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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布局和科技研发，形成强大的技术支

撑体系，推动产业发展。

作为离消费端最近，且最具规模效

应的应用场景，氢能汽车及氢燃料电池

正成为当下我国打开氢能应用市场的一

个切入点。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一直以来，工业、建筑和移动交

通是全球公认的三大碳排放源头。我国

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总量已占全国碳

排放总量的10%，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

一直是我国交通领域“脱碳”的重要途

径。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一方

面，氢作为单位质量高能量密度燃料，

其所能提供的能量是石油的3倍、煤炭

的4.5倍，且燃烧后只排放水，被业界

寄予厚望；另一方面，近几年，电动汽

车的续航里程似乎已经触达了天花板，

续航瓶颈问题一直无法突破。

延长续航里程意味着电动汽车的锂

电池组要更大、更重以及更贵，而氢燃

料电池的续航里程一般都是400千米起

步，和传统燃油汽车的行驶里程非常接

近，并且加氢属于物理过程，全程只需

几分钟。不久前，丰田中国宣布，丰田

在电动化技术方面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其氢燃料电池车丰田Mirai一次加氢行

驶了1000千米以上，其续航能力打破了

此前由现代氢燃料车Nexo创造的778千

米的世界纪录。

2020年，随着我国“双碳”目标

的提出，氢能因具有清洁高效、可储

能、可运输、应用场景丰富等特点，成

为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能源载

体。

目 前 ， 全 球 氢 气 的 年 产 量 约 为

7000万吨，市场规模千亿美元，其中亚

洲是最大市场，氢气产量占比为48%，

美洲为22%，欧洲为18%。根据《中国

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2020》显

示，我国氢气产能约每年4100万吨，产

量约3342万吨，已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会长

魏锁曾表示，氢能产业需要充分发挥我

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政

策引导，快速形成市场规模，加快产业

氢能产业发展初期，只有在政策扶持下才能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

道，从而降低成本、开拓市场、提升商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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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多远？
文／本刊记者   赵卉寒

距离“氢”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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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车企也发布了关于氢能汽车的研

发成果及未来畅想：上汽展出了旗下

全球首款燃料电池MPV——上汽大通

MAXUS EUNIQ 7，目前已量产上市；

东风汽车展出了其研发的东风燃料电池

系统——东风氢元，该电池系统体积

小、轻量化，氢气利用率达到95%，整

体效率高出行业5%～10%；红旗展出了

其氢能发动机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最

大功率为140千瓦（约为190马力）。

似乎所有的车企都在“氢”其所

能，“氢”装上阵，然而，业界对氢燃

料电池汽车的热情却没能换来亮眼的成

绩单。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20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136.6万辆

人们对于电动汽车的想象已经足够

丰富且多数已经落地，而氢燃料电池车

的未来还充满着无限可能。无论是从续

航里程、充电速度，还是减排效果，氢

燃料电池车似乎都更胜一筹，也因此，

氢燃料电池车市场入局者众多。

今年1月，现代汽车在广州市成立

了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

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华建立氢燃料电池

系统生产基地的全球汽车厂商。随后，

长城汽车在3月举办了氢能战略全球发

布会，系统地发布了有关氢能研发利用

的战略目标、实现路径和重要核心技术

方向，并预计在年内推出全球首款C级

氢燃料电池SUV。

在今年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车展上，

截至目前，我国的氢气管道

仅有约100千米，加氢站和

氢燃料电池车只能在部分区

域 推 广 ， 无 法 做 到 全 国 铺

开。

1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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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劣势是管道建造的一次性投资较

大。从公开资料来看，目前在运的济

源—洛阳氢气管道长25千米，建造费用

达1.46亿元，平均到单位长度的建造费

用高达584万元/千米。

那有没有可能用已经建成的天然气

管道来运输氢气，以降低投建成本？

何广利表示，目前我国还没有将氢

气和天然气混合运输，后端分离使用的

先例，这不仅涉及从天然气中提取氢气

的技术问题，还涉及结算体系问题。

“目前，天然气的销售方式是按体

积来卖，以立方米为基础单位，但是氢

气是按质量进行销售，以千克为单位。

同等体积的氢气产生的热值是天然气的

1/4～1/3，但是同等质量的氢气产生的

热值却是天然气的3～4倍，所以用哪个

标准体系来定价，目前还没有定论。”

