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新能源 2121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
编辑：晁毓山 组版：沙欣
邮箱：chaoys@stdaily.com

▶ 本报记者 叶伟

近日，由中国石化发起的

氢能产业链创业投资基金完成

工商注册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标志着中国石化

氢能基金正式设立。该基金首

期规模为 50 亿元，是我国规模

最大的专注于氢能产业链投资

的基金，将围绕氢能“制储运用

研”全产业链各环节展开前瞻

性布局和培育孵化，打造氢能

产业生态圈。

中国氢能联盟秘书刘玮表

示，作为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

的重要践行者，“国家队”央企

在氢能产业从试点探索到有序

破局的进程中肩负着“链长”责

任，将推动我国氢能产业从技

术引进的“跟跑”到生态构建的

“领跑”。

央企竞逐氢能新赛道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可再

生的能源载体，氢能被视为未

来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央企持续加大氢能产

业布局，积极推动氢能全产业

链发展。

作为国内氢能产业链链长

单位，近年来，中国石化将高质

量建设氢能产业链作为国资央

企发挥战略支撑作用的具体路

径，牵头成立中央企业绿色氢能

制储运创新联合体，高标准建设

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打造氢

能装备制造基地，建成氢燃料电

池供氢中心 11 个、加氢站 144
座，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京沪、

京津、成渝、沪嘉甬、济青和汉宜

高速等 7条“氢走廊”，基本覆盖

了“3+2”氢燃料电池示范城市

群，成为全球运营加氢站最多的

企业。同时，中国石化还发挥产

业资本优势，围绕氢能产业链投

资入股了 13家企业。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在内

蒙古、宁夏等地布局“风光制

氢+氢基燃料合成”项目，国家

电投在吉林布局了百万千瓦级

风光制氢项目，中国华能集团

分别在甘肃、江西、四川等地布

局绿电制氢示范项目、氢能制

储加一体化项目、水电解制氢

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 98家央

企中，涉及氢能相关业务的 45
家，占比达 47%。

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

联合创始发起人袁帅表示，央企

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

动能源转型的重要使命，加快布

局氢能产业，有助于抢占未来能

源发展制高点，为国家能源转型

和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当前，我国氢能产业进入

规模化发展关键期。作为国家

战略实施的核心载体，央企深

度参与氢能产业布局，有助于

推动氢能产业从‘规划引导’转

入‘落地实施’阶段。”刘玮说。

推动氢能产业生态完善

“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

技术突破是产业规模化发展的

关键，央企在核心装备自主化、

技术集成创新上展现出强大的

攻坚能力。”刘玮说。

近年来，央企通过全产业

链布局破解“卡脖子”难题。比

如，制氢环节，航天科技集团研

发 的 5 吨/天 氢 膨 胀 氢 液 化 系

统，实现了核心部件 100%国产

化，能耗指标追赶国际先进水

平；国家能源集团的 5 兆瓦碱

性电解水制氢测试平台，推动

氢能检测体系与国际接轨。储

运环节，中国石化启动的京蒙

输氢管道示范工程，为跨区域

氢 能 调 配 奠 定 基 础 。 应 用 环

节，搭载一汽集团研发的国内

首款 2.0 升氢内燃机的轻型氢

内燃飞机原型机实现首飞；国

家能源集团联合中车集团打造

的 2400 千瓦氢动力调车机车，

填补了我国重载铁路氢能应用

空白；中国广核与中国海油联

合研发的百千瓦级高温燃料电

池 发 电 系 统 研 制 成 功 。 截 至

2024 年年底，央企主导的多项

技术装备入选国家能源局首台

（套）名单，展现出全链条技术

发展创新实力。

“氢能产业目前仍处于发

展初期，许多关键技术尚未取

得突破，产业化应用面临诸多

难题。央企凭借其雄厚的资金

实力、丰富的产业经验和广泛

的市场渠道，能够吸引更多的

科研机构、创新企业参与到氢

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中，加速

氢能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

动氢能产业向规模化、商业化

方向发展。”袁帅说，央企投资

布局氢能赛道，将有助于整合

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引导产业

