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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以新能源、新材料、新经济为重

要增长极的“一基两翼三新”产业格

局——显而易见，氢能作为新能源的

重要一极，将成为未来主攻方向。

据中国氢能联盟发布的《中国氢

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计，

到2025年中国氢能产业产值将达到1

万亿元；到2030年，中国氢气需求量

将达到3500万吨；到2050年，氢气需

求量将接近6000万吨，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约7亿吨。

这也意味着，中国正跑步进入一

个更为低碳环保的“氢能时代”。如

何有序推进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完

善氢能产业链及生态圈，并在推动商

业示范上走在行业前列，已经成为以

中国石化为代表的能源巨头们的转型

目标。

2019年被认为是中国石化的“氢

元年”。经过两年多的开疆拓土，通

过在氢领域的一系列大手笔投资与战

略布局，目前已经是国内大型油气生

产商、最大成品油供应商的中国石化

不仅抢占了这一全新赛道上的领先位

置，更是凭一己之力提升了氢能源行

业的准入门槛。

水到渠成：锚定“中国第一”
2021年伊始，国内石化巨头们纷

纷定调新方向，将碳中和写入企业战

略，加码新能源产业，以推进低碳转

型。张玉卓更是为公司设定了全新的

在6月9日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氢

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上，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下文简称“中国石化”）

副总经理凌逸群又一次强调了中国石

化的“野心”：“双碳”目标下，中

国石化未来目标是做“第一氢能公

司”。这样的豪言，在此前的几个月

中，多次被中国石化提及。

三 个 月 之 前 ， 中 国 石 化 在 公 布

2020年全年业绩的同时，宣布了公司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成为“中国第

一大氢能公司”的实施路线图。中国

石化董事长张玉卓同时表示，中国石

化将以打造世界领先洁净能源化工公

司为愿景目标，加快构建以能源资源

为基础，以洁净油品和现代化工为两

凭借自身的重资产向心力与资本优势，渗透甚至掌控氢能全产业链

中各个核心关口，正是中国石化领跑氢能产业的关键所在。

 “中国第一氢能公司”
文／纪一宁

中国石化 ：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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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介绍，中国石化在氢能产业链上

的位置目前无人可撼，首先是氢气产

量居全国首位，领先优势巨大；其次

是公司在氢能领域有着丰富的产业经

验和竞争优势，把氢能作为公司新能

源业务的主要方向，可以充分利用产

业、技术和网络优势，以自主创新、

合作研发、战略投资等方式打造涵盖

氢能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协同运营模

式，构建自有的氢能生产、提纯、运

输和销售全流程产业链。

这与市场分析师们的观点不谋而

合：“中国石化氢能源方面优势明

目标：将氢能全产业链作为新能源发

展的核心业务，锚定建设“中国第一

大氢能公司”。

但对于中国石化这样的能源巨头

而言，战略转型绝非易事，重资产运

营的行业特性与巨无霸式的体量和行

业地位，注定其在战略布局与决策上

需要慎之又慎。素来依仗传统化石能

源的中国石化，仅仅在氢能领域试水

两年多，就将其写入公司战略，是否

过于仓促？

在张玉卓看来，中国石化向氢能

的战略转型完全算得上是水到渠成。

中国石化规划到2025年，利

用原有3万座加油站、870

座加气站的布局优势，建设

1000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

站。

10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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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交通能源转型产业研讨会上，