何广利还指出，对于氢气在天然气

运输管道里对管道材料和焊接材料是否

会发生氢脆和氢腐蚀反应的问题，目前

我国在此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同时

又与管道压力、氢气和天然气组成、管

道材料等等相关，贸然混用天然气输气

管道存在一定风险。

截至目前，我国的氢气管道仅有约

100千米，而上述存在的种种运输问题

也直接导致了加氢站和氢燃料电池车只

能在区域推广，无法做到全国铺开。

此外，在加氢站的投建审批环节，

何广利表示，目前国家层面尚无明确的

主管部门和审批流程，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加氢站的建设步伐。

“ 目 前 在 一 些 燃 料 电 池 车 辆 推

和13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和

10.9%。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110.5万辆和111.5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5.4%和11.6%，而燃料电池汽车产销

均仅完成0.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57.5%

和56.8%。

与电动汽车同时起步的氢燃料电池

车，落后了不只一点，前景无限的氢燃

料电池车产业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

究院氢能研发负责人何广利表示：“氢

燃料电池车的产业链较为复杂，尤其是

上游产业链，抛开制氢不说，单是氢气

的储运和加氢这两个环节就存在投入

大、落地难的问题。”

有车，没气，是目前氢燃料电池车

市场发展的困境之一。

氢能基础设施，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
当下，电网布局已深入城市的各个

角落，只要有充电桩，电动汽车就有动

力来源。但与电动汽车的充电不同，氢

燃料电池车的动力源来自氢气，虽然和

电同属二次能源，但是氢气无法做到随

地可用，和油气类似，氢气需要从制氢

源头运出，然后送到固定的站点。

先来看氢气的储运。目前，我国

主要通过长管拖车和管道来进行高压气

态氢气的运输。其中高压长管拖车是氢

气近距离输运的重要方式，技术较为成

熟，单车运氢可达300千克。管道运输

是未来氢气大规模、长距离运输的重要

方式，其优势是输氢量大、能耗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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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据了

解，“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将通过

纯氢管道输送的方式，将氢能应用拓展

到除移动交通之外的多个领域，例如社

区楼宇、港口、高速公路等众多场景。

不过，上述场景实现，以及未来

如何从“示范”走到“普及”的前提，

关键还是氢能技术的突破以及政策的扶

持。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虽然目前氢能

已经被列入“十四五”规划，但氢能的

专项规划到现在还没有发布。

纵观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不难发

现，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扶持显得尤

为重要，从探索到纠偏，只有在政策扶

持下，产业才能进入规模化，从而降低

成本，开拓市场，提升商业竞争力。

站数量将达到10000座以上。

不仅仅是汽车
当前，全球氢气使用量约为1.15 亿

吨，其中约61%用于炼油和生产化肥，

39%用于生产甲醇和其他化学品以及燃

料等。我国年产氢气3000多万吨，而应

用到交通领域的氢气仅占千分之一。

国际能源署（IEA）曾将能源的应

用方向分为三个，分别是提供热能、电

能以及用作燃料，目前除石油外，只有

氢气可以满足当前人类社会对能源应用

方向的全部需求。所以，除了交通领

域，氢能在工业、建筑、分布式储能以

及供热等领域也可以有所作为。

而尝试也正在进行。

不久前，科技部与山东省共同签

广较好的地区，车企、车辆运营企业

和加氢站投建方达成一致，形成闭环

运营模式，其他地区，尚处于观望状

态。消费者不敢买，因为怕无处加

氢；车企不敢大批量生产，因为怕没

人买；而动辄千万的加氢站投建方就

更是不敢随意投建了。这似乎遇到了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不

过，未来如果想大力推广氢能的使

用，还是应该先保障氢能基础设施的

建设，因为只有加氢站的数量上来

了，车企和消费者才有定心丸。”

《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

书2020》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

球加氢站约为544座，我国建成加氢站

128座，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保有量达

7000多辆。预计到2050年，我国加氢

与市场相关的氢能政策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对燃料电池汽

车免征车船税

2 0 1 7 ~ 2 0 2 0 年 ，

其 他 车 型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补 助 适 当 退 坡

20%~40%，但是燃料

电池汽车除外

对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且日加氢能力不少于

200千克的新建燃料电

池汽车加氢站，每个

加氢站奖励400万元

明 确 要 攻 克 氢 能 储

运、加氢站、车载储

氢等氢燃料电池车汽

车应用支撑技术，因

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

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

技术应用

集中攻关新型高效电

池储能、氢能和燃料

电池，加大资金、政

策扶持力度，重点在

大规模储能、制氢等

领域

《中华人民共
和 国 车 船 税
法》

《关于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
知》

《关于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奖励的通
知》

《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

《 能 源 发 展
“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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