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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小企业，都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

实际情况，找准切入点，理性进入氢

能领域。

机遇巨大
氢能投资的火热，主要基于我国

政府对深度脱碳的承诺。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

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可以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提出，为中国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第一驱动力。

氢能的应用场景多元，主要包括

船舶、氢燃料电动汽车、航空、燃料

替代、化工原料替代、氢冶炼、分布

式能源等方面。

据中国氢能联盟预计，到2050

年，中国氢气需求量将接近6000万

吨，可减排7亿吨二氧化碳，氢气占终

端能源总量的份额将达到10%。尤为

值得一提的是，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

规模将达到4000万吨，成为占比最高

的制氢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干勇

也曾预测，未来，氢能在中国终端能

源体系中的占比将达到10%～15%，

氢能将与电力协同互补，共同作为终

端能源体系的重要主体，并带动形成

十万亿级的新兴产业。

氢能火了，犹如前几年的光伏行

业。

过去半年，全国各地氢能产业园

规划建设，各省市氢能政策陆续出

台，布局氢能产业的公司越来越多，

氢能相关的研究报告也在频繁推出，

氢能相关的展会也多了起来……一场

以氢能为支点，瞄准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攻坚战已然打响。

从目前资本入局的强度和速度来

看，氢能产业即将迎来爆发式的发

展。

然而投资热的背后，隐藏着中国

氢能产业发展尚不成熟、一哄而上、

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骗补等风险。无

论是大企业，还是中等规模企业，抑

就目前来看，氢能行业投资者更青睐可再生能源制氢的设备制造。

市场火爆，投资者应怎么看、怎么干？
文／本刊特约记者   吕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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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根据国际氢能委员

会成员企业共同计划目标，到2025年

氢能总投资将增加6倍，到2030年增

加16倍。该计划旨在将大部分投资用

于资本支出，然后用于并购和研发活

动。

谁在进场
面对十万亿级别的庞大市场，在

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吸引下，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加入氢能产业链，其中囊

括了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中小型企

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资委监

管的97家央企中，已有至少26家布局

了氢能业务。

此 外 ， 一 些 资 本 也 介 入 氢 能 产

尽管以上预测的结果不同，但从

长期看，未来中国氢能产业的发展空间

巨大。仅在国内市场，按照各大机构的

测算，未来20年，氢能源车及上下游

产业链的市场空间就有千亿元甚至万亿

元级别，而目前国内氢能源产业链上下

游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正是因为政策和下游市场需求的

双重驱动，近年来氢能领域的投资也

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中国氢燃料电池及相关领域投资

为850亿元，2019年氢燃料电池产业

相关投资及规划资金为1805亿元，

2020年，这一数字已达1600亿元。由

此可见，投资者对于氢能产业的发展

依旧充满信心。

10%~15%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预测，

未 来 ， 氢 能 在 中 国 终 端 能

源 体 系 中 的 占 比 将 达 到

10%~15%，氢能将与电力

协同互补，共同作为终端能

源体系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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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国家电投、中国石化、舜华新能源

