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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能产业政策研究》成果在京发布——

探索氢能多元化应用

《 中国能源报 》（ 2020年01月13日 第 10 版）本报记者 武晓娟 

核心阅读

专家认为，除在汽车行业应用外，更应关注氢能在储能方面的独特作用。储

能技术有望根本改变我国的能源体系。通过发展氢储能，可带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氢

能+可再生能源，可使我国整个能源体系更加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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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和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要，科学谋划氢能定位？又该如何防范

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风险？

在1月8日召开的“2019中国汽车影响力论坛暨《中国氢能产业政策研究》成

果发布会”上，专家认为我国氢能发展已初具产业化条件，但应在发展“热”中进行

“冷”思考，以氢能应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通过试点示范探索氢能多元化应用路

径。

氢能是“四新”成员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在我们国家能源中的地位、作用在增强。”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在会上指出。那么氢能在中国到底担任怎样的角

色？在国经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景春梅看来，它有“四个新”。

首先，氢能是我国能源体系的新成员，和电能、热能、汽柴油一起组成二次

能源。

其次，氢能是能源革命的新技术。如氢燃料电池汽车上的应用，从根本上改

变了全球100多年基于内燃机和石油工业体系的供应格局；氢储能和氢储运相关的技

术突破，也会带动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变化。

再次，氢能是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因为氢是绿色零碳能源，作为新兴产业，

热储运和燃料电池带动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同时带动燃料、装备制造以及相关高端制

造业发展。

最后，全球氢能源发展非常迅猛，在贸易、产品、国际合作、标准体系建设

以及国际治理机制构建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作为氢最大的产能国和市场，可

将氢作为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新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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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认为发展氢能应立足能源结构优化，成为能源结构中的重要补充。

车是氢能发展突破口

氢能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谁将成为氢能产业发展的“领头

羊”？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进华看来，“汽车行业可能成为

率先突破、最重要的一个行业”。 景春梅也认为，可以“将车作为突破口”。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在会上指出，燃料电池是氢能发展的关键和重点

领域。目前，我国氢能和燃料电池发展面临国家层面缺乏统筹、原始创新能力较弱、

管理理念滞后、制氢技术经济性有待提高、成本优势不明显、国际合作水平不高等问

题。

“我们要紧紧把握能源革命和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加快探索中国

特色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发展道路，为加快推进规划引领、市场导向、政策健全、标

准完备、企业主体、协同创新、开放合作、社会普及的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做出贡献。”万钢表示。

他建议，应从“坚持战略引领、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布局、坚持市场导

向、坚持标准先行、扩大国际合作”六方面推动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深入分

析当前氢燃料电池产业的技术短板和竞争优势，加速攻克基础材料、核心技术和关键

部件难关，实现自主创新与高水平开放合作的协同推进。”

张进华还表示，燃料电池在汽车领域的发展进程，取决于何时解决便利、清

洁、低成本的氢气供给问题。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氢能除在汽车行业发展被看好外，“更应该关注氢能在储能方面的独特作

Page 3 of 4中国能源报-人民网

2020/10/10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20-01/13/content_1967044.htm



《中国氢能产业政策研究》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全面评价了美欧日韩等国

家和地区的氢能战略，并对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现状、技术水平、地方实践和面临的

问题风险进行系统分析，同样提到：“以氢能应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对此，万钢建议：“将氢能纳入国家能源战略体系，明确氢能在能源体系中

的定位，开发氢能与水电、风电、光伏发电互补系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电-氢输配

协同，增加可再生能源制氢来源，不断提高绿色氢能在消费终端的占比。”

他还指出，应把握发展节奏，因地制宜地清洁利用工业副产制氢，优化氢能

和燃料电池产业的整体布局，有序推进产业发展，使其各展所长，在不同应用场景中

实现优势互补。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氢能在各方面的应用要全面展开，尽快建立健全行业监

管体系和标准体系，通过试点示范探索氢能多元化应用路径。

此外，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认为，业界在致力燃料电池攻关的同

时，也要关注氢气的来源，“只有落实了氢源，氢能产业链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

木。”他强调，制氢路径的选择要把握环保性、经济性、安全性、能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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