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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安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的解读

 近日，六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六安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六政秘〔2020〕134号，以下简称《
规划》）。现就文件出台背景、总体思路、重点任务等相关事项解读如下：    

 一、《规划》出台背景

 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是引领能源产业变革的新一代颠覆性技术，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横跨能源、材料、装备制造等
多个领域，创新研发起点高、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创新驱动的先
导性产业。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氢能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产业定位，制定产业
发展战略。我国氢能产业也呈现积极发展态势。国家层面大力支持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各地把氢能产
业作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产业发
展。

 我市自2017年起开始布局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2018年11月，六安市金安区氢能及燃料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列入安徽
省第三批重大新兴产业专项。2019年4月，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衣宝廉合作建设的省院士工作站在六安大学科技园正式
挂牌。2019年4月，印发实施《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支持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的意见》（六政〔2019〕19号）（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六安市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规划》。

 二、《规划》制定依据

 为保持我市在燃料电池领域的先发优势，推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根据《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
030年）》和安徽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制定本规划。规划期
为2020-2025年，展望到2030年。

 三、《规划》起草过程

 我市于2020年5月开始组织编制《规划》。6月初，规划编制组赴上海、六安等地开展专题调研，与国家氢能政策等
衔接；7月中旬，完成《规划》（初稿）；7月21日和7月31日分别在北京和六安召开了《规划》研讨论证会议，邀请
了氢能行业、科研机构的权威专家，知名企业负责人、市直相关部门等参与；7月底，完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征求各县区政府及相关市直部门意见；8月5日，《规划》专家评审会顺利召开；8月18日，书面征求市人大、市政
协意见，同时在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8月28日，召开相关部门参加的征求意见专题会议，进一步修改完善；9月
2日，市司法局出具了合法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形成《规划》（送审稿）；9月中旬，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规
划》（送审稿）。2020年9月23日，《规划》以市政府文件印发实施。

 四、《规划》的总体思路

 强化功成不必在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理念，坚定不移地把氢能产业作为六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振兴先导
性产业进行培育、支持和推动；坚定不移地从支持一个企业转向培育一个产业，把核心龙头企业做优做强，进而推动
整个产业链发展；坚定不移地做好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分工协同，巩固和提升六安在全国燃料电池产业发展中的地位
，力争将六安建设成为国家氢能和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我市在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
新方面的先发优势，致力于打造全国知名的燃料电池自主创新高地、高端制造基地和多元应用试验区，形成完整的创
新链条和高效的创新生态。

 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情况，力争到2025年，实现产业集聚发展，以燃料电池为核心的研发生产企业达到10家左右。
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制造能力大幅提升，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合计产量达到每年8000台左右，氢能产业产值达到百亿
规模。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应用规模达到600辆左右，燃料电池船舶示范应用规模达到10艘左
右，加氢站数量达到5座左右；燃料电池固定发电系统在储能、备用电源和冷热电联供等领域的累计装机达到100台（
套）左右。

 展望2030年，力争成为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高地，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产品成本大幅下降
；吸引一批研发团队和高端制造企业集聚发展，建成面向长三角地区的氢能产业研发制造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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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多元应用技术示范区，成为区域氢能综合应用生态体系的重要力量。

 六、《规划》的重点任务

 （一）构建产业创新体系。以实现燃料电池技术完全自主可控为目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一院三平台
”（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研究院、氢能和燃料电池公共检测平台、氢能和燃料电池新型研发平台、氢能和燃料电池国
产化适配平台）创新支撑体系，加快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创新载体
建设。

 （二）打造产业高地。扶持壮大燃料电池龙头企业，引进关键部件装备企业，聚焦燃料电池研发制造环节，打造核
心发展区。支持周边区县发展配套产业，开展氢能综合利用技术示范。

 （三）推动多元应用。以公交车、物流车等交通运输领域为突破口，重点推进城市公交、厢式物流等燃料电池商用
车示范应用，引导燃料电池汽车与纯电动汽车错位发展，加快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应用进程。开展燃料电池船舶示范
运行，推动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智能化家用和公共建筑用燃料电池冷热电联供的示范应用，构建氢能多元应用格局
。

 （四）构筑供应网络。布局工业副产氢提纯与应用相关技术与产业，降低工业副产氢成本，加强与气体企业的气源
供应合作，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氢能供应体系。分步构建完善的氢气储运网络。围绕氢能产业布局、氢源
保障及终端推广应用统筹推动加氢基础设施布局。

 （五）加强区域合作。立足我市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基础和先发优势，坚持“本地研发制造与周边应用相结合”的发
展格局，加强与合肥、长三角城市、长江和淮河流域城市的氢能发展合作，不断拓展应用市场，推动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联合攻关、应用市场深度融合和各地区互补有序发展。

 （六）实现人才集聚。强化创新人才及团队的引进培育。积极寻求长三角人才智力支持。加强高技能人才的培育。
完善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环境。

 七、《规划》的配套措施

 从加强组织实施、重视安全保障、加大资金支持、推动政策落实、完善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落实氢能产业发展相
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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