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氢能春潮涌，项目建

设春雷滚，投产达效捷报传。

3 月 31 日，美锦能源（佛

山）氢能科技园区开园暨飞驰

科技新车下线仪式举行，填补

了南海燃料电池整车制造空

白；4 月 3 日，百亿项目国家电

投华南氢能产业基地成功拿

地，链主企业进驻南海。这两

个项目标志着南海氢能产业

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氢能第

一区”格局初显。

勇于夺冠 当有底气
正如白涛市长所说：“2022

年，南海区氢能产业集群入选

工信部认定的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进一步打响了氢能产

业品牌。可以说，南海已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氢能产业的重要

集聚地和先行示范区，为氢能

领域科技创新和转化、为氢能

企业项目投资发展提供了优良

条件。”

争当“氢能第一区”，南海

底气十足。

底气来自创新的硬实力。

仙湖实验室积极创建国家重

点能源实验室，成功突破氢氨

新能源燃烧、高功率密度燃料

电池电堆设计与集成制造等

关键技术。今年 2 月，佛山市

首届仙湖科技大会举行，吸引

顾秉林、张清杰等 30 多名院士

参与。郭烈锦院士团队研发

的“超临界水蒸气煤制氢”技

术，得到国家 973/863 计划支

持，在南海落地应用。除质子

交换膜、碳纸仍处于验证阶段

外，南海在电堆、膜电极、双极

板、催化剂、空气压缩机、氢气

循环系统等 6 大部件领域均有

核心技术突破。

底气来自产品的竞争力。

清能股份、韵量燃料电池、爱

德曼 3 家企业近三年燃料电池

电堆出货量挺进全国前五。

济平新能源是全国唯一量产

催化剂的企业，产品达到国内

顶尖水平。叶思宇院士领衔

的鸿基创能成为国内最大的

膜电极生产企业。仙湖实验

室为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唯一

的国产质子交换膜材料。中

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最近一次

调查表明，随着经济的复苏，

国内重卡市场正加速回暖，飞

驰汽车是国内燃料电池重卡

的总销量冠军，将助力南海加

快抢占重卡市场份额。

底气来自行业的影响力。

2017 年，南海成功举办全国首

个氢能周活动。2019 年起连

续三年举办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氢能产业大会，成为国内氢

能企业与产品的重要展示窗

口，以及促进国内外氢能技术

交流的重要平台。继去年 11

月成功举办 2022 中国氢能产

业大会之后，今年 4 月南海又

将迎来由中国工程院主办的

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氢能

装备安全论坛”，5 月还将举办

2023 世界氢能技术大会。半

年内，先后举办 3 场行业内颇

具影响力的盛会，“中国氢能

看佛山，佛山氢能看南海”正

成为业内共识。

延展两链 才能持续
坚持企业所需即是科研所

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

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衔接、协

同发展。

打造了一流的产业生态。

南海是国内最早深耕氢能产

业的地区之一，在开展氢能项

目招商时，不仅追求项目数

量，更注重项目质量，不仅立

足当下引项目，更着眼长远建

生态。从 2009 年引进第一家

氢能企业起，经过 10 余年的努

力，目前已集聚氢能企业、机

构130多家，投资总额超600亿

元，全部达产后产值可达千

亿。成为国内唯一具备燃料

电池及系统 8 大关键零部件的

地区，不仅集聚了国电投这样

的链主企业，还围绕氢气生产

储运及设备研制、加氢站设计

与建设、燃料电池及系统、核

心材料与部件 、整机研发制

造、产品检测及设备研制、标

准制定、人才培养等 8 大环节，

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氢能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相互协作，形成了良好

