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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能产业正驶入清洁发展的快车道。

2024 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加快工业领域清洁

低碳氢应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中国的氢产业也将从灰氢主导的时代，逐渐进

入绿氢主导的时代。由于氢全产业链成本高昂，

《实施方案》提出“充分发挥氢能产业发展部

际协调机制作用，加强部门协同，统筹资金、

项目、政策、标准等要素资源”。这意味着，

中国氢能产业正驶入清洁发展的快车道 , 金融机构需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动氢能技术的研发、
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化应用。

文  |  李卫玲

金融如何赋能氢能产业

金融机构需创新产品与服务，为氢能产业发展

充分赋能。

氢能向绿，资金需求大 
据中国氢能联盟等分析预测，到 2030 年，

清洁低碳氢将成为钢铁、化工等行业重要零碳

原料，年消费量分别达到 174 万吨、376 万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

表示，在《实施方案》的有序引导下，工业领

域清洁低碳氢应用场景建设和市场培育将加快

进行，成为氢能规模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有

力拓展氢能产业发展空间，激发绿色低碳发展

新动能。

《实施方案》制定的主要目标：到 2027 年，

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装备支撑和技术推广

取得积极进展；清洁低碳氢在冶金、合成氨、

合成甲醇、炼化等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在工

业绿色微电网、船舶、航空、轨道交通等领域

实现示范应用；形成一批氢能交通、发电、储

能商业化应用模式；培育一批产业生态主导力

强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聚区，以及专业水平高、

服务能力强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初步构建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七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快清洁低碳氢

替代应用，二是有序提升氢冶金应用水平，三

是大力发展氢碳耦合制绿色甲醇，四是积极推

动氢氮耦合制绿色合成氨，五是加快氢燃料电

池汽车应用，六是稳步发展氢动力船舶、航空、

轨道交通装备，七是探索发展氢电融合工业绿

色微电网。

从源头实现绿色化已成为全球氢能产业的

趋势。2023 年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

经济体陆续更新升级氢能战略，从政策、技术、

资金、市场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清洁低

碳开发利用，试图抢占发展制高点。例如，欧

盟修订《可再生能源指令》，首次提出工业领

域清洁氢替代目标：到 2030 年，工业用氢中的

42% 必须为可再生氢，年需求达 400 万吨以上。

美国发布《国家清洁氢战略和路线图》，提出

到 2030 年，清洁氢总需求为 1000 万吨，其中

炼化和合成氨占比将达到 40%。

尽管各主要经济体对氢产业加大了投入，

但鉴于氢产业的特殊性，投资缺口仍然很大。

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

《净零氢报告》，到 2030 年，全球氢能产业需

要扩大投资至 7000 亿美元，其中 3000 亿美元

用于氢供应，2000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2000 亿美元用于应用端。然而，当前的投资缺

口高达 5400 亿美元。

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氢能市场，氢能产业

的发展也面临较大的资金需求。根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绿色氢能产业发展

白皮书（2024）》，到 2025 年，中国氢能产业

规模预计将达到万亿元；目前在建的可再生能

源制氢项目约有 80 个，产能约 84.7 万吨 / 年，

建设速度正在加快，仍需大量资金支持。

以燃料电池汽车应用领域为例，《氢能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提出，

到 2025 年，我国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 万辆。

要实现这一目标，同样需要资金支持燃料电池

汽车的生产、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

 国金证券的研究显示，2023 ～ 2024 年，

国内立项的项目绿氢产能超 650 万吨，当前落

地项目约 11 万吨产能。预计 2025 年绿氢项目

将迎来招标潮，新疆和内蒙古是绿氢项目建设

的主要地区，待招标的项目产能分别为 35 万吨

和18 万吨；其次为宁夏、河北和吉林，分别为4.3

万吨、3.7 万吨和 2.7 万吨。未来，制氢设备需

求将大幅增长，资金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财政加金融协同发力 
支持氢能产业发展，地方财政与金融机构

携手行动。

以内蒙古为例，截至 2024 年 12 月，内蒙

古已批复 39 个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配置新能

源 2640 万千瓦，制氢规模 107 万吨 / 年，位居

全国第一；已建成绿氢产能 3 万吨 / 年，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20 万吨 / 年。内蒙古正在打造

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生态圈，各类金

融机构为氢能科技型企业提供创业投资、私募

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化、

尽管各主要经济
体对氢产业加大
了投入，但鉴于氢
产业的特殊性，投
资缺口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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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来源 : 国家统计局、中原期货

氢能应用领域：的氢气价格与技术成熟度

乘用车 商用车 氢冶金 氢化工 替代能源(绿甲、绿醇)

可以接受的氢气 40

价格 ( 元 / 千克 )
40 25 20 10 20

关键技术 燃料电池系统 燃料电池系统 氢基竖炉
合成氨、合成甲

醇、石油炼化
氢电耦合

成熟度 (0-100 分 ) 80(国外)65(国内) 75( 国内 ) 80 100 40

发展阶段
国外设备验证，产

业链建设

国内设备验证 ,产业

链建设
示范验证 示范 启动期

目前氢气来源
天然气制氢、工业

副产氢 ( 国外 )

