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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辅助服务市场化能提升电力系统对

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消纳的积极性和

消纳空间，有利于实现辅助服务责任在

不同发电企业之间的公平分摊。

风电光伏企业成
电力辅助服务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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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时评

氢燃料电池站上资本市场热捧“风口”
实现规模化氢能的应用，建设有效的氢能供应体系将成为关键

氢能燃料电池是全新的产

业领域，它的发展和成熟

将对未来的能源和动力体

系产生颠覆性影响，涉及

工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

所以，要充分调研，谨慎决

策，选择有效的路径和发

展措施，推动产业的发展。

蓬 勃 发 展 并 非 一 蹴 而 就

四部委支持新能源
公交车推广应用

新疆“精打细算”
用好绿色能源
本报讯 新疆今年以来通过多种

方式“精打细算”用好风能、太阳能等绿

色能源，一季度弃风率和弃光率分别下

降6.6和7.8个百分点，限制新能源发展

的“紧箍咒”进一步松动。

统计数字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改委的，1月～3月，新疆电网调

度口径中，风力发电76.6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0.8%；光伏发电26.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2.7%，绿色能源得到更大规

模利用。

与此同时，因风光电无法充分并网

而造成的弃风、弃光电量同比减少

34.8%和44.5%，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

提高。一季度，新疆新能源弃风率为

15.1%，同比下降6.6个百分点；弃光率

13.2%，同比下降7.8个百分点。

据了解，弃风、弃光率下降得益于

三方面：首先，挖掘疆内新能源消纳新

空间，包括完善新能源与燃煤自备电厂

调峰替代交易，启动辅助服务市场等；

其次，通过现货交易、西北援疆电量库、

省间互济区域互保等技术措施扩大疆

电外送；再次，创新新能源消纳模式，试

点新能源跨区发电权替代，推进落实风

电清洁供暖、电采暖等政策。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新疆新能源装机容量

约占全区发电总装机容量的1/3，新能

源装机和占比均位居全国前列。

（杜 刚 刘 兵）

□ 本报记者 吴 昊

随着国家《“十三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汽车产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等政策的陆续发布，各地对

氢能的规划布局开始提速。今年以

来，氢能产业利好不断释放，加快氢

能发展、推动加氢站建设、维持燃料

电池车补贴不退坡等政策纷至沓

来。随着政策“春风”的到来，氢能领

域已成为新的风口，而燃料电池产业

更是成为资本市场热捧的朝阳行业。

5月6日～8日，CHFCE2019（第

四届）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

应用展览暨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举

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张克林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尤其是今

年氢能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

氢能燃料电池产业备受各界人士关

注，氢能燃料电池作为一个新兴的技

术方向，未来的前景十分广阔。

前景广阔的清洁绿色能源

众所周知，氢能是一种绿色高

效的二次能源，应用广泛，前景广

阔。随着利好政策相继推出，包括

制氢、储运、加氢、氢能应用等方面

的氢能产业链也步入快速发展的

轨道。

据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教授毛宗强介绍，氢的用途多种多

样，世界能源委员会预测到2050年，

全世界能源需求的18%或将由氢能

提供。其中氢能发电占11%，用在交

通 方 面 占 28.6% ，工 业 能 源 占

20.8%，建筑领域占比14.3%，用作化

工原料占比24.7%。

目前，氢能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

直接燃烧（内燃机）与燃料电池两

种。理论上，氢是一种取之不竭、无

污染的优质能源，不过，相比化石能

源，现阶段制备氢气需要耗费更多的

能量使得效率大打折扣；而在氢燃料

电池方面，除去用于汽车以外，一般

的燃料电池因为具备效率高、寿命

长、无污染、可低温运行等优势，在对

成本不敏感的科研、军用领域已经得

到了广泛运用。

毛宗强认为，氢是一种普适的能

源解决方案，根据我国国情，氢能发

展将经历先东后西，先南后北，先经

济发达再欠发达的发展阶段。“氢的

能量密度是汽油的3倍，锂电池的

130倍，未来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将完

胜燃油汽车，并与纯电动汽车互补发

展。”毛宗强说。

优势明显的燃料电池行业

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燃料电池

分会秘书长张亮看来，目前，氢能在

政策层面的支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但氢燃料电池还应该在其

他领域有所突破，比如，在无人机、轨

道交通、船舶以及新能源发电领域。

他预测，未来两三年，氢燃料电池或

将在发电领域有所突破。

从一方面来看，我国氢燃料电池

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规模比较

小，相关的技术和日本、德国甚至韩

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另一方面

来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发展氢能战略已经上升到国家的层

面，在我国氢能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有着独特的优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

