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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绿色的氢炙手可热,作为元素周期表上的第一种元素,燃烧干净,只留下水蒸气,碳排放量

为零,因此长期以来被吹捧为一种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这使得氢成为未来脱碳经济很有前途的一

种燃料来源,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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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工业副产氢比

较多,经过纯度提炼之后,便宜的成本只

要1万元/吨,相当于10元/公斤,这一价

格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方面基本上是无用的。 

1 我国各省市氢能布局 

1.1 2010年7月27日,乌海市印发出

台《乌海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乌海市

布局氢能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促进资源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强

氢能产业链延伸力度,瞄准打造示范企

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乌海市形成

氢制造、储运、销售和应用的氢能产业

体系,推进氢能源技术应用,加快新能源

研发、制造,构建氢能经济新格局,全力

将乌海市打造成为氢经济示范城市。 

1.2 2010年7月28日,济南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正式发布《济南市氢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这在

政策上为山东氢能发展形成了合力。此

前《山东省氢能源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9-2035)》中提出借助两大高地引领

示范作用,带动两大集群氢能产业快速

发展,培育壮大青岛-潍坊-淄博-济南-

聊城-济宁为重点区域的“鲁氢经济带”。

目前,六城联动的发展布局从政策方面

正逐步完善。《潍坊市氢能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9-2021)》；《《青岛市氢能

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0年)》(征求意

见稿)已经发布。 

1.3 2019年9月上海发布了《上海市

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

建设加氢站510座,形成小型的加氢站网

络,初步形成环上海的氢走廊格局,实现

燃料电池汽车核心关键技术,紧跟国际

行业水平,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年产

值突破150亿元。到2025年、2030年,年

产值将分配突破1000亿元和3000亿元。

未来,上海一定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城市,也将面向用

户实现进一步的推广,带动上海,乃至长

三角地区的氢能交通发展。 

1.4 2019年4月,浙江省发改委发布

《浙江省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提出,到2022年,氢燃料电池及

整车产业环节取得突破,氢能产业总产

值规模超百亿元；氢能供给基础设施网

络加快布局,建成加氢站(含加氢功能的

综合供能站)30座以上；试点示范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公交、物

流等领域形成示范推广,累计推广氢燃

料电池汽车1000辆。 

2 氢能的应用领域 

2.1氢燃料电池。燃料电池汽车是目

前利用氢能的有效方式之一,它以氢为

燃料,将氢中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并

驱动汽车前进。我国多家单位已经研制

出燃料电池汽车,并投入实验运行。但是,

要想燃料电池汽车真正得到普及,与之

配套的氢的制造、运输、储存、加注等

设备的完善必不可少,加氢站就是在这

样一种形势下产生的。加氢站与加气站

类似,是为燃料电池汽车提供氢气的站

点。一个完整的加氢站由氢气制造系统、

氢气压缩系统、氢气储存系统、氢气加

注系统组成。考虑到今后作为商业用加

氢站的普及以及高性能化,有关长期可

靠性、经济性以及安全性等很多问题还

需要改进加强。此外,为使氢能汽车能够

普及,加氢站网的建设非常重要。 

2.2氢能新能源汽车。氢作为重要

的能源载体,将会通过燃料电池而应用

于未来的交通领域。可以作为汽车、公

共汽车、火车、船舶等交通工具和叉车、

铲车的动力源。而汽车将是开发的重

点。氢能源汽车又分为氢动力汽车和氢

燃料电池汽车。氢动力汽车是在传统内

燃机的基础上改造之后直接使用氢为

燃料产生动力的内燃机,氢的燃烧不会

产生颗粒和积炭,但是进气比例与汽油

不同。 

2.3大型发电领域。氢储能发电可以

用来解决电网削峰填谷、新能源稳定并

网问题,提高电力系统安全性、可靠性、

灵活性,并大幅度降低碳排放,推进智能

电网和节能减排、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

氢储能系统是通过将新能源发电(太阳

能、风能、潮汐能等)产生的多余电量用

电解水制氢,并将氢气储存,在需要时通

过燃料电池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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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民用供能领域。氢能可以作为主

