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燃料电池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全世界范围内来讲，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资源、环境保护等
⽅⾯考虑，都⾮常重视氢能的发展，现在氢能和燃料电池已
在⼀部分细分化领域基本做到了商业化。


17年全世界燃料电池的装机量做到670兆瓦，移动类装机量
455.7兆瓦，固定式装机量213.5兆瓦。


截⽌到17年12⽉，全世界燃料电池乘⽤⻋销售累计临近6000
辆。


丰⽥Mirai共计销售5300辆，当中美国2900辆，⽇本2100
辆，欧洲地区200辆，占全世界燃料电池乘⽤⻋总销量的九成
以上。


截⽌到17年年底，全世界⼀共有328座加氢站，欧洲地区拥
有139座已经在运营的加氢站，亚洲地区拥有118座，北美地
区拥有68座。


现在氢燃料电池及氢燃料电池汽⻋的产品研发与商业化的应
⽤在⽇本、美国、欧洲地区快速发展，在制氢、储氢、加氢
等阶段不断科技创新。


01 美国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现状分析







美国氢能的⽣产和储运有AirProducts、Praxair等当今世界领
跑的⽓体公司，⽽且有技术性领跑的质⼦膜纯⽔电解制氢公
司，与此同时还熟练掌握着液氢储⽓罐、储氢罐等关键技
术。液氢⽅⾯，美国在液氢⽣产规模、液氢产量、价格这⽅
⾯都具备较⼤优势。


美国燃料电池乘⽤⻋和叉⻋保有量领跑全世界：丰⽥Mirai在
美国销售了超出2900辆燃料电池汽⻋。


美国具有世界上最⼤的燃料电池叉⻋企业PlugPower，现在
已经有超过2万辆燃料电池叉⻋，开展了超过六百万次加氢实
际操作。


加氢站基本建设⽅⾯，现在北美地区遍布的68座加氢站仅1座
坐落于加拿⼤，其它全部遍布在美国，其加州地区集中度最
多。




美国燃料电池汽⻋液氢消耗量特别⾼，全年度液氢市场需求
量的14%都被⽤以燃料电池⻋。


02 ⽇本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情况





⽇本因为⾃然资源紧缺，政府对氢能和燃料电池的宣传⼯作
⼒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全是最⼤的。


现阶段，⽇本在家庭⽤燃料电池热电联供固定电站和燃料电
池汽⻋商业化的运营层⾯都是最成功的。


早在14年4⽉制定的“第四次能源基本计划”，⽇本的政府就明
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和未来发展“氢能当今社会”的发展战略⼤
⽅向。




说⽩了“氢能社会”就是指将氢能⼴泛应⽤于当今社会⽇常⽣
活和经济发展产业活动当中，与电⼒、热⼒共同组成可再⽣
资源的3⼤⽀柱。


所以，14年6⽉，⽇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氢能与燃料电池战
略路线地图”，明确提出了实现“氢能社会”总体⽬标分三步⾛
的未来发展路线图：到2025年要加快宣传和普及化氢能利⽤
的市场；到2030年要构建⼤规模的氢能供给体系并实现氢燃
料发电；到2040年要实现零碳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


截⽌到2018年1⽉，⽇本燃料电池乘⽤⻋保有量约两千台，
燃料电池⼤巴预估2020年增加到⼀百台。


从现阶段的燃料电池汽⻋价格、保有量和加注站规模来讲，
⽇本尚处在燃料电池汽⻋社会的摇篮期，预估2050年将是⽇
本燃油汽⻋全⽅位向燃料电池汽⻋过渡期。


03 欧洲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现状





之前，欧洲燃料电池和氢能事业联合组织（FCHJU）发布了
“欧洲氢能路线图”（图1）。该路线地图明确提出了欧洲氢能
将来30年的发展战略规划，并取得欧洲⼗七家氢能企业和机
构的⽀持。


