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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会员动态

（本版图文均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提供）

本报讯 近日，北京中科富海低

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富

海”）与惠州市华达通气体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通气体”）

在中科富海中山低温装备制造基地

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中科富海董事长张彦奇与华达

通气体董事长、总裁陈焕忠代表双方

签署《液氢战略合作协议》与《稀有气

体战略合作协议》。基于未来长远发

展目标，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

补的合作精神，共同为促进节能减

排、循环经济，实现国家“双碳”目标

作出应有贡献。

华达通气体以循环经济和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为主，主要针对上游大

型石化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废气通

过碳捕集、碳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利用上游产生的液体粗氨及采购成

品氨生产氨水，用于工业烟气脱硝及

污水处理等领域。同时，积极探索如

氢气尾气回收等更多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和技术。

依托中科院理化所自主知识产

权核心技术，中科富海致力提供液

氢、液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装备、氢

液化装置、LNG-BOG提氦装备、稀

有气体（氖、氦、氪、氙）分离纯化等先

进低温装备以及氢能应用系统解决

方案、高纯稀有气体和工业气体工程

等服务，是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集大型低温制冷装备设计、制造、低

温系统工程与民族工业气体供应商。

双方的合作，将践行环境保护和

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原则，共同为实现国家碳达峰、清

洁生产、循环经济与资源再利用作出

积极贡献。

近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

于批复同意浙江省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区（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认定宁波市、嘉兴市、绍兴市、金华市、

