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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能产业
发展概况



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概况

氢气产量

氢燃料电池车辆

氢能相关公司

氢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2 0 2 1 年 ， 中 国 氢 气 产 能 4 1 0 0 万 吨 / 年 ，

产 量 3 3 4 2 万 吨 ， 来 源 与 全 球 结 构 不 同 ，

煤 制 氢 占 比 约 6 3 % ， 副 产 氢 约 2 2 % ， 天 然

气 制 氢 约 1 4 % ， 电 解 水 制 氢 约 1 . 5 %

2 0 1 5 - 2 0 2 1 年 中 国 氢 能 源 汽 车 保 有 量 不

断 增 加 。 中 国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保 有 量 从 2 0 1 5

年 的 1 0 辆 到 2 0 2 1 年 底 的 8 9 3 8 辆

截 至 2 0 2 1 年 底 ， 中 国 已 经 有 氢 能 相 关 企

业 超 过 2 0 0 0 家 ， 涉 氢 上 市 公 司 1 5 0 多 家 。

截 至 2 0 2 1 年 底 ， 中 国 已 有 1 1 大 氢 能 综 合
利 用 示 范 项 目

加氢站

2 0 2 1 年 ， 国 内 已 建 成 加 氢 站 2 1 8 座 ， 较

上 年 增 加 1 0 0 座 ， 预 计 2 0 2 2 年 加 氢 站 将

建 成 2 8 7 座

*数据由HEE整理收集



2019年中国国务院首次将氢能源相关产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中国政府从战略、产业结构、科技和财政方面相继
发布一系列政策，引导鼓励氢能产业发展

政策文件 颁布时间 颁布主体 主要内容及作用

《2021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

2021/4 国家能源
局

1)开展氢能产业试点规范，探索多种技术发展路线和应用路径；2)结合氢能、储能和数字化与能源融合发展等新兴领
域、产业发展亟需的重要领域，研究增设若干创新平台。

《关于加快建立绿色
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
体系的意见》

2021/3 国家发改
委、司法
部

加大对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储能技术，多能互补的政策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氢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开展的标准规
范和支持政策。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

2021/3 中共中央 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在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
未来产业。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
发展》白皮书

2020/12 国务院 2030-2035年实现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应用，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达100万辆左右。到2025年，中国加氢站的
建设目标为至少1,000座，氢燃料成本下滑至40元/kg;到2035年加氢站的建设至少5,000座，氢燃料成本下滑至25元/kg。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35)》

2020/10 国务院公
办厅

1)攻克氢能储运、加氢站、车毂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支撑技术。
2)提高氢燃料制储运经济性，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应用。
3)开展多种形式储运技术示范应用，逐步降低氢燃料储运成本。健全氢燃料制储运、加注等标准体系

《2020年政府工作报
告》

2020/5 国务院 加大氢燃料电池基础科研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关键部件的技术瓶颈，促进产品国产化；鼓励、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开
展氢能示范应用推动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形成，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能源企业牵头建立稳定、便利、低成
本的氢能供应体系。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

2019/09 国务院 要科学规划建设城市停车设施，加强充电、加氢、加气和公交站点等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水
平。

《政府工作报告》 2019/03 国务院 要稳定汽车消费，继续执行新能源汽车购置优惠政策，推动充电、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来源 : 各中国政府部门官網

中国氢能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2019-2021年



国家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中指出：

⚫ 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10-20万吨/年，成为新增氢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到2030年：形成较为完备的清洁能源制氢及供应体系，可再生能源制氢广泛应用；

⚫ 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在终端能源消费中比重明显提升，对能源绿色转型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预测：

⚫ 在 2030 年碳达峰情景下，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将达到 3715 万吨，在终端能源消费需求量中占比约为 5%，

到 2050 年氢气需求量将达到 9690 万吨，2030-2050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9%。

⚫ 在 2060 年碳中和情景下，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将增至 1.3 亿吨左右，在终端能源消费需求量中占 比约为

20%，2030-2060 氢气需求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3%。



保守估计，未来氢在我国终端能源体系占比10%，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氢能

将纳入我国终端能源体系，与电力协同互补，共同成为我国终端能源体系的消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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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万辆乘用车；500万辆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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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氢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地位
Introduction about Hydrogen Industry



2020年9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五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

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

示范期间，五部门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围示范的城市

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地方和企业统筹用于燃

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人才引进及团队建设，以及新车型、

新技术的示范应用等，不得用于支持燃料电池汽车整车生产投资项目

和加氢基础设施建设。

五大城市群：

大兴区为牵头城市组成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上海联合江苏省、宁夏、等6个城市（区域）共同组建“1+6”