链各环节的企业加强合作，促

进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氢能产

业生态的成熟和完善。

规模化发展仍面临难题

针对目前我国氢能产业规

模化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袁

帅认为，技术层面，氢能产业链

的关键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如

高效低成本的制氢技术、安全

可靠的储氢和运氢技术、高性

能的燃料电池技术等，这些技

术瓶颈制约了氢能产业的规模

化发展。成本方面，氢能生产、

储存、运输和应用的成本较高，

导 致 氢 能 在 市 场 上 竞 争 力 不

足。此外，氢能产业体系不完

善，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

范。这些都成为该产业发展的

障碍。

如何推动氢能产业规模化

发展？刘玮说，需进一步强化

战略定力，聚焦“沙戈荒”“深远

海”等战略区域，扩大可再生氢

产能布局；提高创新活力，依托

国家能源氢储运创新平台、中

央企业绿色氢能制储运创新联

合体等攻克电解槽、燃料电池、

新型储氢等“硬”科技。

袁帅表示，政府应加强政策

支持和引导，制定完善的氢能产

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加大对

氢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资金投

入，建立氢能产业标准体系，为氢

能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

科研机构的合作，突破关键技术

瓶颈，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企业

之间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产业

链的完善和发展。

央企设基金发力央企设基金发力构建氢能产业生态圈构建氢能产业生态圈

本报讯（记者 刘琴）近日，

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国创中心”），工作人员

驾驶一台紫黄色相间的机器人停

到一台新能源汽车前，打开其充电

盖板，直接将充电枪接入。据悉，

这台机器人是中能清储（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清

储”）自主研发的“阿O充电”移动

充电机器人。

中能清储创始人贾泽浩接受

本报采访时介绍说，该款机器人

是一台具备充电功能的轮式机器

人，可灵活前往停车场任意车位

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目前，30台

“阿O充电”移动充电机器人已经

在北京市朝阳合生汇、环球贸易

中心等10余家商场、写字楼落地

应用，充电价格与停车场内的充

电桩保持一致。按照计划，今年

1000 台该款充电机器人将在北

京市150个停车场投用。

“充电机器人解决的是停车

场固定充电桩不足、充电车位被

占用的问题，车主不必四处寻找

充电桩了。”贾泽浩解释道，车主

可以将车停放到任意车位，手机

扫车位上的二维码完成充电下单

后即可离开车位，充电小哥便会

驾驶充电机器人来到车位完成充

电服务，这就从过去的“车找桩”

变成了现在的“桩找车”。

据介绍，“阿O充电”移动充

电机器人在地下停车场可按照最

高 5公里/小时的速度运行，具备

自主避障功能。它虽然个头不

大，只有一米多高，可以爬超 20
度陡坡。从充电速度看，机器人

采用快充模式，充电15分钟续航

里程可达150公里。

据悉，除了由充电小哥操作的

人工驾驶版本，该款机器人还开发

出自动驾驶版本。自动驾驶版本

的充电机器人具备L4级自动驾驶

功能，装载了激光雷达等传感器，

无需人工操作就可以自己抵达车

位。充电机器人配备了机械臂，由

机械臂完成充电等一系列动作。

贾泽浩坦言，中能清储的快

速成长离不开所在孵化器国创中

心的孵化培育，作为科技部批复

设立的汽车行业首个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创中心不仅助力其完

成多轮融资，还推动其与产业上

下游企业建立紧密联系，加速技

术转化与商业模式落地。

6月8日，位于宁夏境内的宁国运灵武100万千瓦光伏复合项目33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

全线贯通。 据了解，该项目线路贯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及吴忠市盐池县，全长36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为宁夏绿色能源高效利用做出积极贡献。

图为中铁十一局施工人员在进行线路贯通前的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千台移动充电机器人千台移动充电机器人
年内在京年内在京““上岗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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