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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氢能以“终极能源”的属性得到重视，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

2024年氢能产业整体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期待未来政、产、学、研、用、金、服等社会各界强强联

合，围绕氢能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科技创新，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实现创新技术成果的

有效转化和广泛应用，快速实现从氢能大国向氢能强国迈进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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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是一种清洁、高效、安全的二

次能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近年

来，氢能以“终极能源”的属性得到重

视，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

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2021-2035）》，产业发展驶入快

车道：氢能制储运加用全链条产业体

系构建完成，并已初步形成产业集群

示范效应；燃料电池技术国产化加速，

成本下降超预期；加氢基础设施超

400座，初具规模；燃料电池汽车保有

量接近 3万辆，车用氢能标准体系构

建完成。

特别是 2024年 3月以来，国家部

署进一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未来

产业，氢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

表，被列入《能源法》；与此同时，国家

加大对投资体系保障的完善力度，多

家氢能与燃料电池企业的在港股成功

上市。这表明我国坚定不移发展氢能

的信心与决心。

然而 2024 年氢能产业整体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电解水制氢方面，出

现成熟技术与新兴技术交叠、技术降

本和价格内卷并行的多重压力；从氢

车示范群建设进度看，3年累计新增

推广约1.3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规划

目标完成率仅42%，未及行业预期；加

氢站建设方面，2024年 1-11月，新增

加氢站43座，建站速度明显放缓。这

些现状都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对氢能产

业的研判与投资信心。因而，2024
年，氢能的投资“寒冬”来得十分突然

与凛冽。

历经 3年时间的“氢能 1.0时代”

的快速发展与布局投入，业界

未能上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

卷，究竟该如何反思，如何破

局？当前，全球正进入“氢能

2.0时代”，氢能产业向绿氨、

绿色甲醇等“泛氢”能源方向

发展。在“氢能2.0时代”风口，业界是

否做好了应对准备？

当务之急，是先要梳理和把握“氢

能 2.0时代”的显著特征，再谋划应对

之道。笔者认为，具体而言，“氢能2.0
时代”具有3个显著特征：

一是从绿氢“标签”到构建液态氢
源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的演变。

根据“3060”发展目标，一定是设

计与构建可实施的“控碳、减碳、低碳

与碳中和”的发展路径。单一的绿氢

“标签”，无疑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

却要承担制氢产业前端投入高、氢气

储运难等瓶颈，产业体系由于绿氢贵

和基础设施投入高等难题，短时间内

很难形成市场闭环。而发展具有我国

自主能源优势的甲醇、氨等液态氢源

体系，不仅可以为低成本氢源市场打

造提供契机，达到控、减和低碳目标，

又可以形成自主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具有自定价权，为氢能市场推广奠定

基础。

二是从技术国产化到发展符合市
场规律的氢能技术目标的演变。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与

制氢技术在过去3年间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不仅实现了系统集成国产化的

能力和打造世界一流生产线的规模，

而且构建了上下游产业链，但在质子

膜、催化剂与碳纸等关键材料国产化

能力方面还差强人意。业界在全力追

赶的同时，需要注意，该技术路线对纯

氢的强依赖与氢气储运带来的瓶颈难

题，是影响该技术市场全面推广的制

约因素之一。因此，发展对氢能纯度

要求低的燃料电池技术，特别是中高

温燃料电池技术，可大幅降低前端氢

能 生 产 与 储 运 成

本，改变加氢难、加

氢贵的产业现状，

成为市场的必然选

择路径。此外，面

对目前的氢气车载

储运体系，短期内利用自主液态氢源

（甲醇等）实施站内制加氢一体化技

术，是实现降本减排的有效途径，而这

亟需政策扶持和快速推广。

三是从单一氢能技术到综合能源
技术“组合拳”路线的演变。

随着人们对氢能技术与产业的不

断深入了解，现阶段单一的氢能技术

路线只能解决有限场景与目标下的高

效转化问题，但无法形成商业闭环。

只有将氢能技术与光伏，风电、储能、

化学能等有机地结合，形成多能互补、

合作共赢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借助

于成熟产业的价格优势，形成商业闭

环。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能

源局等部门所布局的风光氢氨醇、零

碳产业园示范项目，已经为综合清洁

能源方案指明了方向。位于北京大兴

国际氢能示范区B区的集电氢醇一体

的智能微网作为国内首个零碳园区项

目，已经为该路线推广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伴随氢能政策支持力

度加大与技术的全面推进，我国氢能

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但关键材料核

心技术差距、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商业

化推广模式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尚未

完全解决，科学发展格局和理性有序

的行业竞争有待进一步构建。

非常庆幸的是，各级政府主管部

门已经看到我国自主能源优势，如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与甲醇、氨等自主液

态氢源的重要性。期待未来政、产、

学、研、用、金、服等社会各界强强联

合，围绕氢能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科

技创新，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

链，实现创新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和

广泛应用，快速实现从氢能大国向氢

能强国迈进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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