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景科技集团在赤峰打造的绿色氢氨项目是内蒙古众多氢能产业项
目的代表。这一项目不仅是落实国家能源转型战略的实践，而且实
现了可再生能源的本地消纳，为地区经济构建了绿色增长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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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远景加码“新石油”为能源转型提供新方案

□ 石琳琳

7月14日，第12届世界化学工程

大会暨第21届亚太化工联盟大会在

北京拉开帷幕。来自全球30余个国

际组织和66个国家的1000余名代表

参加了当天举行的开幕式。

在5天的会议中，将举办2场大会报

告会、34个主题分会场、900余场前沿报

告等丰富多样的交流活动。届时，来自亚

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

全球6大洲66个国家的近5000位产学研

各界领军人物，将直面气候变化、能源转

型、产业链重构等全球性课题，共享前沿

技术与开创性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传统化

工产业如何适应新的需求转型升级。

开幕式上，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两部氢能领域重量级研究报告

《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

报告2024》《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研究报

告2024》发布。“两份《报告》的发布为

产业提供了从技术到政策的‘工具

箱’。”中国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党委书记毛增余在致辞中表示，氢能

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方向，其技术

突破与产业化进程对实现“双碳”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此次发布两份《报告》，旨

在为行业提供权威参考，推动氢能技术

标准化与规模化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现状与路径

研究报告2024》由中能建氢能源有限

公司组织编写，探讨可再生能源制氢技

术的最新进展、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

路径，并提出相关政策保障建议。

中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中能建氢能研究院院长助理李福建

表示，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是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的必然要求。针对行业面临

挑战和障碍，他提出4项政策建议：一

是构建全国层面可再生能源制氢支持

政策体系，二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关

键技术攻关和标准体系完善，三是制定

能源制氢财税激励政策，四是推动各地

区创新可再生能源制氢管理机制。

《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研究报告

2024》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牵头，联合30余家龙头企业及科研院校

历时一年编撰完成。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氢能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宇在

会上系统介绍了该《报告》的编写背景、

核心内容与创新亮点。围绕氢能制、

储、输、用产业链等“四大环节”，《报告》

从技术发展现状、技术路线对比、核心

技术与关键装备水平、国外技术水平等

“四大研究维度”，提出技术创新研发力

度、技术攻关长效机制、绿色氢基能源认

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先进技术示范引

领等“五大核心观点”。

张宇表示，该《报告》不仅绘制

了我国氢能产业链技术全景图，预

测了氢能在交通、化工、能源、冶金领

域的发展趋势，并对我国氢能产业链

发展提出5项建议：一是加大技术创

新研发力度，强化全球知识产权布

局。二是建立技术攻关长效机制，加

强跨领域联合攻关。三是推进绿色

氢基能源认证，提升全产业链绿色价

值。四是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提高国

际产业链分工主导权。五是加强先

进技术示范引领，推动一批试点项

目落地。

活动现场，氢促会还发起了《关于

推动开展氢能公众传播的联合倡

议》。呼吁各界共同打造权威易懂的

科普矩阵，构建全场景信息触达网络、

多方联动的传播生态，加强氢能知识

的传播。倡议书强调，通过跨界合作

消除信息壁垒，助力氢能成为绿色转

型的“新引擎”。

此外，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随着政

策支持力度加大和技术成本持续下

降，氢能将在交通、工业、储能等领域

加速渗透，成为全球能源体系绿色转

型的重要支撑。未来，需进一步强化

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共享的氢能生态，

共同迈向零碳未来。

据悉，2025年我国氢能产业规模

有望突破万亿，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

已在西北、华北等地规模化落地。下

一步，行业将重点突破低成本电解水

制氢、安全储运等关键技术，推动氢能

进入商业化应用快车道。

四方共建掺氢管道试验平台

本报讯 日前，中国产业发展

促进会氢能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国家

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与攀枝花钒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

