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储能将成为
重要发展方向

》7版

能源发展 Energy DevelopmentEnergy Development
2020.11.10

星期二

能源发展编辑部

主任：张 宇

执行主编：焦红霞

新闻热线：（010）56805160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eeq66@sina.com
网址：www.nationalee.com

能源视线

能源时评

重点推荐

7版

随着“十四五”渐行渐近，我国能源

发展的未来战略规划成为业内热议的

话题。从长期来看，能源低碳转型是我

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和解决能源安全

问题的主要路径，也将是“十四五”期间

能源发展的主基调。

成长季 多重利好赋能氢产业“突围”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 实习记者 吴 昊

“今年，在氢能领域有诸多标志

性事件发生。”11月4日，首次在京召

开的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以下简称“氢促会”）会员座谈会上，

氢促会会长魏锁表示，2020年，《能

源法》明确将氢列入能源体系，“示范

城市群”等多个利好政策出台，产业

技术进一步提升——伴随着一系列

积极的信号，氢能发展速度也将逐渐

加快。

就在两天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应力争经过15年的持续

努力，实现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应

用，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平和社会运行

效率的提升。《规划》的正式出台，给

今年以来政策支持频频显现的氢能

领域，再一次“锦上添花”。

利好政策频频发布，地方规划密

集出台，企业布局蓄势待发……当

前，氢能产业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

正逐渐迎来快速成长季。

政策加码
氢能布局遍地开花

魏锁指出，我国正处于2060年

“碳中和”承诺和“两个100年”发展

目标之下，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碳减排

的双重压力，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能源安全也至关重要。基

于这一时代背景，可再生能源和氢能

一定是政策支持的重点发展方向。

当前，氢能和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的协同发展，已日益受到国家

层面的关注。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

志武日前表示，伴随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新兴产业变革的深度演变，世

界各国推动化石能源体系向低碳能

源体系转变的大势方兴未艾，大力发

展太阳能、风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

已经成为全球能源革命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普遍共识、战略方向和一致的

优先行动。

今年9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等五部委《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

车示范应用的通知》的下发，被视为

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发展的一座“里

程碑”。在魏锁看来，该政策的出台

可以使一批有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获得更多支持，将有助于推动技术快

速提升。据记者了解，该通知发布

后，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

佛山、成都、武汉等城市牵头的16个

城市群进行了“示范城市群”申报。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加码，各地

氢能产业布局的热情正持续高涨。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欧辉客

车副总工程师兼CEV所所长魏长河

表示，今年，从氢能整体发展形势来

看，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取得了较大发

展。虽然面临疫情的影响，但仍然在

全国“遍地开花”，地方氢能规划、企

业氢能布局，都在加速推进。

不过，当前国家对产业的支持采

取“以奖代补”措施，意味着政策趋

稳，不鼓励盲目投资。对此，上海重

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副总

监李健认为，此次示范城市群政策，

相比之前支持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

策，更加稳健。他建议出台支持优秀

企业技术攻关的政策，鼓励培育龙头

企业，使补贴能够精准发放。

成本高企
自主技术亟待突破

业内普遍认为，氢能驶入发展快

车道，成本下降是必经之路。据中国

石化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

主管唐广宇介绍，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通过对比同等型号的氢能和柴

油车，经综合能耗换算发现，1kg氢

气相当于5L柴油，而5升柴油价格

约为30元。他表示，“如果氢气销售

价格在30元/公斤以上，替代性会相

对有限，所以，制氢、运输成本一定要

降下来。”