舟山市等5个地区为省级氢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区，嘉善县、长兴县等2个地

区为省级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点。下

一步，将以示范区（点）为重点区域，加

快推进浙江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

宁波市

宁波市2021年实现氢能产业产

值14亿元，建成加氢站5座，已推广

车辆2辆；集聚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

13家，在建项目4个，截至2022年4月

底已完成投资73.41亿元。

宁波市将在港口及城际物流领域

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打造

产业园区，重点推进电堆、双极板、催

化剂等关键零部件技术创新和产业链

建设。发展工业副产氢制氢，有效降

低氢气成本。到2025年，氢燃料电池

汽车推广应用数量力争达到500辆，

建成加氢站5座以上。

宁波市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推

进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水运港-船多

能源融合技术及集成应用》中氢能

模块技术研发；二是开通慈溪市首条

2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示范运营线；

三是推进“氢电耦合直流微网示范工

程”项目建设，加快台塑丙烷脱氢一期

年产60万吨丙烯项目、金发氢能综合

利用项目（一期）建成投产。

嘉兴市

嘉兴市2021年实现氢能产业产

值150亿元，建成加氢站5座，已推广

车辆183辆；集聚氢能产业链重点企

业15家，在建项目12个，截至2022年

4月底已完成投资21.4亿元。

嘉兴市将重点在城市公交及城际

物流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

用，并联合长三角有关城市积极参与

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组建

高水平创新平台和测试中心，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和政策标准体系。发挥嘉

善、平湖、海盐、港区等地氢能产业特

色，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依托嘉兴港

区工业副产氢资源优势，打造长三角

（嘉兴）氢能产业园，大幅提升氢源保

障能力。到2025年，车用氢气供应能

力达到10万吨/年以上，氢燃料电池

汽车推广应用数量力争突破2500辆，

建成加氢站20座以上。

嘉兴市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推

动清华长三角氢能科技园、长三角（嘉

兴）氢能创新中心等园区平台建设；二

是建立氢燃料电池产业“链主”企业

库；三是推动“嘉兴市区至嘉善”“嘉兴

市区至平湖”城际公交示范线建设；四

是启动不少于2座加氢站开工建设。

绍兴市

绍兴市2021年实现氢能产业产值

30亿元，建成加氢站1座；集聚氢能产

业链重点企业29家，在建项目8个，截

至2022年4月底已完成投资27亿元。

绍兴市将重点在城市公交及城际

物流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

用。积极发展工业副产氢制氢，着力

降低用氢成本。依托相关重点企业和

科研院所，加快膜电极、催化剂等关键

材料及氢能储运设备的研发，形成一

批核心技术和突破性成果，不断提升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能力。到2025

年，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数量力

争达到300辆，建成加氢站5座以上。

绍兴市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推

进氢能示范产业园建设；二是建设氢

能与燃料电池工程研究中心；三是建

设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圆锦新材料烷

烃资源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滨海新

区钠创凤登绿色能源材料一体化基地

等重大项目；四是研究制定《绍兴市加

氢站布点规划》。

金华市

金华市2021年实现氢能产业产

值13亿元，建成加氢站2座，已推广

车辆31辆；集聚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

20家，在建项目2个，截至2022年4月

底已完成投资1.45亿元。

金华市将重点在城市公交及城

际物流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应用。围绕双极板、燃料电池电

堆、空压机等重要装备制造，培育一

批关键零部件重点企业。发展工业

副产氢制氢。支持大型物流企业、电

商企业打造氢燃料电池汽车物流

园。到2025年，氢燃料电池汽车推

广应用数量力争达到500辆，建成加

氢站5座以上。

金华市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研

究制定氢燃料电池产业政策，细化制

定金华市加氢站布局规划；二是建成

试加氢站1座运营，开工建设1座；三

是组建金华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联

盟；四是设立氢能产业论坛。

舟山市

舟山市2021年尚无氢能产业产

值，建成加氢站1座，已推广车辆5辆；

集聚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5家，在建

项目4个，截至2022年4月底已完成

投资0.34亿元。

舟山市将重点在港口物流、船舶、

海岛能源等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示范

应用。构建氢能产业研发创新平台，

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努力打造氢

能海上供应链。到2025年，氢燃料电

池汽车推广应用数量力争突破300辆，

建成加氢站5座以上。

舟山市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

支持六横清洁能源产业岛建设，在六

横岛开通1条以上氢能公交示范线

路；二是加快六横加氢站验收投运；

三是推动浙江启明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开展高效

海水电解制氢材料与技术研究，支持

众宇氢能科技（舟山）有限公司与华

中科技大学开展船用氢燃料电池动

力系统研究。

嘉善县

嘉善县2021年实现氢能产业产

值2.19亿元，建成加氢站3座，已推广

车辆100辆；集聚氢能产业链重点企

业3家，在建项目3个，截至2022年

4月底已完成投资18.4亿元。

嘉善县将依托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积极招引氢燃料电池产业优质项

目，打造较为完整的氢能产业链。支

持地方重点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逐步做大做强。推进氢能企业研究院

建设。到2025年，燃料电池产能达到

1万台，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数

量力争突破500辆，建成加氢站5座。

嘉善县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打

造氢能公交运行示范线，2022年前开

通到上海青浦、嘉兴高铁南站的公交

线；二是设立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

金；三是2022年开启1座加氢站，加

快布局储氢设施与氢气管网，对相关

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长兴县

长兴县2021年实现氢能产业产

值1.21亿元，建成加氢站1座，已推广

车辆6辆；集聚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

4家，在建项目3个，截至2022年4月

底已完成投资4.5亿元。

长兴县将建设氢能装备制造产业

园，支持地方重点企业加大技术研发

力度，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影响

力。建设省级氢能技术研发中心及装

备检测平台。在公交领域适当推广应

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到2025年建成加

氢站5座。

长兴县2022年重点工作：一是力

争年内“长兴中心广场至水口、中心广

场至龙之梦乐园”两条公交线路使用

氢燃料公交车投运；二是建成并验收

固定式加氢站 1座（包括综合能源

站），谋划建设加氢站一座；三是加快

推进产业园建设。

近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

告（2021年）》（以下简称《报告》）在

京发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

院长易跃春在发布会上指出，当前，

我国可再生能源制氢产业发展提

速，并带动了制氢电解槽市场的

发展。

据易跃春介绍，2021年，全国氢

气年产量约 3342 万吨，同比增长

33.7%，成为世界最大的制氢国家。

其中，在可再生能源制氢方面，风光

制氢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多地开展

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示范，形成内蒙

古、张家口、宁东等地为代表的产业

建设示范区。

除了制氢领域，氢能全产业链示

范应用项目也取得积极进展，“制、

储、运、加、用”全产业链各环节相关

示范应用项目陆续启动。其中，加氢

站建设创造多项世界纪录，新建加氢

站127座，累计建成加氢站255座，

运营加氢站183座，指标全球第一；

氢冶金成为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有效

新途径，以氢气代替煤炭作为还原剂

的氢冶金技术，有望成为冶金产业实

现脱碳减排的较优路径，冶金行业加

快推动氢能应用，已有多家钢铁企业

率先布局氢冶金。

从投资建设来看，易跃春表示，

目前，我国氢能产业投资大幅增长，

氢能产业年投资总额超过 3100 亿

元，同比大幅增长92%，多个项目达

到100亿元级别投资规模；产业各环

节投资呈现出由产业下游向上游延

伸态势，显示氢能市场以投资拉动式

发展为主。同时，电力和电解槽投资

占到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90%以上，

在全生命周期成本构成中，用电成

本、电解槽成本占可再生能源电解水

制氢成本94%，降低电价和电解槽成

本成为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降低的

关键。

从技术进步来看，易跃春介绍，

我国电解水制氢技术目前已经取

得关键性突破，国内研制国际首

套 1300Nm3/h碱性电解槽下线，具

备 20%~115%宽频调谐制氢能力；

国内首套吨级氢液化系统研制成

功，“大型国产氢气液化系统关键技

术和装备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进

展，基于氦膨胀制冷循环的氢液

化系统调试成功；大客车加氢演

示刷新大客车加注数量、加氢枪

加注速度、车载储氢罐加满程度

等多项世界纪录；全球首个天然气

掺氢燃烧联合循环热电联供项目

投入商业运营，国内在运行燃气轮

机上成功实现 15%掺氢燃烧改造

和运行，为加快自主化氢燃机开发

积累经验。

对于氢能产业的发展特点，易跃春

表示，我国氢能能源产业属性增强，

氢能纳入国家能源统计报表，氢能

作为国家能源体系组成部分的定位

已经明确；各地支持性电价政策促

进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张家口、上

海、广东、四川凉山已出台电价政策

支持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氢能城

市群产业集聚态势明显，氢能发展

潜力较大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山东半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

