为全国氢
能产业发展的代表城市，目前
南海有国电投等超130家氢
能相关企业落户，预计生产项
目投资规模超600亿元，形成
了较完整的具有国内自主知
识产权的氢能产业链。

为何南海能抢得先机并
走在前列？很重要的一点在
于，南海对氢能始终保持战略
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从14
年前的一见“氢”心，到连续6
年把发展氢能列入区政府工
作报告，如今，湾区“氢城”的
梦想正照进现实。

从星星之火到形成“磁吸”效应
在国家战略的机遇下，南海氢能产业进入了产业化的

“快车道”，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一批百亿级大项目接连签

约，形成产业“磁吸”效应；二是一批重点项目投产，氢能产业

迎来产出期；三是一批关键研发项目实现成果转化，氢能运

用不断拓展。

从签约项目看，仅2022年，南海就有3个百亿氢能项

目签约。包括氢能世界国际绿氢产业创新智造生态总部

基地项目、美锦氢能产业总部基地项目和国家电投华南氢

能产业基地项目。这些百亿项目的签约，彰显了南海氢能

产业已在全国形成“磁吸”效应，也将进一步完善南海的氢

能产业链条。

南海氢能的这种“磁吸”效应，还体现在招商引资上。

2月15日至22日，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率领的南海招商

团赴日韩开展为期8天的精准招商活动，许多日韩企业对

南海的氢能产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包括世界500强企业

斗山集团在内，已经在南海投资了氢能项目。

从投产项目看，南海氢能产业迎来产出期。1月6日，

广东环华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柔性石墨双极板应用产业基

地投产。该基地投产后预计首年生产100万片柔性石墨

双极板，五年时间生产能力达5000万片，实现南海柔性石

墨双极板零的突破。

2月6日，在南海重点项目签约投产暨大湾区新能源

产业园动工仪式上，7个氢产业项目投产。其中，包括“双

世界500百强”合资的康明斯恩泽制氢装置项目，达产后

年产值超45亿元；国家电投华南氢能基地项目作为南海

首个氢能百亿央企项目，一期达产后年产值超17亿元。

“南海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在氢能发展前景尚不明朗

的时候，作出了前瞻性的选择。”在佛山仙湖实验室副主任、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武汉理工大学学科首席教授唐

浩林看来，南海点燃了氢能产业发展的“星星之火”，现在已

成“燎原之势”。

经过多年的布局，南海已汇集国家电投氢能、康明斯

恩泽、仙湖实验室等近130家氢能企业、科研院所及相关

机构，打造了有较强竞争优势和影响力的氢能产业集群。

/ 记者手记 /

心中有长远
才能走更远

南海氢能的发展，不仅是

在崛起一个冉冉升起的朝阳产

业，也蕴含一种难能可贵的精

神，那就是永葆“闯”劲和拥抱

“长期主义”。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

易却艰辛。论氢能人才，南海

不如上海等一线城市；论氢源，

南海也没有优势。南海的氢能

产业是在最初没有技术、没有

人才也没有氢源的情况下发展

而来。有专家称之为“无中生

有”的传奇，这个传奇是广大干

部“闯”出来的。

在南海崛起成为湾区氢能

高地的过程中，战略眼光和战

略耐心至关重要。回过头看，

如果没有对产业发展的前瞻认

识、没有对地方长远发展的负

责态度、没有从上到下的充足

耐心，南海氢能产业的发展就

无法走到今天。

南海氢能发展给我们这样

的启示：心中有长远，才能走更

远。战新产业的发展没有捷

径，许多都是“熬”出来的。从

全国来看，武汉光谷的光电子

信息产业走到今天用了 30 多

年，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也用

了 20 多年。许多城市并非没

有选对方向，只不过未能坚

持。潮水退去后，只有坚持长

期主义的地方或企业，才一鸣

惊人。自2017年以来，南海始

终瞄准“两高四新”产业方向，

不断壮大战新产业发展，一锤

接着一锤敲，吸引一批龙头企

业和百亿项目抢滩南海。

路子对了，就不怕遥远。

当前，南海正在推动制造业当

家，推动文化引领和城市建设，

这些事情都是为长远打基础。

我们的广大干部应保持战略定力

和耐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滴

水穿石，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推

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绩。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付艳霞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一见 心

城之恋

风劲吹

▲

全功率燃料电池乘用车“东风

氢舟”在南海开跑。（资料图片）

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摄

▲全国首个“氢能进万家”智慧能源示范社区在丹灶

投运。 （资料图片）

十四年磨一剑缔造产业传奇
地处沿海与内陆结合部，南海既无先天资源禀赋，也不

具备海港、海岸线等区位优势，一度缺乏大型央企国企、高等

院校等配套，凭何担当氢能发展的先锋军？答案是前瞻布局

的战略眼光，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和先行先试的敢闯精神。

南海氢能产业能取得快速发展，离不开前瞻性的布

局。2009年，广东广顺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丹

灶，开启了南海与氢能的“牵手”。

2017年，南海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合作举办首届氢能周，并在全省率先出台专门针对

氢能源汽车和氢能产业的扶持政策。2018年，南海正式启

动仙湖氢谷建设，建设22座高密度商用标准化加氢站，并举

办第二届“氢能周”活动。2019年起，南海与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合作，举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产业大会。

南海对氢能的顶层设计一以贯之，有始有终。2018
年，南海提出构建“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将氢能作为南

海新能源产业的重点方向。

10多年来，南海对于氢能产业的培育发展从未间断。

尤其是从2017年起，南海连续6年把发展氢能列入政府

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南海最难能可贵的是，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战略定力，

不断地持续投入，这是南海氢能产业能走在全国前列的重

要原因。”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邹志刚看来，氢

能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

长期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在于南海注重科研平台的建

设，借助研发平台吸引产业集聚。2018年，南海在丹灶镇

规划建设48平方公里的重点产业园区——“仙湖氢谷”。

2019年，佛山仙湖实验室落户仙湖氢谷，如今已引进多个

院士团队和10多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20多名科研人

才，培养1300多名氢能产业技能人才。

厚积而薄发，这是南海氢能产业发展历

程的写照。没有十余年的厚积，就没有近几

年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从2018年提出打

造“两高四新”产业体系，目前“两高四新”各

个产业领域都有龙头项目或国家级平台落

地，各产业的“虹吸效应”正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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