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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十四五”期间将建4座油氢合建站，谋划可再生能源制氢

 2月1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综合能源“十四五”规划》发布。

 展望2035年，新片区全域形成中国特色国际领先能源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一代综合能源体系。在能源供应体系中，打
造输电网坚强稳定、配电网灵活可靠、全电压等级供电容量充裕的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形成“一环网、三压力等级、
六气源站”的天然气管道输配系统，完成“1主+3辅”应急服务站点空间合理布局，形成快速应急响应体系；建设以
成品油、天然气、氢能、电能等绿色能源互为补充，兼具其他智慧增值服务的综合交通能源服务体，站点密度达到12
座/百平方公里；完成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高质量开发利用，
氢能、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等新兴能源技术得到大规
模推广
。能源消费强度发展日趋合理，在有力支撑城市经济建设的条件下，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能源革命的核心价值得
到体现，能源供给与消费更为合理，新型产业技术不断涌现，体制机制与绿色能源结构、产用能一体、资源配置高效
的全新市场组织形式得以呈现。

 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到“十四五”末，“源网荷储一体化”协调优化的综合能源基础设施布局基本完善，支撑“
十四五”新片区经济规模大幅跃升、经济密度明显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快速提升的目标愿景，构建完成与产业、城市
发展相适应的综合能源总体架构。电力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电源、电网设施，构建坚强稳定的输电网、韧性可靠
的配电网，供电服务能力与电能质量大幅提升；燃气方面，高标准布局次高压、中压管网系统，融入全市坚强一张网
体系，并构建高效协同的智慧燃气系统；交通能源方面，新增13座交通综合能源补给站，进一步推进多位一体的绿色
能源站点布局；

。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能力不断提高，能源资源统筹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随着产城融合发展进程推进持续提高
。

 同时，不断完善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能源基础设施体系；系统布局新型能源基
础设施，“一体化智慧城市能源大脑”建成并发挥指挥中枢作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支撑发展绿色建筑、
绿色交通。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与市场建设，提升光伏、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消纳和存
储能力，示范试点探索氢能利用，打造上海乃至长三角清洁能源基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提高清洁能源供应能力。到2025年，天然气供给能力达到16.5亿立方/年，光伏累计装机提高到340兆瓦，风电累计
装机提高到800兆瓦，新建交通综合能源补给站13个，其中含加氢功能站点4个。

 探索光伏适应场景，尝试新型实施模式。利用新片区产业聚集、物流仓储类厂房等所形成的屋顶资源优势，实现新
建厂房光伏屋顶全覆盖，新增分布式光伏200兆瓦以上。重点实施前沿产业区新增140兆瓦以上，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新增55兆瓦以上，以及临港地区保障性住房新增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强化海域风电开发，有序推进陆上风电建设。
通过新建、升级、扩建等方式继续推进周边海域风电建设，适时启动深远海风电开发，结合风貌保护、生态绿地建设
等可结合空间，有序推进陆上风电建设。
布局氢能利用场景，推进试点项目建设。新建4座油氢合建站，建成氢燃料电池动力的中运量公共交通线路（T6线）
，探索氢能物流、氢能分布式供能、氢能楼宇等典型氢能应用场景。

 充分利用临海优势，开展深远海风
电技术、海洋能应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借助氢能产业发展建设，谋划布局可再生能源制氢（P2G）、高效低成本氢气储运、加氢站建设、燃料电池热电联产
等前沿技术领域，构建氢能研发基地；
布局5G网络与能源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支撑新片区能源领域基础设施智能化，并支持双向能源分配和
新型商业模式，以提高生产、交付、使用和协调有限能源资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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