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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发展氢能产业路径研究

 氢能源是指氢和氧进行化学反应释放出的化学能，属于二次能源，作为当前技术条件下最为清洁的终极能源，也是
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6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调研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
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为创新发
展氢能产业指明了方向。

 一、基本情况

 （一）全国氢能发展情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氢气年产能超4000万吨，55%左右是煤制氢，产品主要用
于化工原料。已初步掌握氢能制备、储运、加氢、燃料电池等工艺技术的全产业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300家。规划
和建设制氢项目超过400个，建成加氢站约480座，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约2万辆，新增加氢站、在运加氢站两项指标
均居世界第一，氢能在交通、化工、冶金等领域示范规模引领全球。

 （二）全区氢能发展情况。氢能是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全区已形成氢气产能286万吨
，其中煤化工产氢、用氢总量占我区氢气总产能约97%，电解水制绿氢2.21万吨，绿氢产能居全国前列。建成5公里输
氢工业管廊架及天然气掺氢测试管路4条。建成2座固定式加氢站、1座撬装式加氢站和1座“油气氢电”一体化综合能
源中心，形成加氢能力2000公斤/天。在成本方面，用煤气化制氢工艺的氢气成本约11元/公斤，甲醇制氢成本22元/公
斤，电解水制氢成本18—23元/公斤。截至2023年底，全区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为39辆。

 （三）银川市氢能发展情况。基于氢能项目的危化品属性，目前我市氢能产业链集中布局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
东基地依托可再生氢丰富、重卡物流市场规模大等优势，于2021年获批成为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上海、郑州示范城市
群成员，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唯一获得示范资格的园区，目前已形成氢气产能267.8万吨，约占全国产氢量8%。其中：
煤化工产、用氢总量达260万吨/年，占宁东氢气总产能97%；甲醇制氢产能2.17万吨、化工副产氢产能3.32万吨、绿氢
产能2.21万吨。氢气储罐方面，宝廷新能源公司加氢站项目配套22MPa与45MPa储氢瓶各一组，储氢能力分别为2076
标方/小时、2700标方/小时，储氢总量达到110.66吨/年。输送管道方面，宁东基地已在核心区“一区三园”内建设了3
0公里的工业管廊架，“十四五”期间，将依托建成的工业管廊架规划建设输氢管网，将重点产、用氢企业进行点对
点连接。目前已建成宝廷至五恒化学4公里长、3.0MPa压力的输氢管道和宝廷至沃凯珑1公里长、3.5MPa压力的输氢管
道各1条。已批复建设12座加氢站（含 5座“油气氢电”一体化综合能源中心），其中：宝廷新能源公司、京能宁东
发电公司各建成35MPa、500公斤/天加氢能力的固定式加氢站1座，宝丰能源综合能源中心建成35MPa、500公斤/天撬
装式加氢站1座，加氢站总数达到3座，加氢能力达到1500公斤/天。国能（宁夏宁东）绿氢能源公司35MPa、1000公斤
/天和35MPa、1000公斤/天固定式加氢站2座已建成，计划2024年3月试生产。根据宁东氢能交通发展目标，未来宁东
全域建成加氢站5座以上，加氢能力达到7.5吨/天以上。

 为推动苏银产业园、银川高新区(马家滩C区)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产业配套衔接，银川市规划建设41.93平方公里马
家滩工业集中区，其中马家滩C区3.2万亩后备工业园土地可直接用于建设氢能配套设施。依托光伏组件产业集群化发
展优势，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条进一步强化，为氢能产业上游提供优质、低成本光伏发电装备；绿氢生产开始起步，
中广核灵武100万千瓦新能源离网制氢项目列入国家第三批新能源大基地。2024年7月，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上
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制氢、氢能装备等项目签订战略框架协议，拟实施制氢加氢一体站及制氢装备制造等领域
项目，落地后将成为银川市级首个制氢产业链项目。

 二、氢能产业发展政策情况

 （一）国家及其他省区情况。2022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
—2035年）》，首次明确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稳步推进氢能多元化示范应用等目标。受利
好政策影响，各地投资氢能产业热情高涨。迄今几乎所有省份都发布了涉及氢能的规划和政策，明确氢能产业发展目
标、路线图或时间表。2022年以来，河北省、广东省、山东省、湖北省（武汉）、上海（临港开区）等出台氢能政策
，探索在非化工园区现场制氢、制储加一体化加氢站及非固定式加氢站建设等领域改革创新，助力氢能及燃料电池汽
车产业进一步加快发展。

