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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推进氢储运基础设施和氢气管网等氢储运系统建设

 7月8日，辽宁省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氢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提案
》（0233号）答复意见。

 大连市将根据氢能产业发展进程，推进氢储运基础设施和氢气管网等氢储运系统建设。积极推动氢能产业向重点园
区集聚，规划布局“一区两园一基地”。重点推动氢燃料电池重卡、货运车在沈大氢能高速示范应用，稳步推动氢燃
料电池公交车示范应用，实现氢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系统应用，加快研究推动港口及新机场工程建设等场景应用。

 以下为原文

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氢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提案》（0233号）答复意见

XX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氢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我市工业发展提出的真知灼见。现将办理情
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为做好本提案的办理工作，我局会同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人社局等单位从各自职责提出
了办理意见，并由我局汇总答复。

 大连是氢能与氢燃料电池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高地，研发资源、研发能力和创新成果在国内外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已初步形成相对完整的氢能产业链。在氢燃料电池电堆及部件方面，有新源动力、国创氢能等企业；在氢燃料
电池系统及零部件方面，有洺源科技、大连宇科、大连擎研等企业；在燃料电池测试设备方面，有锐格、宇科等企业
；在燃料电池智能生产线方面，有豪森等企业；在氢燃料电池整车整机方面，聚集了东风日产、一汽大客、华晨等汽
车企业，中车大连、大连齐车等轨道交通企业以及大连船舶重工、中远船务等船舶制造企业。氢气制取方面，有福佳
大化、中触媒等廉价副产氢源企业，岩谷气体等甲醇裂解制氢企业，红沿河核电站、华能大连电厂等具备绿氢制取条
件的企业；氢气储运方面，有岩谷气体等专业氢气储运企业。在氢检测方面，大连锅检院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
气瓶和瓶阀等特种设备的型式试验机构，也是我国唯一一家综合性国家气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另外，大连具有雄厚
的装备制造业基础，能够为氢能产业中压力容器、泵、阀等配套设备制造提供支撑。

 二、对提案建议的逐条答复；

 （一）加快关键技术研发

 我市科技等部门持续优化科技攻关组织模式，通过实施“揭榜挂帅”、重点研发计划、科技人才等科技计划项目，
支持氢能源汽车领域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产品开发，加速氢能源汽车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

 目前，金普新区“氢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和监测平台”已完成建设；大连化物所加快制氢、储氢和氢燃料电池技
术研发，新一代基于高性能膜电极和薄层金属双极板电堆单堆功率达到200kw以上；大连海事大学牵头“氢能驱动典
型船舶关键技术”项目将引领我国氢动力船舶标准化设计、数字化建造及智能化运营。我们将继续加大支持产业链创
新发展，加强氢燃料电池电堆、膜电极、双极板、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攻关、成果转化，重点发展低成本、大功率的氢燃料电池电堆及规模化生产。

 （二）解决氢气储运问题

 我市将根据氢能产业发展进程，推进氢储运基础设施和氢气管网等氢储运系统建设。近期（2021-2025年），以高
压氢气集装管束短距离运输优势，积极推进氢气高压气态运输，适时增加长管拖车数量，保障用氢需求，探索开展更
高压力的氢气长管拖车运输、有机液态运输、液氢运输和管道输氢示范。远期（2025-2035年），适时开展掺氢天然
气管道和纯氢管网建设规划，逐步扩大管道运氢的规模和覆盖范围，形成完备的氢气管网建设和运营技术体系，降低
氢气储运中心到消费终端的氢气传输成本。

                                                  页面 1 / 2



大连：推进氢储运基础设施和氢气管网等氢储运系统建设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212728.html 
来源：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搭建技术创新载体

 一是加快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聚焦燃料电池系统的集成优化、高性能材料开发与应用、智能化制氢技术等关键
领域，支持氢能源汽车龙头企业与在连高校院所集聚创新资源，共同建设氢能领域的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和新
型研发机构，建立健全联合研发攻关机制，提升氢能源安全高效利用、系统集成及关联产业融合创新能力。

 二是强化氢能领域科技合作交流和科技招商。积极对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依托区域合作专项、共建科技创
新平台等，开展氢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合作。强化科技招商，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氢能头部企业及研究机构在
连落地，为我市氢能源汽车产业延链补链。

 （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我市积极推动氢能产业向重点园区集聚，规划布局“一区两园一基地”。加快建设高新园区氢能技术研发走廊，着
力提升金普新区氢能装备制造业产业项目承接力；加快推动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港产城”一体化绿色氢湾建设；长兴
岛经济区加快建设绿氢项目并布局甲醇储运基地，发展氢基能源产业，推动石化项目绿氢替代。

 （五）完善氢能汽车基础设施

 目前，全市已建成加氢站6座，其中甘井子区2座、金普新区2座、高新区2座（高新区包含一座企业自用加氢站）；
各地区正在推动建设加氢站8座，其中甘井子区1座、高新区1座、金普新区5座、太平湾1座。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
将不断完善政策，吸引社会投资热情；并鼓励自建自用加氢站，不断推进氢能产业向好发展。

 （六）推进示范应用工程

 近年来，按照全市氢能产业发展工作总体部署，我市以氢燃料公交车作为切入点积极推进示范应用。2021年，我市
投入60台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5条线路示范运营。近期，我们将重点推动氢燃料电池重卡、货运车在沈大氢能高速示
范应用，稳步推动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示范应用，实现氢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系统应用，加快研究推动港口及新机场工
程建设等场景应用。围绕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规模化示范应用，带动上下游产业及横向产业协同发展。

 （七）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打造清晰明了、高效直达的人才政策体系。出台“兴连英才计划”15项人才政策，包含了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科技人才创新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安家费、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薪酬补贴、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健康管理等
政策，政策兑现实现“即申即享”，提升用人主体和人才体验感和获得感，各符合条件的用人主体和人才可与相关部
门对接办理。

 二是围绕产业需求，培养中青年科研人才。合理布局博士后科研创新载体平台，鼓励推荐我市人才申报省“兴辽英
才”计划博士后储备项目、优秀工程师等人才项目。深入落实“兴连英才计划”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助、柔性引进高
层次人才等资助项目，实现政策直达、待遇高效兑现。强化人才激励制度，增强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意识，高
质量开展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选拔推荐工作。

 三是着力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效率及水平。以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为牵动，推进人才分类评价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充
分授权。按照“让企业申报有渠道、让人才发展有通道、让人才评价有实效”的原则，开展民营企业、中小型科技企
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12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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