虽然目前终端氢气价格高企，但

在制氢端，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大

规模发展和技术的持续提升，绿氢成

本下降趋势将十分明显。英国能源

咨询顾问公司 Wood Mackenzie

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预计，不包括储

运成本在内，到2030年全球绿氢生

产成本将下降50％。而在国内，根

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10月发布的

《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报告2020》，到

2025年，风电、光电成本会降至0.25

元/kWh~0.3元/kWh之间，绿氢成

本也将随之大幅降低。

“目前，在宁夏、内蒙古等地，可

再生能源制氢成本已经可以做到20

元/公斤，在光照和土地成本达到一

定条件后，光伏制氢成本甚至可以更

低。”据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兼氢能事业部总裁程程介绍，如果

未来光伏度电成本降至7分钱，制氢

成本将降至约10元/公斤。

在制氢成本下降的同时，也需要

产业链各环节共同发力。为此，《规

划》明确，要提高氢燃料制储运经济

性，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氢及可再

生能源制氢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先进

适用储氢材料产业化。开展高压气

态、深冷气态、低温液态及固态等多

种形式储运技术示范应用，探索建设

氢燃料运输管道，逐步降低氢燃料储

运成本。

此外，对于氢能产业成本的下

降，制储运用各环节核心技术的提升

和自主化尤为重要。“世界能源转型

的趋势一定是低碳和低成本，如果不

能实现低成本，氢能和可再生能源

就不可能实现对传统能源的替代。”

魏锁指出，从氢能的成本降低和国

家发展战略来看，自主化的进程非

常重要，只有核心技术实现自主

化，氢能才能大规模发展。他表

示，自主化后，成本至少会降至自主

化前的1/3。

走出局限
推动终端应用多元

作为“21世纪终极能源”，氢能

的应用前景极为广泛。魏长河认为，

由于燃料电池汽车购置成本、加氢成

本较高，在优先发展燃料电池产业的

同时，氢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应该得

到兼顾。在他看来，广泛的应用可以

快速将成本分担下去，同时，通过应

用场景的多样化，氢燃料电池技术也

能实现快速进步。

对此，业内多家企业表示认同。

在氢促会看来，氢能的应用不能仅仅局

限于汽车产业，在电网覆盖不到的领

域，可以更多应用氢能，如航空、船舶等

行业。据记者了解，在非道路的运输领

域，我国正在氢燃料电池重型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船舶、无人机等领域积极

探索，目前已有相关项目和技术储备，

未来将有望推进商业化应用。

其中，在航空领域，2017年，大

连化物所研制出的国内首架有人驾

驶燃料电池试验机试飞成功，无人机

方面也有多家企业进行了布局；在船

舶领域，中国船舶七一二所去年发布

全国首台50OKW级船用氢燃料电

池系统，续航200km~500km，与储

能量同样10MWh的锂电池方案相

比，船用氢燃料电池系统的重量从

100 吨减至 30 吨，而成本基本持

平。这些产业的发展将极大拓展氢

能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

此外，在工业领域的氢能炼钢、

绿氢化工、天然气掺氢，建筑供暖领

域的微型热电联供等方面，氢能也有

着良好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储能

领域，氢能兼具清洁二次能源与高效

储能载体的双重角色，是实现可再生

能源大规模跨季节储存、运输的最佳

整体解决方案。

根据《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报告

2020》，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

模的扩大，为平滑电力系统波动性问

题的储能需求也将提高，到2030年

可再生能源功率调节缺口将达到

1200GW。在风、光资源好的“三北”地

区，利用富余的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

再将氢能输送到能源消费中心多元化

利用，可有效解决风电、光电等可再生

能源不稳定及长距离输送问题。

能博会助力山西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
□ 本报记者 田孔社 焦红霞

29 个重大项目和协议正式签

约，总投资 267.11 亿元，涉及新能

源、节能环保、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传统

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刚闭幕

不久的2020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

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能博会”）可谓

硕果累累——

不仅如此，今年的能博会展会一

改过去线下3天，转到线上365天，

给专业展商和应用能源博览会平台

的各类人员提供了24小时×365天

零距离、不间断展示、预约、洽谈和交

流的机会，解决了在对外交流时的时

差问题。“云端”之上，盛会延续永不

落幕。

与此同时，今年的能博会搭建了

能源领域重要的高端对话平台、科技

成果发布平台，更是促进全球能源合

作的高端经贸平台。在能博会专家

论坛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能源革命

国际合作 绿色发展”主题，共同探讨

深化能源革命的发展合作，共同交流争

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山西路径。

不当煤老大争当排头兵

近年来，山西省坚定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奋力率先蹚出转型发展新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智新表示，氢

