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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潜力巨大 看好京津冀氢能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清洁的能源形式，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将

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发

展氢能源，美国、日本、欧盟等均从国家能源战略高度布

局氢能产业规划。2019年，我国首次将氢能列入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将氢能与储能作为前瞻谋划的未来产业重点布

局。 

为促进氢能产业有序健康发展，应调动一切资源加快

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

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在各地蜂拥发展氢能产

业链的背景下，我们坚定地看好京津冀氢能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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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产业潜力巨大 为何看好京津冀？ 

作为一种清洁的能源形式，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氢气密度小，热值

高，是现有化石燃料的理想替代品。且氢是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氢资源充足且容易获取，这为

大量开发氢能源提供了可能。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氢能产业对于实现减碳发展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测，到 2050年，我国氢气需求量将接近 6000万吨，实现 CO2减排

约 7亿吨，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超过 10%，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发展氢能源，美国、日本、欧盟等均从国家能源战略高度布局

氢能产业规划。2019年，我国首次将氢能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氢能与储能作为前瞻谋划的

未来产业重点布局。 

一、氢能作为战略性发展产业被频频提及的背后，两大趋势不容忽视 

一是氢气能源属性日益显现。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将氢

能列入能源范畴；此前，氢气主要作为化工原料用于合成氨、石油炼化等工业领域。随着碳中和进

程的推进，氢气的能源属性将日益显现，应用场景和领域不断拓展。根据 IEA预测，到 2050年，

交通、工业、电力、建筑等应用场景需求将超过终端需求总量的 70%。 

二是电解水制氢有望成为主流，“绿氢”发展潜力大。按照制氢环保属性划分，上游制氢方

式主要包括化石燃料制氢（灰氢）、工业副产制氢（蓝氢）和电解水制氢（绿氢）三种。当前，我

国以化石燃料制氢为主，尽管成本低、效率高但其制氢过程碳排放量高，不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

蓝氢是在化石能源制氢的基础上配套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成本适中，但其本质来源仍为化

石燃料，且无法作为大规模集中化的氢能源供应源。随着我国碳中和进程的推进，可再生能源电解

水制氢有望成为主流，随着电解水技术的持续进步，“绿氢”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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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50年氢气终端需求预测（百万吨） 图表 2：氢能分类  

  

来源：IEA、东北证券；清华大学、工行投行研究部 

    在氢气能源属性日益显现和“绿氢”有望满足未来终端能源需求的背景下，加快发展氢能产业，

是推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能源变革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实践。尽管氢能产

业潜力巨大，但由于制氢和储运成本高、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下游应用空间并未充分打开等原因，

氢能产业化发展依然面临较大挑战。为促进氢能产业有序健康发展，应调动一切资源加快关键环节

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二、坚定地看好京津冀氢能发展前景 

起步早，产业能力强。北京是我国氢能技术研究起步最早的地区，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在氢

能供应、终端应用等产业领域优势地位明显。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市氢能产业相关企业、机构数

量约 150家，年产值达 30亿元，氢能产业总体处于中试到产业化过渡阶段。目前已基本掌握氢能

产业体系各技术路线主要环节的关键技术，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全产业链基本贯通，在科技创新、

产业基础、支撑要素和市场应用方面具有全国领先优势。 

协同好，合作范围广。自 2017年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发布区域能源协同发展规划以来，三地

能源协同发展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在战略协同、设施协同、治理协同、政策协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近日，由北京市牵头申报的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被批准为首批示范城市群。京津

冀三地相继发布“十四五”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携手加码氢能产业链，共同推动三地能源产业协同

发展，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产业链产业规模有望突破 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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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大，示范效应好。据统计，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十分之一左

右，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中心之一。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北京市氢能产业将首先以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重大示范工程为依托，培育 5-8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链龙      头企业；力

争建成 37座加氢站，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3000 辆。通过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发挥冬奥等重大工程的

示范效应，有望推动氢气在储能、管道输氢、燃料电池客车等场景低成本应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

展。 

资源丰，氢源有保障。京津冀地区石化产业发达，区域内富集的钢铁、石油化工副产氢能丰

富，年副产氢产能超过 100亿立方米。同时，在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中，

为了保证稳定的电力供应，装机的冗余程度将明显加大。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解水制氢（绿氢）将

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消纳并利用区域内弃风、弃光电量。业内人士

预测，2025-2030年，京津冀区域内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和化工副产提纯制氢可分别满足市场需

求的 75%和 83%。同时，京津冀还可依托消纳“三北”地区可再生能源等方式制氢，氢源保障能力

强。 

空间优，点线面覆盖能力强。面向“十四五”，三地加紧出台相关规划，产业空间布局进一

步完善。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产业功能齐全，点线面覆盖能力强的特点。北京市将打造京北“氢能

产业科技创新应用示范区”和京南“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 天津将依托滨海新区临

港、空港片区，以提升氢能应用示范和产业创新为核心，打造氢能应用先行区、京津冀氢能供给集

散枢纽、燃料电池集成创新基地。河北省氢能产业将构建“一区、一核、两带”产业格局。“一区”

即张家口氢能全产业发展先导区。“一核”即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氢能产业研发创新高地。“两

带”是指先进氢能装置制造产业带以及沿海氢能应用示范带。 

当前，要实现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创新协同和产业协同是关键。在以氢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为代表的应用产业领域，城市群联合申报示范区将成为行业主流趋势。京津冀地区凭借优质的科

研创新体系、完善的制造产业基础、良好的工程示范效应等优势，有望成为未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

的龙头地区，引领全国氢能产业发展，促进整个北方地区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动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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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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