川港燃气有限公司在四川攀枝花共

同签订《掺氢管道输送应用验证及

科技试验平台合作共建协议》，四方

将共同推进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中的掺氢管道输送应用验证及科

技试验平台建设。

根据协议内容，四方共建掺氢

管道输送应用验证及科技试验平台，

并以平台为基础，开展相关技术研究

及验证工作，支撑相关领域的行业/

国家/国际标准制定，共同探索天然

气掺氢商业化的运行方案，为攀枝花

打造“氢能产业示范城市”提供助力。

国电投中央院党委书记、董事长

樊胜表示，此次协议的签订是项目落

地实施的关键一步。研究院将切实

履行协议责任，依托研究院在天然气

掺氢领域的技术优势，将示范平台建

成指标先进、功能全面的综合性试验

实证平台，支撑国家能源科技发展，

彰显央企担当。

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范继跃

指出，掺氢管道输送应用验证及科

技试验平台对于攻克氢气规模化输

送、利用环节关键技术难题，推动终

端用能实现降本增效，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攀

枝花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本项目，

各合作方要以本次协议签署为新起

点，凝聚合力、高效协同，全力加快

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为项目顺

利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张莉婧）

青骐骥再破行业纪录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产业发

展促进会氢能分会理事单位——苏

州青骐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核心制氢装备的中石油玉门油田可

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取得重要进

展，新增的2台1000Nm3/h电解槽

与 2024 年 已 长 期 运 行 的 2 台

1000Nm3/h电解槽成功构建“4对

1”制氢系统，目前系统已完成调试

并成功投运。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电解

槽采用青骐骥最新研发成果，通过

国际第三方权威认证机构——必

维国际检验集团的认证，在制氢能

耗、衰减率等关键性能指标上再次

刷新行业纪录，电解槽能效登顶行

业第一。

早在2024年，青骐骥电解槽分

别于华能张掖光伏制氢、中石油玉

门油田可再生能源制氢（一期）及欧

洲制氢企业的项目中成功投运。其

中，中石油玉门油田项目电解槽稳

定运行超3500小时，系目前中国

1000Nm3/h级碱性电解槽中运行

时间最长的设备之一；欧洲制氢企

业项目的电解槽运行时长亦突破

1500小时。经长期投运验证及国

际国内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青骐

骥电解槽核心指标——直流能耗

（4000A/m2 下 4.13kWh/Nm3H2；

2500A/m2 下 3.92kWh/Nm3H2）、

负荷调节范围（20%~120%）、性能

衰减率（≤0.1%/1000h），动态调节

速 率（ ≥10%/s）—— 为 目 前

1000Nm3/h电解槽工业化项目中

公开报道的最优数据，综合性能行

业领先。

2025 年，应用于中石油玉门

油田项目的青骐骥新一代电解槽，

在延续上述性能优势基础上，重点

在直流能耗与性能衰减率上实现

进一步提升。更低的能耗与衰减

率意味着更高的制氢效率、更低的

制氢成本和更可靠的项目可行

性。通过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及业

主在中石油玉门油田项目现场共

同见证，2025年青骐骥电解槽的

能耗指标获实证确认：4000A/m2

电 流 密 度 下 ，直 流 能 耗 降 至

3.99kWh/Nm3H2（较 2024年已投

运电解槽同条件下降 0.14kWh/

Nm3H2，降幅约3.4%）；2500A/m2

电 流 密 度 下 ，直 流 能 耗 降 至

3.82kWh/Nm3H2（较 2024年已投

运电解槽同条件下降 0.1kWh/

Nm3H2，降幅约2.6%）。

同时，新一代电解槽在性能衰

减率上取得的技术进步也将随项目

长时间运行逐步显现，这将是青骐

骥电解槽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据悉，青骐骥由氢能领域专业

背景创始人领衔组建了资深的研发

团队，坚持以投运实证反哺技术研

发，持续深耕非贵金属镍基催化剂

研发、优化双极板流道设计和生产

工艺、精进电解槽本体结构。青骐

骥始终在保证电解槽安全稳定运

行的前提下追求性能卓越。公司

坚信，材料决定能源设备的上限，

通过核心材料的性能提升，在实际

生产中实现电解槽轻量化、减量化

设计，提升电解效率的同时进一步

降低成本。

依托国内第一的双极板产能规

模、行业领先的催化剂技术实力以