的产业生态。

构建起一流的创新体系。

集聚仙湖实验室、华南氢安全

中心等一批科创平台，张清

杰、李骏、郭烈锦、郑津洋、程

一兵等院士团队扎根南海，带

来了行业顶尖的创新资源。

这些科创平台和团队在这里

建、在这里研，在这里转、在这

里用，形成了“平台+企业”“开

放+自主”的完整创新链。仙

湖实验室已孵化氢润科技、氢

电科技、光晶能源等 6 家高科

技企业，打造的燃料电池测试

共享平台将服务于国电投等

本土氢能企业。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合作成立氢能经济

职业学院项目，依托本土职业

院校，携手攀业、清极、清能、

瀚蓝等本土企业探索产教融

合，设立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

相关专业和培训项目，已开设

4 个 专 业 ，在 读 学 生 超 1000

人。可以说，正是一流的创新

体系，支撑起南海一流的氢能

产业生态。

鼎立三足 方可稳定
南海主动顺应“要素的基

本驱动-资金的数量驱动-研

发的效率驱动-协同的系统驱

动”的经济发展变迁趋势，着

眼于协同的系统驱动，坚持高

位起步、系统布局，推动氢能

产业稳定发展、协同发力。

多元开发稳定氢源供给。

贯通“制-储-运-加”链条。推

进超临界水蒸气煤制氢、可再

生能源（沼气）制氢、天然气制

氢、甲醇裂解制氢等各种不同

工艺和技术路线的制氢项目落

地建设，全部达产后氢源总量

将超 34 吨/天。着力破解氢气

储运瓶颈，成功开发新型液态

有机储氢材术，积极开展氢氨

融合、液态储氢等技术研发，探

索低成本、安全的氢能存储和

运输手段。超前布局加氢设

施，已建成加氢站 14 座，2025

年将建成投用加氢站 30 座以

上，满足不同示范应用场景的

加氢需求。

多管齐下布局氢能装备。

全方位布局燃料电池及系统 8

大关键零部件，聚集绿动氢能

等 9 家不同技术路线的生产企

业，拥有全国最完善的燃料电

池及系统产业链。依托仙湖

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引进康明

斯等链主企业，围绕氢燃料电

池汽车、船舶、机车、分布式发

电站等重点发展方向，开发新

一代氢能智能网联整机装备、

氢能动力系统、氢能测试设备

等关键部件及核心材料。引

进飞驰汽车、汉合汽车等整车

制造企业，形成了氢能物流

车、环保车、公交车、叉车等多

种类型的整车生产能力。

多措并举推广氢能应用。

从氢汽车、氢社区到氢工业、氢

生活，南海坚持全场景推广氢

能应用。推进燃料电池车辆示

范应用，上牌氢燃料电池汽车

916辆，覆盖公交车、物流车、环

卫车、中巴车等各种类型。推

广氢能有轨交通项目建设，有

轨电车里水示范段加氢站工程

项目正办理立项。投入运营氢

能共享两轮车 70 辆、氢能游船

2 艘。英飞腾与蒙娜丽莎合作

启动华南首个商业化氢能叉车

项目。建成全国首座氢能进万

家智慧能源示范社区。仙湖实

验室氢氨融合技术研发走在国

际前列，有望应用于陶瓷等工

业领域。

发力四端 永葆领先
举足“氢”重，跬步千里，南

海仍需倾力而为。面向未来，

南海还需加倍努力，勇往直前，

以“专”“精”“特”“新”思维招引

项目、扶持产业，抢抓氢能风

口，壮大千亿产业集群。

“专”注氢能产业发展。在

“双碳”背景下，氢能产业空间

广阔、未来可期。2022 年3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 年），明确氢能

产业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各地争相

抢占氢能万亿蓝海市场。南海

发展氢能的条件并不好，贵在

胆子大，率先布局并取得先发

优势。面对日益临近的产业风

口、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南海

应保持制造业当家的定力、新

能源当红的专注，咬定青山不

放松，心无旁骛推动氢能产业

从“青青小苗”加速成长为“参

天大树”。

“精”准布局高端赛道。南

海的氢能产业已经具备一定基

础，绝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

菜”，应该“提着篮子去找菜”，

瞄准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精准招

商选商，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要继续深耕燃料电池及

系统 8 大关键零部件，加速掌

握燃料电池全链条关键核心技

术，提高质子交换膜、碳纸等关

键材料的可靠性、稳定性和耐

用性，形成全产业链自主可

控。围绕加氢站建设、燃料电

池集成、整机制造等关键环节，

大力引进培育链主企业、“小巨

人”企业，引导企业积极参与行

业标准制定，支持创新型企业

做优做强。

“特”色服务保障要素。继

续举全区之力支持氢能产业发

展，推动政策措施向氢能产业

倾斜，各类要素向氢能产业配

置，打造最完善的设施配套、最

丰富的应用场景、最给力的政

策体系。要加快仙湖氢谷等氢

能产业园区建设，提前谋划和

储备氢能产业载体，更好保障

氢能企业用地需求。强化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氢能经济职业学

院项目建设，为南海氢能培育

更多工程化、技术型人才。加

大全场景的氢能推广应用力

度，以市场应用牵引产业发

展。充分利用政府投资基金，

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氢能产业发

展。

“ 新 ”字 当 头 永 葆 活 力 。

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让科技创新成为南

海氢能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要加快打通产学研用“任

督二脉”，引进和培育属地化

高端人才，推动下一代燃料电

池关键材料、下一代电堆及系

统核心技术产业化，加快氢氨

融合技术工业化应用。围绕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零部件、

氢气高压管阀、氢检测以及加

氢站压缩机等核心环节开展

技术攻关，提升关键技术自主

化水平，为中国氢能产业探索

南海路径。

“氢能第一区”是块金字

招牌，实属来之不易，重若千

钧；要撑得起、扛得住、走得

稳，务必踔厉奋发，久久为功。

正如郑轲书记嘱托南海：

要立意改革，立足实业，立志

一流。

有才来财出彩，自在南海；

用心创新欢欣，堪为雄师。

A032023年4月4日 星期二

责编刘浩华 美编张韦奇

南海“氢能第一区”格局初显
◎蓝海平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王玉 陈敏仪 摄影报道）