 （二）全区氢能政策。编制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宁东基地结合实际出台了《
宁东基地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宁东规发〔2022〕2号），引导、扶持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针对氢能生产、储存、运输、加注、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制定了《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安全规范发展实施办法（试
行）》（宁东规发〔2021〕9号），压实政府监管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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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问题与短板

 （一）氢作为危化品的限制性。《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园区建设标准
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等明确“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应当在化工园区（集中区）内进行建设
”“新建危化品建设项目必须进入化工园区，未确定为化工园区的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不得引进危化品领域项目
。”按以上规定，目前，银川市除宁东外，绿氢制造类项目无法落地。

 （二）经济性不高。虽然银川在低成本、大规模制氢方面优势明显，但氢气与化石燃料相比，氢的利用成本高、储
运困难、转换效率低，难以大规模作为能源使用。氢燃料的电池车全环节耗电远高于纯电汽车，只有在长距离重载运
输、高寒地区等纯电车性能不占优势的场景下，氢能车才有机会进入市场。

 （三）管理部门不明晰。《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考核评价规则》明确要求各示范城市按照能源对氢能进行定位
。全国大部分省区对加氢站参照天然气加气站模式管理，由住建部门负责，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不再办理危化品经
营许可证。但目前我区尚未出台加氢站审批流程和安全监管办法，氢气作为燃气的经营许可业务未明确责任管理部门
。

 （四）消纳运输难。虽然目前区内已开展了较多大规模风光绿电制氢项目，但消纳、运输等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一
个较长时间。一般情况下，新能源项目建设周期大致6—12个月，电网建设审批投运周期需3—5年，目前已并网的存
量新能源装机未严格按比例配套建设储能设施。

 （五）低碳路径尚未完全打通。当前，每生产一公斤氢，煤制法需要9—13元，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为17—22千克二氧化碳；天然气制法需要15—22元，碳排放强度为9—11千克二氧化碳。电解水制氢
单厂每年生产规模多为千吨到万吨级，与成熟的煤制氢单厂动辄年产量超过14万吨的规模相比较差距过大。

 四、下一步建议

 （一）紧抓政策机遇。电解水制氢中，电力成本占总成本的70%左右。银川市风光发电资源丰富、具有很大产业优
势，相较于其他地区制氢成本较低。为积极探索开展绿氢开发利用，抢抓氢能产业进入市场化的战略性机遇，提请自
治区人民政府借鉴外省（例如广东）做法，结合我市资源禀赋和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非化工园区可
再生能源制氢产业发展，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消纳和利用提供政策支撑。

 （二）落地产业项目。利用灵武丰富的风光优势就近消纳，实现绿电制氢。在灵武市马家滩C区建设银川氢能产业
示范园区，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氢能领域装备制造企业。积极争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氢能装
备制造板块落户示范园。在先进制氢设备、储氢设备、氢燃料电池及应用装备、分布式发电、加氢站等重点领域实施
一批产业化项目，加快实现先进氢能相关工艺、技术、产品高效转化。

 （三）上下链条联动。利用宁东基地作为上游在石油石化原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碳材料、高分子材料、石墨电极
（针状焦）、包覆沥青、制氢副产石墨等产业。鼓励化工企业与新能源装备配套企业通过投资、联合生产、提供原料
等方式进行合作，实现氢能装备关键材料和原料本地供应。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制氢或离网
新能源制氢，全力争取氢能产业链项目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

 （四）强化电网基础。以新能源高质量就地消纳和大范围优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推动银川220千伏“蜂窝型”双环
网网架、750千伏闽宁变和750千伏西岭变建设，持续提升全市电力系统保障和运行控制能力。试点推进分布式新能源
并网、分布式智能电网（含微电网）技术推广应用。为氢能产业“制、储、运、加、用”全链条发展的重点环节做好
保障，助力氢能产业加速进入成长期，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

 （五）拓展应用场景。除传统的工业领域，多领域的推广应用面临较高的运营成本。需要进一步拓展。借鉴外地先
进经验，例如山西吕梁孝义市投放了大批共享氢燃料电池自行车，加氢50克可行驶50公里；河北张家口在无人机上应
用氢燃料电池。氢能产业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交通运输领域可以解决复杂路况和重载低碳运输的问题，可以尝试在商用
车领域率先打开局面，同时推动氢能替代进入全国自愿减排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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