中国石化与长城控股集团签署了氢

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石化与

长城汽车将会在氢能产业、氢能技

术研发、氢能资本等领域展开深度

合作，加速氢能产业自主核心与装

备发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资产价

值创造，推动中国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

也许多年以后，当中国石化真的

坐稳“氢能第一公司”宝座的时候，

这次签约的意义才会凸显出来——因

为此次合作的主要内容，几乎覆盖了

氢能领域的终端、技术、场景应用全

产业链。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石

化虽然在氢气制造领域拥有极高成

就，但是在氢气的上下游产业链方面

却不如长城汽车——长城汽车的氢

能战略规划中不仅构建了国际级的

“制—储—运—加—应用”一体化供

应链生态，打破了核心技术壁垒，同

时还联通上下游产业链，大大提高了

氢能商业化推广。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与长城汽车

的合作，可以看作中国石化氢能产业

战略布局的一个缩影：凭借自身的重

资产向心力与资本优势，渗透甚至掌

控氢能全产业链中各个核心关口，正

是中国石化继续领跑氢能产业的关键

所在。 

整 个 氢 能 产 业 链 涉 及 的 环 节 很

多 ， 从 上 游 的 制 氢 ， 到 中 游 的 储

运，再到下游的氢能应用，涵盖多

个 行 业 。 以 波 特 五 力 模 型 带 入 分

显。首先在于技术方面的支持，其次

在于雄厚的资本支持。”中宇资讯分

析师胡燕在接受采访时分析称，因为

设备与技术要求，加氢站的建设运营

成本远高于加油站和充电站，前期所

需的资本投入也非常巨大。偏高的建

设运行成本，将多数企业拒之门外，

但也成为中国石化这类大型国企的优

势。中国石化布局氢能源，优势在于

企业前期完善的产业布局。

数据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撑：相关

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石

化累计开展加氢站试点项目27个，分

布于广东、上海、浙江、广西和贵州等

地，并规划到2025年，利用原有3万座

加油站、870座加气站的布局优势，建

设1000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以消

费终端为突破口带动产业链的能源转

型。目前中国石化已开始在氢能交通、

化工领域全面发力，打通制氢、储运、

加注的全供应链环节，去年产氢量约为

384万吨，占全国的11.5%。

显然，多年的行业领军经验，让

中国石化深谙谋定后动的道理。为了

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建设，其在资本运

营、技术研发、生产储运、网点布

局、社会合作等各领域都已经先下手

为强，并且已经在加氢站建设、制氢

技术、氢燃料电池、储氢材料等多领

域取得突破，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

亮出自身在氢能领域的优势。

全链布局：重资产护航新赛道
2021年5月12日，在中国石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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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的氢能发展路线图

是先充分利用现有炼化企业

的副产氢，同时关注光伏发

电、风电等低成本发电形式

的 电 解 水 制 氢 。 未 来 五 年

内，其将在副产氢基础上引

入绿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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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氢的作用——运输环节问题完全不

是问题。

最后直面消费终端的加注环节，

传统油企更是领先一步，在加油站基

础上改建、扩建加氢站已被日本、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证明是加快加氢站网

络布局的重要方式——中国石化拥有

中国最大的加油站网络、拥有全球第

二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在氢能

产业链的庞大网络基础使其具备天然

优势。

氢 气 从 制 取 、 储 存 到 运 输 、 应

用，与传统油气业务的模式高度契

合，这使得油企进军氢能领域，具备

其他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打通氢气

制备提纯、储存运输、终端加注全产

业链，是中国石化选择的为领跑新赛

道保驾护航的方式，并且已经被证明

行之有效。

但中国石化要做的远不止于此，

整条产业链资源的全方位贯通以及氢

能生态圈的构建，才是让中国石化真

正变身氢能巨头的根本。

生态圈构建：合作大于竞争
氢能和燃料电池具有产业链长、

对经济发展带动力大的特点，围绕

产业链上下游，会逐步形成新的业

态和新的商业模式，培育和构建出

丰富的氢能生态圈。作为前景无限

的新赛道，氢能产业秩序的确立、

生 态 系 统 的 构 建 与 发 展 根 基 的 夯

实，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即便存在竞争与博弈，良性竞争与

析：目前，我国氢能行业属于新能

源行业，替代品威胁较大；现有竞

争 者 数 量 适 中 ， 市 场 竞 争 逐 渐 激

烈；上游供应商一般为能源化工等

企业，议价能力较强，而下游消费

市场主要包括工业、建筑等传统领

域应用以及氢燃料电池车等应用，

议价能力较弱；同时，虽然行业技

术门槛较高，但行业十分火热，众

多企业布局氢能源行业，潜在进入

者威胁较大。

如此看来，中国石化的优势显而

易见。        

从生产环节来看，油企本身就有

着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制氢能力，成

本也相对低廉。中国石化更是在这个

领域长袖善舞，据张玉卓介绍道，中

国石化的氢能发展路线图是先充分利

用现有炼化企业的副产氢，同时关注

光伏发电、风电等低成本发电形式的

电解水制氢。未来五年内，其将在副

产氢基础上引入绿氢，加快氢源由蓝

向绿转变。

在氢的储运环节，中国石化副总

经理凌逸群分析称：“这部分成本变

化最大，是决定氢作为能源可在多长

时间内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关键，

中国石化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实践，

但还需要进一步布局。”但这更像是

自谦之词，作为最早进军氢领域的能

源公司，中国石化已建成42千米“巴

陵—长岭”氢气管道，平稳运营6年。

此外，现有的天然气管网四通八达，

在氢能发展初期或也将起到规模化运

正和博弈也将是绝大多数，这也注

定了合作将成为这一新兴产业的主

旋律。

2018年7月，注册资本高达100

亿元、主攻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

保、高端智能制造和大数据、人工智

能五大领域投资的中国石化资本成

立，成立仅一年投资额就超过60亿

元，其中在氢能领域遍布该产业链多

个环节。

2020年8月，中国石化又发起设

立了恩泽基金，定位为“围绕产业

链，构建生态圈，打造氢链氢圈”，

其投资的首个项目便涉足氢能，之后

在动力电池上游材料，电池资产运营

等领域频繁出手。

2021年1月，中国石化更是史无

前例地同时对话了协鑫集团、天合光

能、隆基集团、中环电子等四家新能

源企业，公开承诺将发挥其在氢能产

业链上的优势，与四家新能源企业合

作建设大型集中式光伏发电、制氢、

运氢、加氢设施，与四家企业合作推

进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在中国石化的落

地，降低用能成本，打造氢能产业大

生态环境。

张玉卓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曾

明示：“构建氢能生态，需要的是多

方势力的协调和齐头并进，合作的价

值远大于竞争。”一个健康的氢能生

态圈，无疑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愿

景，领跑者中国石化，通过资本介入

和资源共享，给出了近乎完美的合作

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