日前，南海区开展“走进北交所”

活动，区委常委乔吉飞、区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与区内 4家拟上

市企业代表走进北京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开展座谈

交流。

当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北交所的挂牌上市直

联审核监管机制，并针对企业代

表们关切的问题逐一进行详细

回复，希望企业在今后上市过程

中与北交所保持沟通，北交所也

将及时给予企业指导，希望与南

海区继续保持沟通、交流，共同

服务、推动更多南海企业在北交

所上市发展。

为提升企业挂牌上市审核效

率，增强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2022年底，北交所和全国股转

公司研究推出了挂牌上市直联审

核监管机制，通过这一机制，预计

优质企业可以实现常态化挂牌满

一年后1至2个月内即在北交所

上市（即“12+1”“12+2”）。
“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

走，这次‘走进北交所’的活动

组织得很及时，很高效、很有

效。”伟邦科技是 2022年在新

三板挂牌的企业，计划在北交

所上市，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活动为企业与北交所搭建

了有效沟通渠道，消除了企业

对于上市的疑虑，增强了上市

的信心。

“本次活动是南海区做好上

市服务工作的重要举措。”乔吉

飞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加

强南海区企业与北交所的沟通，

搭建企业与北交所常态化咨询、

交流平台，引导南海区更多拟上

市企业能直接与北交所相关负

责人对话、对接，解答企业上市

前的问题和疑虑，进一步增强企

业上市的信心。

企业上市是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加速器”。近年来，南

海区紧抓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

革机遇，全力推动区内优质企业

上市融资，支持南海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进一步推动优质

企业上市，南海区制定任务目

标，出台《佛山市南海区推进企

业上市倍增计划行动方案》，力

争到 2026年实现境内外上市

公司数量达到 50家，股份制改

造企业达到200家。

此外，南海区出台区镇领导

班子挂钩重点扶持上市企业服

务机制工作方案，形成区镇联

动，着力解决企业上市中面临的

各项问题，提高上市服务质量；

不断加大对企业上市的扶持力

度，将企业上市辅导阶段的扶持

资金由300万元提高至400万

元，企业成功上市后最高能获得

1000万元奖励。

系列“组合拳”下，南海区多

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成效初显。

2022年，希荻微、联动科技成功

上市。目前，南海区还有9家企

业处于广东证监局辅导阶段。

此外，还有新三板挂牌企业 46
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注册挂

牌企业300多家，上市后备企业

234家。

南海开展“走进北交所”活动

企业交流解惑增强上市信心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

妹 通讯员/李泳文 颜娟霞）4
月 3日，记者从南海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28家南海

企业的 40 项产品获 2022
年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称

号。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

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

门提出的鼓励性政策，通过

高水平标准引领，增加中高

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支

撑高质量发展，对重点领域

内企业按照核心指标高于国

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原则，

综合评估产生年度企业标准

“领跑者”名单。

梳理名单发现，此次获

2022年全国企业标准“领跑

者”称号的产品，不仅覆盖塑

料制品、棉印染精加工产品、

家用纺织制成品、儿童皮鞋、

家具等生产领域，还覆盖商

业银行服务、金融信息服务

等服务领域。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制定标准已成为

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南

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实

施标准引领战略，强化标准

政策扶持，鼓励支持企业以

“优质产品+高质服务”参与

各项标准化工作。

实施标准引领战略后，

南海的标准化工作结出累累

硕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区

累计主导参与各级标准制修

订 1512项（其中国际标准

14项），新增 647家企业在

企业产品标准信息服务平台

声明公开1929项标准，数量

居全市第一，在全国县级区

域中位列前茅。22家企业

29项产品通过“佛山标准”

产品评价，领先全市。新增

获批立项的省、市级标准化

示范试点项13个，数量居全

市前列。

此外，旺阁渔村、新世纪

大酒店、聚豪餐饮、日日新等

4家餐饮企业获批佛山市首

批粤菜标准化示范店建设；

何氏水产、菱王电梯等 8家

企业获批佛山市标准化试点

项目，3家企业获批省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5家企业通过

市级专利转化标准试点考

核。

近年来，南海区也在积极

探索、推动服务业标准化。其

中，2023年3月，“佛山市南

海区养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化专项试点”项目以 101.5
分的高分通过考核评估。

28家南企40项产品
成企业标准“领跑者”

■企业代表

座谈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