及国内前三的电解槽总装产能，

2025年青骐骥进一步升级催化剂

与双极板产线的自动化水平，显著

提升电解槽的供货速度及品控能

力。本次4×1000Nm3/h电解槽制

氢系统成功投运，充分体现了青骐

骥大型制氢系统的高可靠性、突出

的工程化集成与交付能力。

（陈学谦）

重塑能源和钦实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近日，中国产业发展

促进会氢能分会会员单位——上海

重塑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钦实

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围绕燃料电池技术在

内湖、内河船舶中的广泛应用，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加速推动氢能

船舶应用走向商业化运营。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船用氢

燃料电池系统开发、船舶动力系统

集成、整船设计建造、氢能基础设施

建设、商业运营体系打造等方向开

展全方位合作，实现氢能船舶关键

子系统平台化、模块化、标准化设

计，构建多场景适配能力，形成产品

系列化与交付能力；协同推进氢能

船舶制造基地改造、示范项目实施、

氢能补给体系建设，建立以项目带

产业、以产业促应用的氢能船舶生

态系统；通过联合研发、联合制造、

联合运营等方式，共建开放共享的

产业平台，探索市场化商业模式与

政策支持机制，推动氢能船舶加快

走向商业化运营。

重塑能源董事长兼CEO林琦

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内河老

旧船舶换新，并加速新能源船舶在内

河领域的推广应用，已经有不少沿海

及水网发达省份积极响应，相继出台

规划和政策，将构建绿色航运体系明

确列为发展目标，为新能源船舶的产

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重塑能源

与钦实集团的合作能充分发挥双方在

氢能领域和船舶领域的技术优势与

资源优势，建设完善的氢能船舶产业

协同体系，共同探索推动氢能技术在

内河、湖泊及支流航道船舶中的标准

化、规模化应用。 （张小宝）

□ 陈学谦

7月8日，随着一辆满载绿氨的罐

车缓缓驶出远景赤峰零碳氢能产业园

奔赴市场，全球规模最大的零碳氢氨

项目——远景科技集团（以下简称“远

景”）打造的152万吨绿色氢氨项目首

期32万吨在内蒙古赤峰建成投产。

绿色氢氨，就是未来的“新石

油”。它在多个产业场景中展现出巨

大的应用潜力，可以推动众多行业实

现碳中和。“绿色氢氨醇对化工、航运、

钢铁等行业的脱碳意义重大，远景在

赤峰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新石油’产

业基地，将会捕捉戈壁滩上丰富的风

和光，转化成绿色燃料来驱动世界。

赤峰的‘新油田’将会为人类的绿色新

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远景董事

长张雷在项目投产现场表示。

“领跑”全国绿氢项目建设

2024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从技术研发、项目规划、基础设

施、应用场景、生产要素保障等5个方

面系统性地推进氢能产业发展。截至

2024年11月，内蒙古批复39个风光

制氢一体化项目，建成绿氢产能3万

吨，位居全国第一。

远景在赤峰打造的绿色氢氨项目

是内蒙古众多氢能产业项目的代表，

其依托首创的零碳产业园模式和绿氢

全栈技术能力，将波动的可再生能源

就地转化为稳定、高价值且易于储运

的绿氨，打造了“新石油”供应枢纽。

这一项目不仅是落实国家能源转型战

略的实践，而且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

本地消纳，为地区经济构建了绿色增

长新引擎。

“目前，内蒙古在绿氢领域走在世

界前列。”远景能源氢能总工程师张健

介绍，选择赤峰投建氢氨项目，原因之

一是因为内蒙古较早出台了包括风光

制氢一体化项目等六类市场化政策，让

风光产生的绿电可以直接跟负荷对接。

目前，该项目一期配套143万千

瓦风电光伏及680兆瓦时储能系统，

年产绿色合成氨32万吨。项目采用电

解水制氢工艺，由工厂附近的上百台风

机与数百兆瓦光伏板供电，经上百台电

解槽生产氢气，再与空气中分离出来的

氮气和氢气转化为绿色合成氨。

在投产现场，日本丸红株式会社能

源化学品部门化学品第一部烯烃第一

课长岡田圭太郎表示，远景将不稳定的

风光电能转化为稳定绿氨的技术能力，

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最大痛点。“我

们已经与远景签署长期采购协议，从

2026年开始将赤峰生产的绿氨销往亚太

市场。”

绿氨是未来能源重要形态

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发布的《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研究报告