该报告书指出，氢是欧洲能源转型的重要元素，到2050年可
占最后能源需求的24%并提供540万个岗位。




为了更好地完成欧洲CO2节能减排总体⽬标，务必发展氢
能。


针对例如天然⽓⽹、运输（特别是重型⻋辆）核⼼部分的规
模脱碳、⾼级燃料和化学原料需要⼤量的采⽤氢⽓。




图1欧洲氢能未来市场需求


除此之外，氢⽓能够彻底解决⼤规模整合可再⽣能源及其实
现成本低季节性储能和跨区域有效清洁能源运输中的瓶颈问
题。


报告指出，到2050年，氢能源将在各个⾏业领域充分发挥重
要作⽤，并为了更好地实现欧洲2050年氢能源产业链总体⽬
标，设定了短期和中期⽬标。


报告预测分析，到2050年，欧洲10%—18%建筑的供暖和供
电能够由氢能源提供；⼯业⽣产中23%的⾼级热能可由氢能
源提供。


报告强调，氢能源的使⽤将产⽣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
应。


到2030年，氢能源的预估部署将为欧盟公司的燃料和相关机
器设备创造约⼀千三百亿欧元的产业链；到2050年达到8200
亿欧元。




氢能源将为欧盟⼯业⽣产造就⼀个当地市场，作为在全球氢
能源经济中市场竞争的跳板。2030年的出⼝发展潜⼒可能将
达到七百亿欧元，净出⼝额将达到500亿欧元。


04 韩国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现状


韩国在氢能源和燃料电池⾏业也是有⽐较强的整体规划布
局，可是其相关技术⽔平较欧、美、⽇略逊⼀筹。以现代等
⻋企为依托，韩国政府未来5年内⽤以氢燃料电池和加氢站的
津贴将达到20亿欧元。


总体⽬标是到2022年为15000辆燃料电池汽⻋和1000辆氢⽓
公交⻋提供资⾦。当中资助计划⽅案包含310个新的氢⽓加⽓
站，政府部⻔还将拟定使⽤法规。


韩国政府于19年1⽉发布“氢能源经济发展路线图”，致⼒于⼤
⼒推⼴氢能源产业，以推动全球氢燃料电池汽⻋和燃料电池
⾏业市场发展。


依据该路线图，韩国政府计划到2040年氢燃料电池汽⻋累积
产量由2018年的2000余辆增加到620万辆，氢燃料电池汽⻋
充电站从当前的14个增加到1200个。


韩国政府表示将逐渐为燃料电池出租⻋和卡⻋提供补助，到
2022年燃料电池公共汽⻋总数将增加到2000辆，并预估在今
年逐渐⽤燃料电池⻋取代燃油警⻋。




在固定式燃料电池这⽅⾯，韩国现阶段的发展重中之重取决
于⼤型燃料电池发电站。韩国⽃⼭集团是推进该项⽬建设的
⾏为主体。


2017年6⽉，该集团完成了韩国最⼤的氢能燃料电池发电站
的基本建设，⽽该发电站的建设成本费⼤概有3600万美元。
据报道，该发电站每⼀年可⽣产144台440千瓦的燃料电池系
统，能够符合市场的要求。


我国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现状及分析


01 我国氢能产业链的结构类型分析





氢能产业链具体涉及：氢的制取、储存、运输和应⽤等环
节。氢既可⼴泛运⽤于传统⾏业，⼜可运⽤于新兴的氢能⻋
辆（涉及乘⽤⻋、商⽤⻋、物流⻋、叉⻋、轨道⻋等）及其
氢能发电（涉及热电联供分布式发电、发电储能、备⽤电源
等）。为促进发展我国的氢能产业，根据现在的资源条件和
能源产业状况，应在加强氢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全⾯推
⼴氢源多样化及氢能多元化和规模化运⽤。


⽬前我国近些年每⼀年纯度99%以上氢⽓的消耗量约700亿
⽴⽅⽶（约600万吨），年产值1200亿元⼈⺠币以上。现在
我国发展氢能的⽣产过程，主要是有煤制氢、天然⽓制氢和
⼯业副产氢，当中⼯业副产氢追溯其上游化⽯能源主要也是
煤和天然⽓。




所以，现在我国氢能⽣产主要也是借助化⽯能源，⽽电解⽔
制氢仅占到⽐例2%—4%，占⽐较为有限。


相对于氢能的消费，我国⼤概90%或更多的纯度99%左右的
氢⽓都⽤于炼化产品⽣产过程中的加氢，以及合成氨、合成
甲醇、⽯油炼化等化⼯⾏业，仅有2%—4%的氢⽓作为⼯业
⽓体⽤于冶⾦、钢铁、电⼦、建材、精细化⼯等⾏业的还原
⽓、保护⽓、反应⽓等，⽽在燃料电池汽⻋⾏业氢能的利⽤
更少。