能产业在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山西，积

极布局氢能全产业链，打造以氢能源

经济圈为主的氢能高地。

“氢能与甲醇经济是山西能源革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国家

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受邀在能博会专

家论坛进行视频演讲时表达了最新见

解。“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能源结构

转型的大势所趋，氢能作为清洁的“二

次能源”，可以通过管道掺氢技术，实

现跨省消纳，推动甲醇经济。

从2007年至今，日本能源环保

国际促进会高级顾问常静多次参加

能博会，她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感

受：“山西拥有丰富的煤制氢资源，必

将成为中国低碳、氢能社会建设的聚

光区，希望与山西在能源产业和新材

料方面拓展合作，在煤炭产业的高效

清洁利用与深加工技术交流方面能

进一步加强合作。”

记者了解到，山西省属企业着眼

全省转型综改大局，立足山西特殊资

源禀赋，开展“腾笼换鸟”工作，优化

国有资本重大战略布局。

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副总经理

高毅春表示，山西省深化国企改革，推

进国企重组，优化产业重组，提升转型

发展。此次展会上推出了省属国有企

业腾笼换鸟的94个项目，目的也是在

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征集各类社会资

本，积极参与山西省属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不断提升省属国有企业的活

力和竞争力，助力山西省率先在资源

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

“不当煤老大争当排头兵。”晋

能控股集团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武望国表示，今年以来，同煤

集团围绕能源革命的要求，抓住新基

建契机，推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发

展，强化煤电清洁生产，壮大新能源

规模，推动能源产业链发展。与此同

时，积极探索“太阳能＋”多能互补清

洁供热和“新能源＋火＋储能”，实现

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的优势互补。

新能源汽车
撬动发展新动能

□ 彭 飞

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

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高

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

景商业化应用；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

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高度自动驾驶

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备受关注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于日前印发，为今后一段时期推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具体

路径，为行业从业者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

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

由之路。“十三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快速发展，逐步成长为世界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创新高地。在近日召开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

闻发言人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果概

括为“一个引领、三个突破”，即产业发展

从培育期进入发展期，成为引领全球汽

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市场实现突破，

成交量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推

广量超过480万辆，占全球一半以上；技

术实现突破，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领

域创新活跃，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处于全

球前列；产品实现突破，供给质量持续提

升，量产车型续驶里程达到 500 公里以

上，消费者认可度日益提高。新能源汽

车产业迸发出的巨大活力，不仅为我国

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也成为推进

绿色发展的有力支撑。

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成为整个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点，就在于新能源

汽车中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

等关键零部件，以及充换电站等配套基

础设施，都属于新兴领域，为市场参与者

开辟了新的赛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

能。目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

中已经有所积累，成长起来一批创新能

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巨人”企业

和“单项冠军”企业，在部分领域形成了

一定竞争优势。但要清醒认识到，面对

未来需求，我国新能源汽车仍面临核心

技术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业生态尚需健全等问题。加快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我国基础设施

建设能力强的优势，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定能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再上台阶。

从更广阔视角看，新能源汽车的撬

动作用不只局限于汽车产业本身。一方

面，汽车制造业被誉为“工业中的工业”，

零配件多、产业链长，对上下游企业带动

作用明显。新能源汽车对产品质量和制

造工艺的更高要求，将推动我国制造业

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另一

方面，新能源汽车之“新”，不仅在于采用

了新的动力来源，更在于借助新一代信

息技术，重新定义了交通和出行。比如，

依托5G、高精度地图、物联网、语音识别

等技术，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车联网等

几乎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汽车不再

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能够进行人机交

互、不断迭代升级的智能终端。新能源

汽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将为人们

提供更加智慧、便捷、绿色的出行体验，

显著提升全社会的交通运输效率。

河北曹妃甸河北曹妃甸港区前三季度煤炭吞吐量同比增长港区前三季度煤炭吞吐量同比增长44..33%%
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港口物流园区管委会的消息称，今年1月~9月份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煤炭吞吐量达11,551万吨，同比增长

4.3%。图为一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煤炭码头装货。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首次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会员座谈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