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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首座能够同时满足35兆帕、70兆帕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注

需求的油氢一体化综合能源供给站——中国石化上海石油青卫油氢合建

站正式建成。该站日设计加氢能力为1000公斤，投用后将满足上海市青

浦区、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的物流、环卫、公交等氢能车辆加注需求，助力

上海氢能产业发展。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2021.11.09 星期二
本版编辑：焦红霞 Email：zhgggb@163.com 热线：（010）56805053 0077视野VisionVision

相关新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绿氢或将在2030年前具有经济性
联合国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发布《与气候目标一致的氢能部署指导原则》

（本版图文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提供）

“2021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

国际论坛”近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召

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衣宝廉在会上表

示，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是氢能应

用的突破口，要坚持自主创新，突破

“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材料与部件

的批量生产，大幅度降低燃料电池车、

加氢站建设和氢源的成本，尽快实现

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

衣宝廉认为，在实现“双碳”目标

背景下，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备绿氢，既

可以实现储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再分

配，又能实现难于脱碳领域（如交

通、冶金、建筑等领域）的脱碳。“要

实现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必须大幅

度降低燃料电池发动机的成本和氢

气成本，同时降低加氢站的建设费

用。”衣宝廉说。

在降低燃料电池电堆的成本方

面，衣宝廉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提高

电堆的比功率；二是实现关键材料、

电催化剂、质子交换膜、双极板、膜电

极三合一和电堆批量生产；三是依据

工况和电堆适宜的运行条件制定控

制策略，确保电池系统的可靠性与耐

久性；四是燃料电池的PEMFC典型

极化曲线，它由欧姆极化、扩散极化、

化学极化三部分反映出来，降低这三

个极化，才能够大幅度提高燃料电池

堆的比功率。

衣宝廉表示，以解决燃料电池批

量生产问题来大幅度降低燃料电池成

本，使它能够接近锂电池电动车成本，

这样燃料电池车就可以在重载和长途

运输车方面实现产业化。

衣宝廉指出，还需要创新驱动

来解决燃料电池的技术发展，实现

燃料电池乘用车和商用车的商业

化。“一方面要简化电池系统和电堆

结构，降低燃料电池发动成本和延

长电堆寿命；另一方面要研发高温

膜和抗毒的阳极电催化剂，降低氢

气成本。”

有关氢源问题，衣宝廉重点介绍

了SOEC电解、质子膜电解和碱性电

解三种电解水制氢方法。“我国碱水电

解法是世界上售价最低的。”衣宝廉强

调，“大连化物所发展燃料电池的同时

就开始发展电解水制氢、制订碱水电

解，进而搞了质子交换膜电解，现在已

经做到300千瓦电解槽，并与阳光电

源签订了合作协议。”