煤制氢、天然气制氢、

工业副产氢 (国内 )
工业副产氢、清洁氢

煤制氢、天然气

制氢
清洁氢

金融机构为氢能
产业提供多样化
支持，方式包括
贷款、融资租赁、
股权融资等，有
助于推动氢能技
术的研发、基础
设施建设和商业
化应用。

接力式金融服务，为氢能产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作为支持内蒙古能源

产业的金融主力军之一，近 5 年累计向自治区

能源行业投放 2000 余亿元信贷资金，新能源行

业贷款余额突破 400 亿元。在氢能行业，支持

自治区首批风光制氢项目内蒙古华电包头市达

茂旗 20 万千瓦新能源制氢工程等示范项目。这

是全国首批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

据悉，为了进一步加大对绿氢产业的支持力度，

中国银行还制定了金融支持绿氢产业发展的专

属金融服务方案。

农发行鄂尔多斯市分行支持制氢加氢一体

化项目建设，审批了 5600 万元贷款，用于伊金

霍洛旗的制氢加氢一体化设施建设。该项目利

用风光弃电制备氢气，服务于煤矿短倒氢能源

车辆，推动能源经济绿色转型。

鄂尔多斯银行与航天科工金融租赁联合为

内蒙古一派氢能和江苏兴邦乌海氢能产业链项

目提供 60 亿元金融支持，重点支持氢能商用车

的生产、销售及使用。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金融机构也在以多种

创新方式给予支持。

广州农商行为雄川氢能提供 100 亿元的氢

能源汽车融资租赁额度，支持氢能汽车的生产

和推广。

建行山东省分行与国氢科技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支持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建设，为国

氢科技的氢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发展提供全方

位金融支持。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市场化债转

股方式投资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达 1.9 亿元，以支持氢燃料电池技术

攻关。

分析人士称，这些案例展示了金融机构在

氢能产业中的多样化支持方式，包括贷款、融

资租赁、股权融资等，有助于推动氢能技术的

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化应用。

车辆高速费是氢燃料电池车辆全生命周期

成本里的重头支出，多地以财政补贴方式免除

氢燃料电池车辆的高速通行费。通过免收高速

通行费，可降低氢燃料电池车辆 25％左右的运

营成本。

                           ＞ 信息来源 : 国家电投

河南省政府今年 1 月宣布，自 2025 年 1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对通行该省收费公路的氢

能货车免收通行费。据统计，这是国内第七个

在全省范围内减免氢燃料电池车辆高速通行费

的省级支持政策。

德邦证券分析师郭雪认为，在不考虑补贴

的情况下，按照 49 吨氢燃料电池重卡价格 110

万元、每百公里 9 千克氢耗、每千克氢气价格

30 元测算，49 吨氢能重卡全生命周期成本约

672 万元，明显高于同规格燃油重卡 537 万元

的成本；而免除高速费后，氢能重卡的全生命

周期成本将降至 501 万元，若再考虑燃料电池

汽车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免收高速费后氢能

重卡全生命周期成本仅约 408.8 万元，相对燃

油重卡已具备显著经济性。

融资上市，行业迎来小高潮
除了财政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支持，资本市

场在氢能产业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氢能行业出现一小波上市潮。

除了加氢站领域的供应商上海舜华新能源、北

京海德利森科技有限公司、国富氢能，还有氢

燃料电池系统领域的亿华通、国鸿氢能、重塑

能源都已实现上市。

还有一批接受券商上市辅导的企业，例如，

氢储运领域头部供应商浙江蓝能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浙江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

2025 年 1 月 19 日，催化剂领域头部供应商济

平新能源也披露了接受辅导的信息。

2024 年 6 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

创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

条措施》，允许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市场潜力

大、科创属性突出的优质未盈利企业在科创板

上市。这一政策为氢能企业，尤其是那些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但尚未盈利的企业，提供了更多

上市机会。

对于氢能企业境外上市的需求，监管层也

通过备案制度为企业提供便利。例如，江苏国

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8 月获

得证监会发行上市及境内未上市股份全流通备

案通知书，为其在港交所上市提供了前置条件。 

地方政府同样给予积极呼应。2024 年 12 月，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的《北京市关于支

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

提出：鼓励国内外各类投资机构设立主要投向

氢能产业的投资基金，支持市、区两级政府投

资基金和社会资本联合设立氢能产业政府引导

基金，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融资，支持金融机构为氢能相关企业提供

创新型信贷产品、发行专项债券和提供担保支

持等金融服务。

前述《实施方案》提出，在氢能领域加快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把中小企业作为提升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的关键基础力量，有利于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

和产业体系。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为有潜力的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服务。所以，专精特新的氢能

中小企业非常适合登陆北京证券交易所。

随着碳市场的不断发展，如何实现碳氢协

同发展也成为业界需要关注的话题。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业务创新部副部长聂利彬建议尽快

将清洁氢纳入我国核证自愿减排体系，充分发

挥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量化清洁氢的减排

效益，推动氢能供给结构调整。他认为需要从

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碳排放数据核查工

作，使其反映真实生产成本的同时，充分量化、

反映氢能对减排的重要作用；二是尽快将清洁

氢的减排量纳入全国碳市场，以推动其降本增

效，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强国际的碳排放

标准合作，为未来国际氢气贸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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