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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2月7日电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即将到来，一则新能
源应用新闻引人注目：冬奥会期间将
在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投入 700
余辆氢燃料大巴车，提供交通服务保
障。

这是氢能源日益广泛应用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我国氢燃料电池膜
电极等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氢能
源全产业链布局日渐清晰。这股氢能
源“旋风”，将给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发展潜力有多大？

绿氢成本不断下降，核心
技术屡屡突破

与其他新能源相比，氢能源储量
大、污染小、效率高。氢能源单位质量
所蕴含的能量约是石油的3倍、煤炭
的4.5倍。氢能应用场景广泛，氢燃料
电池可应用于重载卡车、有轨电车、
船舶、无人机、分布式发电等。

根据制取方式和碳排放量不同，
氢能主要分为灰氢、蓝氢、绿氢。其
中，绿氢是通过光伏发电、风电等新
能源电解水制氢，被称为“零碳氢
气”。

当前，作为“零碳氢气”的绿氢正
呈现技术逐渐成熟、成本不断下降、
市场持续发展的趋势，国内多家企业
纷纷布局绿氢项目。

11 月 30 日，中国石化宣布我国
首个万吨级光伏绿氢示范项目——
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正
式启动建设。这是全球在建的最大光
伏绿氢生产项目，投产后年产绿氢可
达2万吨。

中国氢能联盟预计，到2030年，
中国氢能市场规模有望达 4300 万
吨，其中绿氢的占比将从 2019 年的
1%提高到 10%，市场规模将增长近
30倍。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氢
能产业链上装备国产化进程明显加
快，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在位于广州黄埔区的湾区氢能
孵化中心，一排车身涂成绿色的建筑
垃圾运送车正在等待上牌。与传统燃
油驱动车不同，这些车全部都是氢燃
料电池驱动，仅需8至15分钟便可完
成充氢，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

这批车辆由雄川氢能科技（广
州）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雄川氢能是
广州市最早从事氢能产业的专业公
司之一，目前正在进行催化剂、气体
扩散层、膜电极等关键零部件产业的
国产化替代，其运营的湾区氢能孵化
中心聚集了多个氢能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和研发机构。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原理是高
纯氢与空气中的氧气在催化剂的作
用下，发生电化学反应，生成纯净水
的同时产生电，没有其他任何排放物
和污染。”雄川氢能副总经理李荣军
说。

膜电极被称为燃料电池的“芯
片”，决定燃料电池的性能、寿命和成
本。鸿基创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生
产的膜电极已基本满足产业化应用
需求，并于 2019 年开始批量化生产
并提供给国内外多家客户，年产销量
已超过100万片。

多地布局氢能发展，完整
产业链逐步形成

《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
皮书2020》显示，截至2020年底，占全
球GDP总量52%的27个国家中，16个
已制定全面的国家氢能战略。

近年来，我国在多项产业政策
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氢能产业发展。
2019 年，氢能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将推动加氢等设施建

设。今年 10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氢能“制储
输用”全链条发展；推动加氢站建
设；加强氢能生产、储存、应用关键
技术研发、示范和规模化应用。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氢
能已被全国多个省份列入发展规划，
产业规划和布局逐渐加速。

今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发布《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2021-2025年）》，明确2023年前，
培育5至8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
产业链龙头企业，京津冀区域累计实
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减
少碳排放100万吨。

上海规划到2023年加氢站接近
100 座，形成产出规模约 1000 亿元，
以 及 推 广 氢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接 近
10000辆；广东提出开展氢燃料电池
汽车规模化推广应用，加快推进加氢
站规划建设，在珠三角核心区、沿海
经济带布局建设约300座加氢站。

广州市黄埔区发改局局长杨元
师介绍，作为国家新能源综合利用示
范区的广州黄埔区已建成加氢站 7
座，引进40家左右的氢能上下游企业
和机构入驻，产业链条初步完善。

根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
产业白皮书 2020》，当前我国氢气
产能约每年 4100 万吨，产量约 3342
万吨，是世界第一产氢国。中国氢
能联盟预计到 2050 年，氢能在中国
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超过 10%，产
业链年产值达到12万亿元。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建成加氢
站128座，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保有
量达7000多辆。

业内人士称，国内氢能产业逐步
形成完整产业链，氢能及燃料电池产
业全国“遍地开花”，在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一些城市实现氢燃料电池
汽车小范围规模化示范应用。

产业发展亟须加强统筹与
技术攻关

在氢能前景被普遍看好的情况
下，我国在产业链完善、核心技术研
发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但氢能产
业发展仍存制约瓶颈。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的氢能
技术储备不足，应用规模小，成本高，
基础设施不完善，仍需要依赖补贴才
能实现商业化闭环；地区间差异十分
明显，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将技术装
备向市场变现的能力和条件，氢能项
目一哄而上的现象比较突出。

此外，氢能产业部分关键材料及
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还
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鸿基创能首席技
术官叶思宇表示，目前公司批量化生
产的膜电极所需的催化剂、质子交换
膜、碳纸等尚需进口。

“中国国内并不缺乏对这些核心
材料和技术的研究，难点在于如何通
过工程验证转化为终端产品。”叶思
宇说。

受访企业和专家认为，氢能产业
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需加强顶层设
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
加大力度进行核心技术攻关。

李荣军表示，发展氢能产业需要
国家层面统筹协调，鼓励制氢资源丰
富及财政相对充裕的地方优先发展
氢能，做好前期的示范推广应用，推
动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和技术迭代。

叶思宇等建议，通过产业联盟、
创新平台等形式，组织产业链龙头企
业与高校、研究所一起联合攻关，创
新应用场景，扩大推广规模，加强工
程验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
一公里”。

我国氢燃料电池膜电极等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氢能源
全产业链布局日渐清晰

“氢风”来袭潜力有多大？

12月7日拍摄的西村港跨海大桥合龙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位于广西北海市的西村港跨海大桥顺利合龙，为2022年10月达到通

车条件奠定基础。
据了解，西村港跨海大桥全长2544米，建成后，将连通北海市银滩新城和

海洋新城，对当地发展向海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7 日 电
记者 7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自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全国思政
课教师数量大幅增加，至今年
11 月底，登记在库的高校思政
课专兼职教师超过 12.7 万人，
其中专职教师超过9.1万人。

教育部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高学历、年轻化已成为思
政课教师队伍发展新状态。与
2016年相比，全国思政课教师总
数增加6万人，其中专职教师增
加4.5万人。9万多名专职思政课
教 师 中 ， 49 岁 以 下 教 师 占
77.7%，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

72.9%，具有高级职称的占35%。
2021年，思政课专职教师中拥有
博士学位的有17866人，比2016
年增加8486人。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
长魏士强表示，5年来，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广大学生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思想基础更加巩固，听党话
跟党走的决心更加坚定，制度
自信进一步增强。下一步，教
育部将推出并全面实施时代新
人培育工程，继续进一步推广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
式创新，扩大试点范围，2023
年力争实现全覆盖。

高校思政课教师总数超过12.7万人
专职教师超过9.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