上海城市群。

由佛山市牵头，联合广州等城市，组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广

东城市群。

河北省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包含14个城市。

郑州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示范城市群包含11个产业链优势城市。

以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推进氢能产业发展



氢能交通领域



课题名称 氢能动力及供能关键技术集成及在高速、港口、园区典 型场景的应用示范（示范应用）

适应多场景的氢能动力
系统

主要为车辆

高速公路零碳氢能服务
区

数量 ≥2处

氢能来源 可再生能源

氢能供电 发电效率不低于50%

车辆加注 日≥500kg，具备70MPa能力

具备连接附近供氢管道、接驳氢能补给车辆的能力

低碳氢能工业园区

数量 ≥2处

氢能来源 副产氢/可再生能源/低碳原料

氢能供电
供给动力轨道吊≥10个
其他电负荷≥300kW
发电效率不低于50%

车辆加注 日≥1000kg，具备70MPa能力

具备连接附近供氢管道、接驳氢能补给车辆的能力

低碳氢能工业园区

数量 ≥1处

氢能来源 副产氢≥5吨/天

PEM、AEM 电解系统制氢不低于 100Nm3/小时

用氢总量 ≥10吨/天（固定式及车用）

氢气供能
燃料电池热电联供入户企业办公区、覆盖建筑面积超过

5000m2

配套铺设纯氢供应管道不少于 3km，具备连接附近供氢管道、接驳氢能补给车辆的
能力。

氢能高速公路 主要为车辆

山东省与科技部实施“氢进万家”

以山东省为例——氢能已作为综合能源应用的重要环节



新型电力系统对新能源消纳、电网灵活调节、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氢能未来将应用于
其中的源、网、荷各环节。

在电源侧 / 气源侧，工业副产气提纯或新能源就地
制氢、传统电源与氢能耦合等将促进新能源高效消
纳利用，平衡新能源发电出力功率波动，提升新能
源并网友好性，支撑大规模新能源电力外送。同时，
传统煤电耦合新能源、氢能将提升煤电灵活性和清
洁低碳水平，促进煤电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电网侧，在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负荷密集接入、
调峰调频困难等关键电网节点合理布局氢储能电站，
可发挥调峰、调频、调压、爬坡等作用，提高电力
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灵活性。

在负荷侧，氢能热电联产、分布式电制氢加氢站等
可参与电网辅助服务，同时支撑分布式供能系统建
设，发挥电、气、热、冷、氢等不同能源系统的耦
合互补效应，推动综合能源服务发展，提升终端能
源效率和综合供能可靠性。

新型电力系统



氢燃料电池在
中国和贵州的

主要应用



贵州省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 《贵州省 “ 十四五 ” 氢能发展规划》即将印发

贵州省 " 十四五 " 氢能空间布局为结合各市（州）资源禀赋及产业

基础，突出优势集群地区，打造 " 一轴、一带、三线 " 氢能产业

发展核心地带，即 " 贵阳 - 安顺 - 六盘水 " 氢能产业发展核心轴、

" 毕节 - 六盘水 - 兴义 " 氢能产业循环经济带、三条 " 红色旅游 -

绿色氢途 " 氢能应用示范专线。依靠 " 一轴一带三线 " 氢能产业

发展核心地带引领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因地制宜，打造具有贵州特

色的氢能全产业链。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贵州省能源局委托公司执行《贵州省氢能实践及应用方案》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 2019年3月，贵阳市人民政府与贵州海上丝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德国氢能时代技术公司及其他技术伙伴在
筑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展中欧生态环保治理区域合作，打造氢能源示范产业群。

• 整合生态环保治理及氢能源系统解决方案、技术研究、市场应用、装备制造等优势资源，打造以贵阳为制氢、
储氢、氢能应用、相关产业研发和生产制造基地的氢能源产业集群。

• 2019年8月，贵阳市划定小孟生态工业园内65平方公里区域打造——贵阳（经开）氢能产业聚集区。以此为
载体，结合国际氢能发展经验，打造氢能综合运用，聚集氢能产业，形成产业闭环。

由中德企业发起的中欧生态环保治理区域合作及打造氢能源示范产业群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技术 原料 可能的产氢气量

工业副产品
焦气 (六盘水), 化工厂 (福泉

, 开阳, 桐梓)

75,000 吨 / 年

六盘水和贵阳

生物质资源化制

氢
林场废渣、烟渣、污泥

180万吨/年

贵州

可再生能源及谷

电电解制氢

小孟工业园以列入贵阳供电

局示范项目范畴；大唐、华

能等均以启动贵州省内可再

生能源制氢项目备案

煤化工 煤的气化过程产生氢气
19,000 吨/ 年

贵阳

可再生能源装机 装机占比将达到58%以上

贵州对比其他地区发展氢能的自身条件
Regional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Conditions  Compare With Other Areas



建设内容项目：

• 2座涉氢能综合能源服务站；

• 6MW生物质及有机固废资源化制氢；

• 5MW电解制氢站；

• 13km专用输氢管道；

• 多点利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

• 燃料电池公交体系建设。

贵阳（经开）氢能产业聚集区65平方公里

示范项目规划及建设

中德企业已经在贵阳开展了氢能产业聚集区相关项目



模式：通过“技术”+“资本”的方式，打造氢能构成的新型能源
系统及减碳控碳示范基地。通过打造环保+新能源的产业组合，为
地方带来“产业链延伸”+“资金”+“产业落地”