总体看，现在⽬前我国具有⼀定的氢⼯业基础，但仍然也是
以⼯业原料为主导。


氢作为能源消费的市场规模仍然较⼩。


在氢能和燃料电池发展这⽅⾯，在我国也始终不掉队。16年
10⽉，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与环境分院和中国电器⼯业协
会公布的《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书（2016）》第
⼀次明确指出了在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路线图（表1）。对在
我国中⻓期加氢站和燃料电池⻋辆发展⽅向做好了整体规
划。


《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燃料电池汽⻋发展⽅向，更加是
将发展氢燃料电池提⾼到发展战略⾼度。当前不管是国内的
氢能技术，或者是氢能产业基础，虽然都具备⼀定的发展战
略规模，可是与国际最先进⽔准也有⼀定的差距。







02、我国燃料电池产业和技术发展现状


国内燃料电池产业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在我们国家中东部沿海经济、技术实⼒⽐较强的珠三⻆地
区、⻓三⻆地区和北京市等区域，汇聚了我国燃料电池发展
的重点公司。


⽽且，近2年燃料电池投资关注度升温，由⼏年前的数家发展
到现在的近千家燃料电池公司。


与国外丰⽥、现代等燃料电池⽣产公司发展路线不⼀样，中
国氢燃料电池汽⻋企业重点分布在商⽤⻋领域——氢燃料电
池商⽤⻋已完成批量⽣产。


氢燃料电池乘⽤⻋还处在示范运转环节，其中上汽集团对燃
料电池乘⽤⻋投⼊强度最⼤，17年公布国内⾸款商业化燃料
电池轻型客⻋——⼤通V80。


燃料电池叉⻋⽅⾯，我国现有东莞氢宇等公司布局，伴随着
氢能⾏业市场不断地完善，我国叉⻋⾏业市场会是燃料电池
另外⼀个极⼤的应⽤领域。


加氢站领域，现阶段在我国已形成了⼀批从加氢站设计到运
营的公司企业，这类公司企业主要是聚集在北上⼴区域。


现阶段在我国制氢、储氢、加氢等过程的重要核⼼机器设
备，还⽆法完全“国产化”，成本费⽤难降。




在我国完⼯可运转加氢站12个，在建项⽬19个，典型代表北
京永丰加氢站和上海安亭加氢站均从国外引⼊核⼼机器设备
和技术服务咨询。


在我国示范加氢站及燃料电池客⻋⻋载供氢系统软件尚处在
35兆帕压⼒技术实⼒。为与客⻋配套，⽬前加氢站采⽤45兆
帕隔膜式压缩机、45兆帕储氢罐和35兆帕氢⽓加注机等机器
设备，压⼒标准提⾼也有待未来70兆帕燃料电池汽⻋普及
化。


我国燃料电池技术现状及问题





在系统这⽅⾯，我国燃料电池产品研发以⻋⽤质⼦交换膜燃
料电池为核⼼，现已具有系统独⽴产品研发⽔平且⽣产能⼒
较强。以新源动⼒、亿华通、氟尔赛、重塑科技和国鸿重塑
为代表性的公司，具有年产万台燃料电池系统的批量化⽣产
能⼒。殊不知在燃料电池系统核⼼零部件这⽅⾯，我国与世
界领跑⽔平差距很⼤，基本上没有完善企业产品。


在电堆这⽅⾯，我国燃料电池电堆已经在逐渐起步，电堆及
产业链公司数量逐渐提⾼，产能量级提升，到2018年我国电
堆产能超过40万千瓦。现在，我国电堆制造商主要是有两⼤
类：①⾃主研发，以新源动⼒、神⼒科技和明天氢能为代
表；②引⼊国外完善电堆技术，以⼴东国鸿为代表，其它公
司有潍柴动⼒、南通百应等。


在双极板这⽅⾯，因为机加⼯⽯墨板成本相对⾼，复合材料
双极板近些年逐渐迈向应⽤，如⽯墨/树脂复合材料、膨胀⽯



墨/树脂复合材料、不锈钢/⽯墨复合材料等。我国新源动⼒产
品研发的不锈钢/⽯墨复合双极板电堆现已应⽤于上汽⼤通
V80轻型客⻋上。⼴东国鸿引⼊加拿⼤Ballard公司膨胀⽯墨/
树脂复合双极板⽣产技术，⽣产电堆现已装备数百辆燃料电
池⻋。乘⽤⻋燃料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需求，⾦属双极板相
⽐于⽯墨及复合双极板具有显著优势。⾦属双极板的设计及
加⼯技术主要控制在海外公司，我国公司尚处在⼩规模开发
阶段，可是明天氢能科技公司已经在建设年产万台级⾃动化
⽣产线。