长董扬指出，燃料电池一直作为新能

源汽车的重点方向，现在已到了产业

发展的阶段。他进一步表示，“燃料

电池在技术上已取得重大进展，系统

的能量密度达到了每升三千瓦以

上。同时，耐腐蚀、耐高低温的问题

已有解决办法，而氢的携带，70兆帕

压缩氢已能够达到使用要求。”

“打个比方，现在的燃料电池有

点像2009年的纯电动汽车。”董扬

对燃料电池汽车的乐观与电动汽车

的短板有关，他表示，目前纯电动主

要适用于乘用车，只适用于城市内

和短途，不适用于商务车、长途、城

市间公路，这是燃料电池应用的重

大场景。

2019年，国内氢燃料电池乘用

车实现了“零的突破”。4月25日，第

18届上海车展落下帷幕，本次车展

上，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新的亮点。

丰田、现代、福田、上汽大通、红旗、东

风等汽车品牌在本次上海车展上发

布了超过10款氢燃料电池汽车，且

大部分为乘用车，有望打破目前国

内氢燃料电池车市场只有商用车的

局面。

不过，张克林表示，虽然氢燃料

电池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

技术型和经济型的挑战也十分严峻，

同时，更富有想象力的创新技术正层

出不穷地涌现。他指出，氢能燃料电

池产业的核心驱动力是技术装备的

进步和发展，所有的资金、资本、市场

和政策都离不开技术装备的支撑，氢

能燃料电池产业的未来来自于自身

技术和装备的进一步的发展。因此，

要充分重视技术和装备的发展。

此外，在张克林看来，氢能燃料

电池是全新的产业领域，它的发展和

成熟将对未来的能源和动力体系产

生颠覆性影响，涉及工业和经济的各

个领域。所以，要充分调研，谨慎决

策，选择有效的路径和发展措施，推

动产业的发展。

亟待协作的产业链上下游

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我国

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

百万，达到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

上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59.9% 和

61.7%。相比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

的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车的发展

一直较为缓慢，其原因之一在于上游

加氢站建设的不足。

北京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金林指出，全球加氢站总

数不到400座，国内目前正在运营的

加氢站不到20座，虽然这些稀少的

加氢站推动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

展，但是对于推广普及氢燃料电池汽

车的要求相当遥远。相比我国的汽

车加油站12万座以上的数字，加氢

站的建设之路任重道远。

“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有

效的氢能供应体系，”高金林还表示，

到2030年，我国的氢燃料汽车有望

达到百万辆级，每年加氢需求量也将

达到近百万吨级。为了实现百万辆

级氢燃料汽车在路行驶，实现规模化

氢能的应用，建设有效的氢能供应体

系将成为关键。

对此，张克林强调，要加强产业

上下游的协同协作。他表示，“根据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调研情况，氢

能燃料电池产业链大多数分布在机

械工业，包括汽车、电工电器、通用机

械、特种设备、生能、精密制造等多个

领域，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对

于推动氢能燃料电池的发展是十分

有益的。”