长江中游等五大城市群，各城市群

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氢能产业集聚效

应，在不同发展维度上各有所长；氢

能跨行业、跨产业融合协同成为发

展趋势，以“风光氢储融一体化”“煤

焦气氢一体化”为典型案例的行业

纵向优化，以“光氢外输冶炼一体

化”“核能制氢冶金一体化”为主要

代表的行业横向合作。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销售

公司”）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以下简称“航天101所”），以及中石

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石化安工院”）以现场和视频连

线的方式举行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在液氢加

注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液氢加氢站

推广示范以及液氢安全利用上全方

位展开合作。

中石化销售公司总经理李玉杏

表示，此次中石化销售公司和航天

101所、中石化安工院的战略合作，

是三方紧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

安全新战略的积极实践；是在三方

一致认可液氢应用技术路线的基础

上，着眼未来产业发展，统筹氢能产

业布局，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能源体系的积极实践；也是贯彻

落实中国石化与航天科技集团战略

合作协议、强化央企间合作的主动

作为。未来，三方将继续拓展合作

的深度和广度。

航天101所所长王成刚表示，中

国石化和航天科技具备良好的合作

基础，签署三方合作框架协议，是推

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清洁低

碳、高效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

支撑；是围绕氢能领域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和自主可控、科技应用示范、品

牌和资源优势发挥、标准及规范体系

建设及产业发展，实现融合发展的重

要举措。希望三方携手共进，大力开

展协同攻关、强化全方位战略合作，

发扬和发挥好央企示范引领作用，加

快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共同为绿色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石化安工院副院长徐伟表示，

中石化安工院与中石化销售公司、航

天101所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申报、集团公司重大科研项目攻关、

氢能标准制订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

作，有良好的合作基础。通过此次三

方合作框架协议签订，能够充分发

挥销售公司在氢能基础设施的建

设、运行能力以及航天101所在液

氢技术方面的技术优势。中石化安

工院将充分发挥氢能安全领域基

础科学实验、安全风险评估、临氢材

料检测、安全防护装备、安全标准规

范等技术能力，与中石化销售公司、

航天101所团结协作，助力我国氢能

产业的安全发展。

三方的合作初心同源、目标一

致，王成刚倡议，希望三方以此次签

约为契机，一是在战略上坚持契合，

坚持规划引领和顶层谋划，结合氢能

发展重点区域，共同推动液态储氢加

氢站等科技创新项目论证和应用；二

是在创新上加强联合，加快前沿技术

突破，提升原创技术水平和商业应用

能力，实现氢能关键装备自主可控和

商业应用；三是在产业上不断融合，积

极构建液氢产业链，中石化是我国氢

能产业头部企业，研究所要做好技术

支撑，努力在液氢领域打造成产业

链的关键一环，三方携手联合产业

链内的优势企业，引领我国氢能产

业的健康发展；四是在发展上密切结

合，三方要加强高层互访和沟通，深

入推进具体项目的合作形式、内容的

尽快落地。

本报讯 近日，国家电投集团氢

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氢科技”）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山

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国氢科技与建行山东省分行

将在共建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共

促氢能产业融合发展、共筑党员活动

阵地、共建企业员工优享计划等方面

进行战略合作。

双方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

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携手共进，实现银企双赢。建

行山东省分行将发挥自身金融优势，

为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建设，为国

氢科技氢能技术自主创新、打造产业

链链长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打造

“金融+产业”合作标杆。

签约仪式上，国氢科技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张银广表示，氢能是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一

环。作为国家电投集团氢能产品线

战略实施主体，国氢科技已实现燃料

电池、PEM制氢设备核心技术自主

化，形成了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

场开发的全链条产业能力。为贯彻

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2021年，国氢科技将黄河流

域氢能产业基地落地济南起步区，并

成立全资公司济南绿动作为建设主

体，目标是打造全国最大的氢能应用

示范区。国氢科技与建行有着良好

的合作基础和共同的发展愿景，国氢

科技愿与建行山东省分行共同建设

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推动氢能技

术创新、自主产业链构建，共创氢能

未来。

建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杨军表示，建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要求，积极推动以数据为关键

生产要素、以科技为生产工具、以平

台生态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金融行

动。建行山东省分行认真落实国家、

山东省委和总行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

战略部署，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强化综合金融服务，

积极构建符合“双碳”要求的氢金融体

系，全力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建

行山东省分行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为国氢科技打造信贷、债券、信托等

综合融资服务模式，为山东实现“走

在前、开新局”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浙江将在7地设立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区

氢能跨行业跨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成趋势

中石化与航天101所将开展液氢加氢站推广示范

国氢科技与建设银行将共建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

中科富海与华达通气体启动液氢与稀有气体战略合作

图为中国石化位于浙江的加氢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