要能源用于家庭用电及供暖,未来将出

现清洁无污染的“氢城”,可以建立多座

氢站并铺设管道,把氢气输送至居民家

里,在“燃料舱”里氢气与氧气在其中混

合,可以发电并产生热水,用于家庭用电

及供暖。 

2.5小型便携式领域。当今世界已经

进入了便携式电子产品爆炸式发展的时

代,各种各样的便携式电子产品纷纷进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手机、数码照相机、

摄像机、笔记本电脑、游戏机、电动玩

具等几乎成了人们生活的必备品,它们

都要依赖便携式电源工作。因此,对便携

式电源的需求史无前例地迫切,人们对

便携式电源的要求是体积和质量尽量小,

而提供的电能要尽可能多,持续使用时

间尽量长。目前作为便携式电源的主要

是一次和二次锂离子电池,其中锂离子

电池是主流。然而,随着便携式电子产品

功能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电池发展已经

越来越跟不上电子产品的需求。因此,

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燃料电池上,

燃料电池的能量密度可数倍于锂离子电

池,而且可采用加注燃料的方式对电池

进行“充电”。因此,其持续工作时间长

而“充电”时间极短,如果能够克服技术

及成本上的问题,将会成为新一代移动

电源。 

3 氢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公众认知问题。氢气的化学性质

活泼,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氢气作为危

化品进行管理,应用领域局限在化学品,

未将氢能作为能源管理,公众认知水平

较低。事实上,各种实验数据表明,氢气

的危险系数低于油气,只要具备较强的

技术支撑和安全运行管理能力,按照规

范操作和使用,氢的安全性是可控的。 

3.2顶层设计问题。不论是从氢能的

生产、储运,还是技术要求等环节,目前

国家对于氢能的支持仅出现于新能源发

展等政策中,还没有专门的氢能政策,尚

未制定专门的氢能产业发展规划,也没

有出台能够提振市场预期的发展路线图,

上下游产业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氢能

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3.3技术装备问题。燃料电池等氢能

装备关键零部件较多、系统较复杂,用材

特殊、制作工艺繁琐,但我国相关核心技

术和设备自主化程度不足,核心零部件

和关键材料尚依赖进口。氢由化学品转

为能源,在生产、储运、终端设施以及应

用领域产品开发等全产业链上都需要有

创新型技术作为长期支撑和引领。 

3.4基础设施问题。氢能基础设施尤

其是加氢站的建设布局,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氢能经济的规模化,制约了氢能

汽车的市场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加氢站

仅有寥寥数十座,分布到有关省市更是

屈指可数,加氢站建设主体众多,缺乏国

家统筹和政策配套措施。加氢站及相关

基础设施的布局能否快速启动,其实又

取决于氢成本的下降速度以及加氢站运

营过程中政府的补贴力度。 

3.5发展成本问题。氢气需要二次制

取,运氢、储氢、加氢各环节成本较高,

引发人们对氢能经济性的质疑。现阶段

氢能成本高,是技术原因,更是应用规模

有限所致,国际能源署、国际氢能委员

会、彭博新能源财经等机构的研究均表

明,产业规模化是降低氢能成本的关键。

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高达3-7.5美

元/千克,但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

和氢气产量扩大,到2030年利用可再生

能源制氢的成本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下

降30%。目前车用氢燃料电池的成本为

230美元/千瓦,预计近期可以降到180美

元/千瓦,远期下降到50-75美元/千瓦,

届时高里程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经济性将

超过电动汽车。 

4 氢能发展的思路 

4.1做好规划,地方统筹考虑。我国

已出台相关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明

确氢能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定位,根据

我省多煤、多焦、多气的地域优势,在煤

制氢基础上配置碳捕捉与封存设施,推

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产业化,充分

协调不同地市的资源、市场、产业等特

点,整体规划氢能产业重点发展区域,提

出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整体规划氢能

产生、运输、储存、利用等全环节发展

路径,同时做好从“灰氢”到“绿氢”技

术积累与转化的长期发展规划。 

4.2做好技术积累,打造氢能全产业

链。氢能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技术创新

和突破,依托大型能源企业成立国家级

联合研发和推广应用平台,有效整合社

会资源,推动全社会相关领域科研力量

的广泛参与和协同攻关,聚焦核心技术,

加快突破薄弱环节,同时也为新技术新

产品的推广应用提供成熟的产业依托和

试用平台,健全产业标准体系。 

4.3做好政策支持,政府主导、企业

配合。众所周知,每一种新兴产业的发展,

政策扶持是 有效的途径,我省应对新

能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从基

础研发投入、财政补贴、扶持重点企业

以及标准规范、开展示范项目、氢产业

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制定出台支持

氢能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金融财税优

惠政策,鼓励市场主体积极投资和参与

氢能产业,实现政策支持-规模扩大-成

本降低-投资聚集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董晓东.氢能源在焊接领域的应

用研究[J].湖南林业科技,1998,25(2):1-6. 

[2]赵永志 ,蒙波 ,陈霖新 ,等 .氢

能 源 的 利 用 现 状 分 析 [J].化 工 进

展,2015,(09):47-54. 

[3]司戈.氢能源应用的消防安全初

探[C]//2010中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年会

论文集,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