在膜电极这⽅⾯，以新源动⼒、武汉理⼯新能源为代表性，
基本具有了不⼀样⽔平的⽣产线，年产能在数千平⽅⽶到万
平⽅⽶，但还需要产品研发以狭缝涂布为代表性的批量⽣产
技术。市场上主要是⽣产全氟磺酸膜的公司主要是来⾃于美
国、⽇本、加拿⼤及我国。我国已具有质⼦交换膜国产化⽔
平，⼭东东岳集团质⼦交换膜性能指标优异，具有规模化⽣
产能⼒。现在，东岳DF260膜厚度可做到15μm，在OCV情况
下耐久性⼤于600⼩时。


在催化剂这⽅⾯，国外公司领跑，我国正起步。我国尚处在
科研环节的单位有两⼤类：①我国公司，如贵研铂业。贵研
铂业主营汽⻋尾⽓铂催化剂，和上汽共同产品研发燃料电池
催化剂。②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上海交通⼤学、清华⼤学等。⽐如，中国科学院⼤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制备的Pt3Pd/C合⾦催化剂，已应⽤于新源动⼒⽣
产的燃料电池发动机。




在碳纸企业产品这⽅⾯，主要是由⽇本Toray公司等⼏个世界
⼤制造商垄断市场，我国碳纸企业产品尚处在产品研发及⼩
规模⽣产环节。


在系统部件这⽅⾯，氢⽓循环泵主要是依赖进⼝，空压机还
没有能够批量⽣产，缺少低功耗⾼速⽆油空压机企业产品。


总⽽⾔之，我国在整⻋、系统和电堆这⽅⾯均已有所布局，
但零部件这⽅⾯的相关公司仍较少，特别是最基本上的核⼼
材料和部件，如质⼦交换膜、碳纸、催化剂、空压机、氢⽓
循环泵等；我国虽有相关公司逐渐介⼊，但与世界领跑企业
产品相⽐，可靠性和耐久性仍存在很⼤差距，⼤部分核⼼零
部件及核⼼材料仍依赖进⼝。


氢燃料电池的前景


鉴于各个⽅⾯因素，与蓬勃发展的动⼒电池产业链对⽐，氢
燃料电池的⾏业发展并不迅速。据中国电池联盟数据资料，
氢燃料电池需求⽐较有限，2018年全球燃料电池汽⻋销量为
5177辆，在19年，整个燃料电池⻋出货量在6700台左右，多
汇聚在公交⻋和物流⽤货⻋这⽅⾯。预估近年来⾏业不容易
有特别⼤的爆发式增⻓。


虽然现阶段氢燃料电池⾏业不⼤，但国内外科研单位对将来
氢能的能源化利⽤期望特别⾼。⽇本、美国、韩国等国均有
各种导向性现⾏政策，当中，⽇本丰⽥的氢燃料汽⻋已经完
成基本产业化。


我国也于14年起逐渐帮扶氢燃料电池，在公交和物流⾏业现
有许多应⽤范例。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刘坚指出，氢能燃料汽⻋续航能⼒较电动
汽⻋好，更适⽤于⼤功率货运汽⻋应⽤，⼜可以实现与纯电
动汽⻋相仿的环境效应，仍是将来较为理想的⻋⽤能源的技
术选择。


所以，国际能源署对氢能燃料汽⻋市场⽐重有较⾼的期望，
有望与纯电动汽⻋、插电式混合动⼒汽⻋实现三⾜鼎⽴。


上海⼤学可持续能源研究院院⻓张久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
群现已基本形成，但燃料电池产业链特别不健全，⼀部分技
术具有瓶颈期，资⾦也是有缺⼝。⽽在氢燃料电池⾏业尚不
⼤的现在，张久俊认为，这类难题还需要政府部⻔带头来处
理。


现阶段，国内氢能直接直⾯是储运和加注的难题。刘坚提
议，我国应明确氢能加注站的审批流程，健全现⾏政策机
制，与此同时还要做到技术这⽅⾯的科研开发⼯作，做到氢
能产能爆发上涨的筹备 。

来源：氢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