2024》显示，目前全球航运、航空、钢

铁、化工等领域是零碳转型的深水

区，显著落后于既定目标，这背后原

因是绿色氢氨醇及衍生品成本过高

导致的供给不足。而我国丰富的可

再生能源资源通过技术、工艺转换成

绿氢是解决工业与交通领域脱碳的

关键手段。

作为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

远景深知未来走向碳达峰，需要减少

煤、天然气、石油的消耗，绿氢可作为

重要的脱碳能源；走向碳中和，需要捕

捉二氧化碳使之和氢结合，变成绿甲

醇和可再生航空燃油等绿色燃料。

“绿氨是未来能源的重要形态，更

是当下即可大规模落地的零碳解决方

案。”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远景能源氢

能市场产品线总裁郁峰表示，远景开

拓了一条对绿氨成熟应用的路径，不

仅找到了很好的市场应用，而且极大

地助力交通、能源、化工、钢铁领域深

度脱碳。赤峰项目的建成投产，向全

世界展现可再生电制绿氨的经济性和

商业价值。

“远景已掌握了可再生能源、新

型电力系统、制氢装备及绿氢零碳产

业园等核心技术，致力于通过系统技

术创新解决成本挑战，让‘新石油’大

规模产业化发展。”远景能源高级副总

裁、新电网产品平台总裁黄志勇介绍，

赤峰项目的解决方案是把风电采用

“增量配电网”或者“微电网”的模式形

成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通过新型电力

系统实现全离网运行，然后把绿电转

化为绿氢，进一步转成氨，再通过氨罐

完成运输。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转成

甲醇和可持续生物航油，便于储存和

运输。“这就意味着用绿氨介质，可以

把绿电在全世界进行调动。”

抢占绿电绿氢发展制高点

赤峰是内蒙古清洁能源大市和距

离出海口最近的城市，赤峰零碳氢能

产业园既可以利用丰富的风能和太阳

能资源，又可以通过渤海湾使绿氨产

品经由海运供应国内外广大地区。目

前，赤峰正重点推进三大新能源工程，

即总装机800万千瓦的大型风光基

地、400万千瓦的防沙治沙与风光一

体化项目，以及1500万千瓦的市场化

并网项目（涵盖源网荷储、风光制氢和

园区绿电）。全市计划年底实现新能

源装机2000万千瓦。

为有效消纳绿电，赤峰一方面加

快绿电直连落地，依托克什克腾旗维

拉斯托锂多金属矿推动直连项目，巴

林右旗已开工400万千瓦时独立共享

储能电站。另一方面，赤峰也正全力

建设绿氢产业。

赤峰近年来积极推动绿电变绿

氢、绿氨、绿醇。赤峰市委副书记、市

长栾天猛表示，赤峰远期目标是力争

在“十五五”期间，将全市的绿氢、绿

氨、绿醇产业打造成为千亿元的项目

投资、千万千瓦新能源总装机和千亿

级的氢能经济生态圈。

赤峰市能源局局长王伟东介绍，

全市正重点推进包括远景152万吨零

碳氢氨、中能建13万吨绿氨、中广核

20万吨绿醇、天合光能50万吨绿醇等

8个风光制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力争当

年核准、当年开工，确保年底绿氢、绿

氨产能分别达到6万吨和32万吨。

《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研究报告

2024》显示，目前欧美日韩众多经济体

都在打造以氢为基础的能源体系，绿

色氢氨成为目前全球碳关税背景下最

具竞争力的载体之一。

据了解，远景将以赤峰基地为基

础，搭建国际领先的绿氢产业化应用

研究院，深入研究高效水电解技术、

动态合成氨技术、绿甲醇工艺、氨裂

解制氢及氨透平发电等有关技术，逐

步形成以绿氢为中心的氨醇联产大

型生产基地。聚焦核心技术的同时，

远景还深挖绿电制氢产品应用场景，

吸引了慕帆动力等企业入驻赤峰零

碳氢能产业园，投资氨透平发电测试

和验证基地，形成了属地化的绿电制

氢产业链。

推动氢能技术标准化与规模化应用
两份氢能研究报告在第12届世界化学工程大会发布

远景科技集团打造的全球最大152万吨绿色氢氨项目首期32万吨工程在内蒙古赤峰建成投产 （远景能源供图）

推进氢能船舶应用走向商业化运营

电解槽能效登顶行业第一

助力攀枝花打造“氢能产业示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