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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引领“氢能热”？

 想象一下，在2050年的某个夜晚，你家因为某些原因突然停电，并且一时半会儿无法恢复。这时你没有慌张，而是
走进车库，打开氢燃料电池车后轮胎中内设的无线供电功能，没有发电机的轰鸣，家中瞬时又恢复了光明。

 这就是氢燃料电池汽车为未来人们设定的场景。

 01氢能在能源结构中角色如何？

 被业内专家称之为“终极能源”的氢能，其来源广泛，既可用传统化石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低碳化技术
制取，也可以通过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制备，并且热值居各燃料之首。

 根据国际氢能源委员会发布的《氢能源未来发展报告》，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的氢能产业将提供3000万个工作岗
位、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氢能汽车将占全世界车辆的20%-25%。美国燃料电池和氢能协会主席说：“我认为氢
能是未来最有前景的能源。”

 燃料电池是当前高效清洁利用氢能的最佳方式，燃料电池汽车是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最佳替代方案，优势显而易见。
燃料电池汽车不仅保持了传统燃油车的使用习惯，续航能达到600公里，而且能实现零排放。

 02各国如何发展氢能

 日本在氢燃料电池领域取得超过1500件专利。将氢能利用作为国家战略方向之一，在2014年发布“氢社会”战略路
线图，在2017年发布了“氢能源基本战略”，进一步明确了2030年的具体行动计划和2050年氢能社会建设的目标。

 美国2005年就将氢能列入“主流能源”选择之一，主要推动了燃料电池汽车在物料运输等特殊领域的应用。截至20
15年，已有34家企业8000多辆燃料电池叉车投入运行，进行了较好的商业化推广。

 欧盟制定了氢能路线图、清洁能源计划和2020年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计划。开展了大量燃料电池及燃料电池汽车的
研究与示范应用，同时在资金投入、燃料电池车队推广项目以及加氢站建设等进行了系统规划。

 03如何摆正氢能落地的姿势？

 “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氢能源首次写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可喜的是，天津
、广东、浙江、四川等多个省市已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发展氢能。一些央企也很重视，目前，上汽、潍柴、
福田、长城等骨干企业已明确规划、加大投入，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和商业化。

 在顶层重视、市场升温的情况下，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是否要向日本看齐，在乘用车市场上大力推进、一拥而上？
并不尽然，氢燃料电池汽车要在中国良性发展，两个原则很重要：一是结合资源禀赋开展产业布局；二是明确氢燃料
电池汽车的角色定位。

 首先，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优质资源千差万别，可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有些地区电力资源丰厚，可以
考虑发展纯电动汽车；有些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或者农业发达，甲醇燃料价廉易得，主要适合推广甲醇汽车或者以甲醇
为原料的水氢汽车。已经选择好先期发展方向的地区可根据自身特性和需求，适当规划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其次，从技术发展和市场状况看，以甲醇为原料的水氢汽车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只要汽车原料箱中有充足的水氢
原料即可保证水氢汽车的续航能力。它可有效缓解充电基础设施覆盖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减少充电设施的投入。水氢
汽车具有内燃机汽车一样的续航能力却没有排放；具有传统电动车的环保性和便捷性却没有充电难题；具有氢燃料电
池汽车一样的绿色动力却没有加氢难题。

 所以水氢汽车解决了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在推广中存在的加氢基础设施成本高、用氢成本高及用氢安全等问题，是
国内最适合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路径。

 04为何在中国没有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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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的氢能源汽车发展不尽如人意。据《中国氢能与燃料电池年度报告2018》，截至2018年11月，中国共有
27座建成的加氢站，其中3座已被拆除，另有16座在建。加氢站多数仅供示范车辆加注使用，尚未完全公开。

 加氢站发展迟缓已成为制约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座加氢站的建设涉及到站址布点规划、
土地、法规等问题，没有政府支持很难全面铺开建。

 另外加氢站建建设成本太高，一座加氢站的建设成本达1500万～2000万，其中设备成本约占百分之八十。

 05如何把握未来氢能赛道？

 氢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向外界释放出了积极信号，接下来各部门应真正将这一积极信号落地，积极推进燃料电池产
业的产业化和大规模的商业化。另外，最重要的是选择一条适合我国氢能发展的路径，真正实现我国氢能的弯道超车
。

 目前，罐氢路线的发展受到用氢成本、用氢安全及加氢站的布局等多个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突破。
即便在燃料电池技术非常成熟的日本也未能有效的克服以上瓶颈。日本知名燃料电池专家曾今说过：“生产一辆氢燃
料电池汽车很容易，难的是如何布局完善的加氢基础设施网络”。

 水氢路线是是氢能与燃料电池的一体化路径，实现了制氢与燃料电池的一体化(制氢与用氢）、小型化和智能化。
该路径只需要配套的甲醇加注设施，并可利用现有的加油站改造。

 基于水氢路线开发的水氢机是采用汽化催化重整及纯化多项技术从甲醇水中获得高纯氢，通过燃料电池系统产生电
、热等多种能源的系统装置。其高效的智能控制系统实现了氢气的即产即用，并为燃料电池发电提供可靠的高纯氢气
。

 目前水氢机产品推向市场首先要解决水氢机的产业化制造。为了解决水氢机的产业化，“上海合既得”立足于打造
水氢制造平台，构建水氢机的产业化及智能制造技术平台，水氢制造平台可以聚集政府、企业资源、先进智造工艺等
综合创新资源加速水氢机的产业化，实现利益最大化。目前，水氢机的生产基地已经从去年开始在山东潍坊、贵州毕
节等地陆续启动，并取得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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