□ 张夕勇

氢燃料电池汽车正在迎来“天

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期，在商用车领

域的推广中具有先行优势。“2020年

我国加氢站数量达到100座，燃料电

池车辆达到 1 万辆”——《中国氢能

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

首次提到的发展目标，正在逐步成

为现实。

技术成熟满足续航要求为“天

时”。目前，单纯依赖锂离子电池的纯

电动商用车比较难满足全气候条件下

续航里程超过200公里的要求。同时，

氢燃料电池汽车核心部件和附件技术

不断成熟、核心指标不断提升。如能

采用氢燃料电池为发电机，匹配一定

比例的锂动力电池作为车载能源，就

可以充分发挥两者优势，日常通过加

注氢气即可维持车辆的正常运营。冬

季中重型商用车驱动功率需求高、耗

电量大，而燃料电池的特性可以降低

低温环境对车辆氢耗的影响，更好地

满足续航能力的要求。

“地利”则来自现代城市区域发

展对中长途交通的迫切需求。以京

津冀地区为例，结合氢燃料电池汽车

与纯电动汽车相比的差异化优势，可

以在区域内的特定场景实现氢燃料

电池汽车与纯电动汽车互补型的发

展布局，形成核心城市区域（30公里

运营半径）以纯电动客车发展为主，

城际运营及城区辐射城郊和跨城区

的快速交通（单程运营距离 30 公里

以上）以燃料电池客车发展为主。初

步建成 300 公里以上城际燃料电池

物流车的运营基础设施网络，形成环

北京的中长途 500 公里半径的氢燃

料电池物流圈。

环保意识在公众观念中的日渐

深化，是为“人和”。汽油、天然气、电

力，提供动力的原料在向着更加清洁

和环保的方向发展。氢燃料电池无

噪声污染，不排放碳氢化合物等污染

物，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发电技术而非

储能电池。

当然，氢燃料电池汽车蓬勃发展

也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迈过三道关。

首先，还是要在运营阶段的投入

产出方面行得通，保持可持续运营。

重点在于应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区

域发展制氢产业。随着制氢成本的

进一步降低，液氢储运技术成熟带来

储运效率进一步提高，再结合税收、

碳排放权交易等政策杠杆，氢燃料电

池汽车在特定区域、特定场景的运营

中，将迎来商业化的拐点。

其次，要考虑相关上下游及产业

链的同步建设。初期优先聚焦资源

及经济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京津冀、

长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同步加大氢

能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氢能经济产

业链。同时，充分挖掘现有加油场站

资源，科学布局加氢站点，规范并简

化加氢站审批流程，推进央企等多主

体参与加氢站建设运营。

再次，应建立燃料电池核心零部

件燃料电池电堆、氢系统及氢能等要

阶段性达成的控制性目标，实现燃料

电池汽车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比竞

争优势，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的可

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建立鼓励和支

持核心关键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体

系；重点扶持以整车企业为龙头，燃料

电池电堆、膜电极等关键零部件为支

撑，实现燃料电池整车核心关键技术

的创新突破，推动国内领先的氢能及

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链协同发展。

汽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但其尾气造成的污染也

在持续考验着每个人的神经。找到舒

适、便捷与环保的平衡点，将是整个汽

车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氢燃料电

池汽车，或许会是一种答案。

本报讯 特约记者赵建华报道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发文，支持新能源

公交车推广应用。

四部委表示，按照技术上应先进、

质量上要可靠、安全上有保障的原则，

适当提高新能源公交车技术指标门槛，

重点支持技术水平高的优质产品。将

进一步加强新能源公交车辆生产企业

监督管理、产品一致性监管，督促企业

注重产品安全性、一致性。加快研究新

能源商用车积分交易政策。

据了解，从2019年开始，新能源公

交车辆完成销售上牌后提前预拨部分

资金，满足里程要求后可按程序申请清

算。在普遍取消地方购置补贴的情况

下，地方可继续对购置新能源公交车给

予补贴支持。落实好新能源公交车免

征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政策。

四部委指出，地方应发挥好中央财

政基础设施奖补政策作用，创新支持方

式，吸引社会资本，加快新能源公交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车辆使用需

求；应将除公交车外的新能源汽车地方

购置补贴资金集中用于支持充电基础

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环

节。将研究完善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

贴政策，从2020年开始，采取“以奖代

补”方式重点支持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四部委表示，资金拨付前进行公

示，资金拨付后予以公开；设立并公开

举报电话或网上举报平台；加强审核把

关，加大对骗补企业处罚力度，对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严

肃追责。

高质量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品品牌密码牌密码””
近期在上海开幕的2019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近200家自主品牌集中亮相，在展示国货精品魅力的同时，也激活高质

量发展的“一池春水”。图为上汽集团展区展出的氢燃料电池车。 新华社记者 丁 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