等已经有加氢站的落地项目；在氢能转

化方面，亿华通、雄韬股份、神力科技

等都有相关的业务；在应用方面，上汽

集团、宇通客车、金龙客车等都有氢能

相关的车型。其中，汽车企业和燃料电

池供应企业热情高涨，很多传统能源企

业的加入更是加速推动了氢能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就产业链而言，香橙会研究院整

理的数据显示，“投资人调研过的细

分领域”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氢储

运、空气压缩机、膜电极、供氢系

统、阀门管路，比例分别为26.85%、

2 6 . 3 9 % 、 2 3 . 3 3 % 、 2 2 . 2 2 % 、

19.44%。

“同行推荐过的项目”排在前五

位的分别是燃料电池电堆、膜电极、

双极板、空气压缩机、燃料电池系

统，比例分别为23.38%、20.56%、

19.44%、18.06%、16.87%。

“听说过的项目”排在前五位的

分别是供氢系统、储氢瓶、燃料电池

系统、加氢站、燃料电池电堆，比例

分别为47.22%、41.67%、41.47%、

41.14%、36.34%。

理性投资
毋庸置疑，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指引下，中国的氢能产业必将迎

来大发展。根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

电池产业白皮书（2019年版）》的预

测，到2050年，氢能在交通运输、储

能、工业、建筑等领域将获得广泛使

用，氢能产业链产值扩大，将超过10

万亿元。

由此可见，未来氢能产业的投资

空间巨大。在这个大市场里，每家企

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来布

局。氢能产业里卡脖子的诸多环节，

正在成为企业、资本的投资重点，如

PEM电解槽、双极板、膜电极、储氢

瓶、加氢基础设施、燃料电池电堆、

空气压缩机、加氢站等。根据现状及

未来的发展趋势，预计3~5年内，上

述领域将出现可盈利的商业模式。

从氢能种类看，更多的投资者将

业。近年来，氢能领域的投融资事件

逐渐增多，头部企业不断获得大额融

资。据氢能产业研究机构香橙会研究

院的统计，截至2020年11月中旬，氢

能行业共发生31起融资事件，融资金

额超15亿元。相比2018年16起融资

事件、融资金额超5亿元和2019年24

起融资、融资金额约10亿元，增长明

显。在资本市场上，氢能概念股票也

是风生水起。

就公司而言，涉及碳排放的企业

都在纷纷布局氢能，行业也非常广

泛，例如传统汽车企业、钢铁企业、

能源企业、创业公司等，上述企业涉

及氢能产业的环节各不相同。

众所周知，氢能产业链包括氢能

端及燃料电池端，链条较长。氢能端

是指氢气从生产到下游应用的过程，

包括制氢（电解水制氢、工业副产氢

等）、储氢、运氢、加氢等环节；燃

料电池端包括上游核心材料，如双极

板、膜电极及密封层等；中游主要是

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包括电堆和供气

系统；下游则主要是燃料电池的应用

场景。目前，氢能重点应用方向为交

通领域的燃料电池汽车。

对于这些环节，有的企业专注于

其中的一个环节，有的企业涉及了多

个环节，少数企业则形成了产业链一

体化优势。

在制氢方面，国家能源集团、中

国石油、雪人股份、中国石化等均有布

局；在储氢方面，中材科技、中集安瑞

科、氢阳能源等都有涉及；在加氢方

投资额（亿元）

2018

2019

2020

近年我国氢能投资额

850

1805

1600

封面策划Articles
Cover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 45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07

元/立方米，仍显著高于化石燃料制

氢（天然气制氢和煤制氢成本分别

为0.6~1.2元/立方米及1~1.2元/立方

米）和工业副产物制氢（焦炉气制氢

和氯碱制氢成本分别为1.2元/立方米

和1.3~1.5元/立方米）。好在，近年

来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在不断降

低。据中信证券预计，如果2025年

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降至

0.30元/千瓦时之内，电解水制氢成

本可以降至20元/千克附近，即1.8元

/立方米，接近工业副产氢气的最高

成本。2030年，若发电成本降至0.2

元/千瓦时，则光伏制氢成本有望降

至约1.3元/立方米，与化石能源制氢

相当。

虽然此轮氢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技术突破，但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中国的关键技术仍有差距，需

加速突破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装备，

全面提升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原始

创新能力。其中，核心材料是制约中

国氢燃料电池行业发展的短板，某些

核心材料严重依赖于进口。

短期内，氢能最大的应用领域仍

是氢燃料电池，但当前，加氢站少限

制了行业的发展。截至2020年12月

底，中国累计建成118座加氢站（不含

3座已拆除加氢站），在建/拟建为167

座，数量较少。比起建充电桩低廉的

成本，建立加氢站则需要动辄过千万

元的巨大投入，这也是氢能源汽车乃

至氢能产业发展受到制约的一个重要

原因。

目光投向绿氢，主要包括绿氢的制取

和使用。

当然，这里有两个前置条件——

光伏风电产生的电很便宜，而且消纳

存在困难。据此，企业便可以用这些

绿电来制取氢气。这其中，最主要的

投资主体便是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优势。例如，光伏巨头阳光电源、隆

基股份、晶科，风电巨头明阳智能等

都已经正式进入氢能领域。

目前来看，上述企业主要投资可

再生能源制氢的设备制造，尤其是核

心的PEM电解槽，然后基于设备制

造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优势，制取绿

氢。

在国内，氢能全产业链仍处于关

键技术初期和商业模式探索阶段。

可以说，无论是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的跨界入局，还是新能源车企业的布

局，抑或是其他关联产业的企业进

入，都将助力氢能产业进一步发展壮

大。但目前，中国氢能产业面临着三

座大山：一是成本问题，二是核心技

术及材料问题，三是基础设施的局

限。这三点需要投资者特别关注。

高成本是中国氢能产业推广的主

要拦路虎。制约氢能汽车大规模推

广应用的因素，除了车辆的高购置

成本，用车成本高也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尤其是高昂的氢气价格。中

国氢气成本在氢气售价中的占比达

70%。据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的

数据，目前电解水的制氢成本为3~5

融资次数（起）

2020年氢能行业融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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