针对长距离输氢问题，衣宝廉建

议：利用三北地区丰富的水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大力发展质子交换膜电

解水制氢，送入天然气管网。在需要

氢气的地方，当氢浓度大于5%时，可采

用膜分离从天然气氢混合物中提取纯

氢；当氢浓度低时，可抽取等热值天然气

进行重整制氢。在近海地区发展海上

风电，电解水制氢，利用氢气管道输送海

港，将氢液化作为商品，也可用列管车送

至附近的加氢站。此外，加氢站也可以

建立电解水制氢装置和天然气重整制

氢装置。

关于氢安全问题，衣宝廉主张要

做廉价的、可靠的氢气传感器，同时不

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在氢气可能泄漏

的地方都加上氢气传感器和联动风

机，以此来确保室内外，特别是加氢站

和制氢场所的氢安全。

衣宝廉表示，实现燃料电池关键

材料和部件的产业化并批量生产，同

时提高电堆的比功率就可以大幅度降

低燃料电池发动机的成本，进而降低

燃料电池车的成本。

一要技术创新，简化电堆结构和

电池系统，采用超低铂有序化电极化

大幅度降低铂用量，将燃料电池车的

成本降到锂离子电动车水平，并实现

乘用车商业化。

二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电解水

制备绿氢，采用天然气或纯氢管网输

送氢气，加氢站加的氢可降至每公斤

30元以下，车的运行费用就可以和燃

油车竞争。

三要实现氢气压缩机、高压储氢

瓶和加氢机等国产化和批量生产，建

油、氢、电合建站，大幅度降低加氢站

的建设费用。当加氢站达到一定密

度，再示范商业化乘用车。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召开前夕，

联合国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发布了

《与气候目标一致的氢能部署指导原

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勾画了有

助于优化全球绿色氢气生产以实现

2050年目标的路线图。

《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气候行动

高级别倡导者 GonzaloMu n~oz 和

NigelTopping以及联合国马拉喀什

伙伴关系的全球伙伴长达数月的合作

成果，旨在加强和巩固对氢能在脱碳

进程中作用的认知，帮助利益相关者

解决路径依赖、排放核算以及涉及健

康和社会经济公平等方面的复杂问

题，有助于简化清洁氢气的生产和使

用，同时提高企业、政府和社区发展清

洁氢能的行动标准。

作为全球能源系统脱碳的驱动力

量，可再生能源制取的绿色氢气在过

去几年中迅速增长，受到了广泛的欢

迎。《指导原则》认为，虽然氢能在支持

深度脱碳目标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

用，但在目前，它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一方面，制氢存在不同路径，化石能源

制氢的过程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另

一方面，氢的广泛和无目标应用可能

会使全球经济脱碳的任务复杂化，因

为目前与直接电气化等其他气候解决

方案相比，氢的成本仍然较高。

为此，《指导原则》提出，氢能目前

的部署应主要针对不存在其他解决方

案的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

现有的气候解决方案面临技术障碍的

应用中，氢具有替代化石燃料的巨大

潜力，其中包括航空、海运、炼钢，以及

长途货运。”

另外，需要优先考虑与气候目标

一致的氢能部署。《指导原则》强调，

氢气生产途径包括化石能源制氢和

可再生能源制氢，前者可能会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排放，政府决策者应提供

指导，规定氢生产途径和应用的范

围；氢气生产商和消费者都应透明地

传达其氢气生产和使用的资源、生命

周期排放。

《指导原则》指出，可再生能源制

氢是所有制氢路径中，唯一与实现

“1.5℃”目标严格一致的选择。根据

可再生能源制氢零排放的优势，所有

地区最快将在2030年解决其经济性

问题，并在大多数地区进行足够的投

资。随着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脱碳，

可再生能源制氢将不需要严格的政府

监管和供应链透明度，以实现近零排

放。而化石燃料氢面临着更高的“举

证责任”，即生命周期排放可以被监

测、监管和控制，为此需要严格的自动

化测量和验证系统，以确保排放泄漏

预防和捕获的高标准，这将进一步激

励主要能源和工业公司关注可再生能

源制氢。

此外，《指导原则》还提出，氢的商

业模式方面，应根据现有解决方案的

发展轨迹，从中长期视角进行判断，力

求避免基础设施过度建设或低效建

设。鉴于时间紧迫，决策者需要专注

于启动目标项目，边探索边推进项

目。另外，氢能的开发计划要实现透

明化，确保对公民和消费者负责。

据了解，《指导原则》是马拉喀什

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Marrake-

ch Partnership for Global Cli-

mate Action）发布的气候行动路径

的延伸，该路径是在专家、利益相关

者和相关组织的参与下制定的，明晰

了在2050年之前，每个行动者在每

个10年中可以采取的具体可行的行

动方针，以期实现每个部门的脱碳，

同时展示了一种新的、开放合作的方

法来应对能源和工业部门转型的复

杂性，以努力实现全球温度上升低于

1.5℃的目标。专家指出，政府、企业

和社会组织之间可以通过遵守这些

原则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接近零碳

能源的应用以实现终端用能脱碳的

突破性成果。

据悉，今年发布的“马拉喀什伙伴

关系”气候行动路径，描述了能源领域

如何转型，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

放，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Nigel-

Topping表示：“现在已经到了采取必

要措施推进能源转型的时候了，高效、

可靠、公平和快速地部署清洁能源以

应对气候挑战至关重要。”