• 化工尾气治理+氢能规模化就地消纳
• 化工尾气治理+绿电制氢+氢能规模化多途径综合利用

新型能源系统



生物质制氢工厂

卸氢站

办公
楼宇

医院 工厂

大数据
中心

氢气市政管网

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应用

电网调度
调峰/调频

➢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源网荷储”小型示范

➢生物质制氢、市政氢气管网、其他分布式燃料电池示范项目

➢分布式能源网络的建立，可为电网提供调峰调频

MQTT
IEC101、IEC61850

智能微电网+综合能源热电联供

商业
酒店

智能微电网+综合能源热电联供



中德企业已经在贵阳开展了氢能产业聚集区相关项目

贵州第一座氢电综合能源服务站

花冠综合能源服务站



综合应用示范——以启动氢能交通（公共交通、物流等）投放

Guiyang (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Cluster



六盘水氢能产业规划发布及氢能示范项目建设

2019年9月六盘水发布《六盘水市氢能

源产业发展规划（2019-2030年）》

➢ 2019年9月发布《六盘水市氢能源产业发

展规划（2019-2030年）》

建设液氢工厂及加氢站基础设施，回收利用焦

炉煤气中的氢气，实现廉价氢气的就地提取消

纳，形成制氢（氢源）、氢储存、运输和利用

的氢能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氢气制

取、储运装备、高值转化的氢能企业，集聚一

批研发中心和检测、认证中心，示范带动我市

氢能产业发展。



项目名称 位置
规模

（万吨/年）
焦炉煤气量
（亿方/年）

氢气量
（亿方/年）

焦炉煤气用途 项目进度

天能焦化 盘州市柏果镇 200 4 2.2
生产LNG，富余氮氢尾气燃烧发电

（约0.8亿方氢气）
已建

宏盛煤焦化 盘州市大山镇 120 2.4 1.32 送入盘南电厂发电利用 已建

首钢水钢 钟山区月产业园 100 2 1.1 用于企业自备电厂发电利用 已建

旗盛煤焦化 水城区 45 0.9 0.5 供应玻纤厂，作为燃料使用 已建

威箐焦化 盘州市大山镇 200 4 2.2
规划利用方面为发电或管线输送

用作工业燃料
在建

旗力新能源 水城区尖山街道 240（分两期建设） 4.8 2.64 12万吨LNG，15万吨甲醇 在建

首钢水钢 钟山区月产业园
320（替换原有100万
吨产能，分两期建设）

6.4 3.52 燃烧产蒸汽，用蒸汽发电 拟建

宏源新能源 盘州市鸡场坪镇 320 6.4 3.52 15万吨/年甲醇和5万吨/年液氨 拟建

中青煤化工 钟山区 510（分两期建设） 10.2 5.61 -- 拟建

新光焦化 盘州市大山镇 200 4 2.2 预计生产LNG和合成氨 谋划

天能公司 盘州市柏果镇
170（替换原有70万吨

产能）
3.4 1.87 预计生产LNG和合成氨 谋划

贵能公司 -- 400 8 4.4 -- 谋划

已建、在建、拟建项目合计每年产氢气量31.08亿方，约每天31.6吨。

六盘水氢能产业规划发布及氢能示范项目建设



六盘水市氢能产业示范项目

六盘水市天能焦化公司制氢工厂一期项目
（规模280Nm3/h）

贵州省第一座油氢合建站及第一条氢能公交线路

六盘水氢能产业规划发布及氢能示范项目建设



替代部分煤
炭

20MPa管束
绿氢储存

去电网或园区自行消纳

200MW光伏储能采用：

锂电池+氢储能形式；

绿氢制甲醇可以减少煤炭消耗，增加

甲醇竞争力，合计年减碳3.6万吨

天然气管道
掺氢

电网

光伏发电
（200MW）

电网谷电

50MW/0.5h
锂电池储能

50MW氢储能
10000Nm3/h

电

氢气

热水

白天光伏出力高峰期

制氢，夜间谷段制氢

部分氢气进入管道供下游使用，多

余氢气储存，在不制氢阶段使用

煤制甲醇生
产装备

50MW储能方式

燃料电池热
电联供1MW

学校/酒店/医
院供热水

兼具：应急/备用功能
电

燃气用户使
用，减碳

10台1000Nm3/h设备

储存6万Nm3氢气

供氢4583Nm3/h

2
8
0
N

m
3
/h

3
0
3
N

m
3
/h

4000Nm3/h

氢气价格：
含容量费17元/kg
不含11元/kg

储能设施总投资约1.5亿元；（其中CHP1200万元）

多元储能系统



移动式氢能应急电源

可移动式燃料电池

供能机器人



固定式发电储运氢技术 绿色化工/冶金储运氢

主流技术

长时间发电以管道天然
气掺氢、管道输氢为主；
短时间备电以高压气氢、
甲醇为主

研究技术

氨、有机溶液储氢、固
态储氢

主流技术

管道输氢

研究技术

冶金工艺优化燃烧技
术（燃烧器、热场分
部特性等）

希望与德方开展合作的
领域

-
多能耦合

氢气的储运

中德企业未来在氢能产业方面的机会



Report by Guizhou Hydrogen Energy 

Efficiency Technologies Co., Ltd.

感谢！

Thanks

贵州氢能效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