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丹·拉

索夫说：“在防止超过1.5℃的灾难性

升温方面，氢能具有重要作用。前

提是氢气的生产清洁，并且巧妙地

应用于难以电气化的领域以实现脱

碳。为此，联合国气候行动高级别倡

导者的《指导原则》为确保氢能投资

完全符合气候目标提供了宝贵的路

线图。”

本报讯 近日，江苏国富氢能

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富氢能”）与沙钢集团张家港海

力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

团”）、海易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易森汽车”）共同签订了

氢燃料电池49吨重卡的试用运营

合作协议。

三方还将共同推广氢燃料电池

汽车的示范运营，并就制氢装备、储

氢、加氢、供氢和燃料电池重卡在钢

铁运输领域的节能减排等应用方面

进行全面深入的合作。

根据协议，海易森汽车将为沙

钢集团供应49吨的氢燃料电池重

型卡车，首批样车预计在未来数月

内交付，并将在沙钢集团位于张家

港海力码头的运营基地进行为期

60天的试运营，为沙钢提供从厂区

到港口的物流运输服务。试运营期

间，国富氢能将通过其加氢站为车

辆提供氢气供应保障。

此外，三方约定在首批样车示

范成功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扩大推

广范围。在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

氢源端的配套上，三方将共同努力、

紧密合作，快速推进核心部件的国

产化、产品销售的批量化、降低综合

应用成本、提升氢能推广竞争力。

据了解，国富氢能专业从事氢

气增压装置与加氢站成套设备、车

载供氢系统、液氢储存容器、液氢罐

箱等产品的设计、制造和相关的技

术及销售服务，并承接氢气液化工

厂等工程项目的设计与装备提供。

国富氢能在上游的制氢，中下游

的储运、配送和终端供氢装备等领

域，依靠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经验，致

力成为国内领先的氢能装备全产业

链一站式设备提供商。

自成立以来，国富氢能为超过

4000辆燃料电池汽车配套氢瓶和

供氢系统，为超过60座加氢站提供

了成套设备，国内氢能装备市场占

有率遥遥领先。

据悉，氢能源现已正式被纳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3060”双碳

目标，在可再生能源的长周期储能

调峰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此次合

作，国发氢能等三方将为氢能在物

流场景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

提供脉络更清晰的解决方案，从而

满足客户更多样的需求，最终实现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目的。

国富氢能携手两企业推广 49 吨氢能重卡

东德实业氢气循环泵助力成都19辆氢车投运
本报讯 近日，19台搭载东方

氢能新一代VM60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的氢能公交车在成都市D705

定制公交线路正式投入运营。其

中，氢气循环泵全部来自烟台东德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德实

业）。此外，该批氢能公交系统核心

重要零部件均实现了国产化。

“东德实业已经与东方氢能建

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助力东

方氢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氢能汽车

的示范运行。”东德实业营销总监徐

军胜表示，东德实业将和东方氢能一

起推动国家“双碳”目标早日实现。

据了解，今年10月底，我国第

一台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雪蜡

车——黄河X7氢燃料电池雪蜡车

在国家体育总局完成了正式交付，

其中的氢气循环泵也是东德实业研

发制造的。

“技术引领着企业高速发展，使

得东德实业成为氢能源技术研发和

转化的‘前沿阵地’。”东德实业总经

理邢子义介绍说，公司与清华大学、

西安交大、山东大学等国内知名高

等院校合作，柔性引进专家团队30

人，其中长江学者2名、泰山学者1

名、知名教授4人，采用独特的型线

设计，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罗茨氢气循环泵及空气压缩机，已

超越国外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

地位，累计申请知识产权190多项，

发表SCI国际论文4篇。

此外，东德实业组织并编写

《燃料电池用氢气循环泵技术条

件》和《燃料电池用空气压缩机技

术条件》相关国家标准，填补了我

国在氢能行业测试标准的空白。

重塑科技与丰田汽车携手开发新燃料电池系统
本报讯 11月3日，上海重塑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塑

科技”）与丰田汽车就共同开发适用

于中国商用车的燃料电池系统签订

合约。重塑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重

塑科技首席执行官林琦，重塑集团

副总裁马晶楠、重塑科技销售公司

执行总监孙北，以及丰田中国董事

长上田达郎、丰田中国高级执行副

总裁董长征、丰田研发执行副总经

理权藤宪治等人出席活动。

“很高兴再次携手丰田汽车共

同推动燃料电池核心技术与产品性

能的创新，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商业

应用场景，为客户创造价值。”林琦

表示，重塑科技持续致力响应国家

推进“双碳”战略的重大决策，聚焦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携手与产

业链合作伙伴共同为氢能应用注入

新的动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及可持

续发展。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重塑科

技与丰田研发秉承一致的开放姿态

和愿景，通过发挥各自专业技术和

优势展开相关合作。该举措不仅将

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中国燃料电池汽

车的应用普及，还有望促进更多的

国际氢能产业合作，共同为改善中

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早在2019年，重塑科

技与丰田汽车就围绕车用燃料电池

技术展开探索，双方合作开发的首

批20辆燃料电池公交车于2020年

1月在江苏省常熟市高新区正式投

运，持续为当地民众提供绿色公共

出行服务。

截至2021年10月，重塑科技

的燃料电池技术应用地区不仅覆盖

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华中、华北，还

拓展至德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

等国外市场。在全球共谋绿色发展

的新阶段，公司将继续深化产业合

作，为全球范围更多的客户提供优

质可靠的清洁动力解决方案。

康明斯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再加码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26）召

开前夕，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明斯”）加入了“1.5℃商

业雄心”联盟（Business Ambition

for 1.5℃）和“奔向零碳”行动（Race

to Zero Campaign）两大颇具影响

力的团体，与全球众多企业、机构一起

倡议制定科学减排计划，实现净零排

放愿景。

据悉，“1.5℃商业雄心”是由各

行业领导者结成的广泛联盟，鼓励企

业 设 定 长 远 、科 学 的 温 室 气 体

（GHGs）减排目标，助力《巴黎协定》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奔向零碳”

行动是联合国发起的一项全球性倡

议，旨在汇集企业、城市、区域、投资

者力量与支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

生存危机，也是康明斯实现‘驱动世界

前行，实现至美生活’使命路上的重大

挑战。”康明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兰博文（Tom Linebarger）表示，“我

们不断创新，持续加大人才、资源、资

金的投入，致力减少对气候的影响。

为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我们需应

对其他众多挑战，但解决气候变化是

重中之重。”

深耕可持续发展之道
发布《PLANET2050》战略

“驱动世界前行，实现至美生活”

是康明斯一直践行的使命。为应对

气候危机，康明斯坚持深耕可持续发

展之道。并且，多年来与多方积极合

作，加入首席执行官气候对话、商业

圆桌会议、国际清洁运输理事会、国

际氢能委员会，在全球范围积极倡导

以创新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

此次加入两大联盟是康明斯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的又一举措。

自 2003 年起，康明斯每年发布

可持续发展报告，是较早开始发布该

类型报告的企业。2017 年，康明斯

开 始 在 科 学 减 碳 倡 议（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下制定科

学的减排目标，并于2019年发布了

公司有史以来最全面、最高标准的环

境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PLAN-

ET2050》。

《PLANET2050》战略包含：着眼

2030年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及

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宏伟蓝图，

满足并超越联合国《巴黎协定》设定的

气候变化目标。

探索能源创新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制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实

现目标，是康明斯始终坚持的传

统。康明斯不断创新，通过不断

投入发展新的技术和能力，以实

际行动助力解决气候和其他环境

问题。

据介绍，在传统能源领域，康明斯

一直致力降低柴油和天然气发动机等

核心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在电动和燃

料电池等低碳和零碳动力领域，康明

斯更是行业先行者，率先为氢能火车

提供动力。

此外，康明斯还是绿氢电解槽的

领先制造商，绿氢是非常有前景的脱

碳燃料，从源头实现零碳排放。目

前，康明斯正与西班牙 Iberdrola 公

司展开合作，建立全球最大的电解槽

工厂之一，用以生产绿氢。

“驱动世界前行，实现至美生活”，

康明斯将继续与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形势，积极探

索应对气候变化的良策。

创新驱动解决燃料电池技术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衣宝廉表示，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是氢能应用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