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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超247亿 内蒙古阿拉善探索新能源电解制氢扶持机制

 12月1日，内蒙古阿拉善盟能源局公示《 阿拉善盟新能源“十四五”发展规划
》、《阿拉善盟“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在《阿拉善盟新能源“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指出：“十五五”期间，
制氢项目规模化发展，全面建成以风光为主要电源、氢能、供暖、储能等灵活负荷的智能电力系统。探索建立新能源
电解制氢的扶持机制。如部分免除电解装置的过网费、税费和建设征地费用等；制定政府与新能源制氢企业的长期采
购协议，确保电解制氢的市场；开展新能源电解制氢的试点示范，进一步降低制氢成本。规划年产50000套高压储氢
罐和50000套燃料电池。

 “十四五”目标中指出，2022～2023年为阿拉善基地的规划起步期，阿拉善盟借助现有条件，优先启动一批具备条
件的清洁能源项目，进行氢能开发、光热开发和储能项目试点，开展20万亩光伏治沙示范工程。清洁能源总产值达到
60亿元，成为阿拉善重要的新兴产业。2024～2025年为阿拉善基地的快速发展期，清洁能源项目规模迅速扩大，全盟
清洁能源供电占比达到60%，制氢产业快速发展，对灰氢和用油车辆规模化替代，规模化推动化学储能建设，建成空
气压缩储能试点，光伏治沙经验快速推广，形成100万亩“光伏+沙产业”生产基地。清洁能源总产值达到250亿元，
成为阿拉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十五五”目标中指出，2026～2030年为阿拉善基地的稳步建设期，全盟清洁能源供电占比达到90%以上，制氢项
目规模化发展，实现全盟矿业生产、公共用车的全面清洁化。大规模光热储能和网侧节点储能电站大面积推广，全面
建成以风光为主要电源、氢能、供暖、储能等灵活负荷的智能电力系统，对外建成多条电力输送通道，将阿拉善打造
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中心。光伏治沙面积达到200万亩，治沙经验得到进一步推广。清洁能源总产值达到800亿元
，成为阿拉善的主要产业。 

 主要任务：

 6.4稳步开展新能源制氢工程建设

 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随着其利用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也已逐步纳入我国能源战略，成为我国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战略选择。2019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探索先进
储能、氢能等商业化路径。氢能的开发利用已经步入了关键的历史发展阶段。以氢能为纽带，衔接风能、太阳能等多
种能源形式，利用氢能的优点提高能源供需协调能力，推动能源清洁生产和就近消纳，实现多能协同供应和综合梯级
利用，减少弃风、弃光、弃水电量，取得最佳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6.4.1制氢

 围绕用氢场景，开展风、光电源制氢项目。在苏波卓尔新能源基地、塔木素布拉格新能源基地、乌兰布和新能源基
地和腾格里新能源基地考虑共计720万kW风、光电源用以制备氢气。从能量平衡角度看，在阿拉善地区，约35万kW
的光伏电站或20万kW风电厂的产能可制备1万吨氢气。全盟最终实现年产氢气20万吨，制氢工艺短期内以碱性水电解
水制氢（AWE）为主，远期以质子交换膜电解（PEM）为主。

 6.4.2氢能运输设施建设以加氢站为主要形式的氢能配套基础设施是氢能面向终端消费的重要途径，也是氢能产业长
远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快建设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立氢气供应体系，满足氢能汽车的燃料需求。

 根据各个旗、县的地理位置和车辆用氢量，配置不同数量加氢站。鼓励建设油/氢、气/氢混合站，利用现有加油站
、加气站等已建成的基础设施，降低加氢站征地、建设、运营成本。优先在乌银高速公路、张查高速公路等阿拉善盟
境内的高速公路路段沿线建设加氢站，向其他盟、市途经车辆供应氢气燃料。同时鼓励盟内有较大用氢需求的企业、
工业园区配套建设规模较大的加氢基础设施。

 天然气掺混氢气后可用于天然气内燃机或作为日常燃料直接使用。将氢气与天然气按一定比例混合而得到的代用气
体燃料，燃烧性能满足日常燃料使用要求。由于氢气具有燃烧速度快、燃烧界限宽、比热值小、淬熄长度长等特点，
天然气中掺入氢气可以改变天然气的燃烧特性，减少天然气的使用量。

 重点支持开展天然气管道运输的研究及落地，鼓励企业根据中蒙天然气长输管道的规划建设，规划阿拉善盟境内天
然气门站，在门站进行天然气掺混氢气输送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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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天然气管道掺氢技术，在工业园区或居民小区开展天然气管网掺氢定点示范项目。选择市内适合的天然气站作
为试点项目，改造天然气门站，完成氢气掺混天然气基础设施改造建设。

 6.4.3绿氢应用 

 6.4.3.1氢能交通

 阿拉善全盟矿产、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目前已开发利用的矿产37种，矿产地175处，主要分布于阿拉善左旗贺兰山
、黑山以及阿拉善右旗长山地区。

 全盟有序推进氢燃料汽车替换。以物流运输领域的应用为突破口，带动氢燃料汽车市场发展。重点在阿拉善盟内各
个矿产企业和园区等地研究制定矿产企业、园区氢燃料电池重型卡车、物流运输车应用示范计划，逐年分批次替换柴
油车为氢燃料电池车，重点考虑当地物流运输线路，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工业企业的投放。同时，加快城市公交、
公务、出租等公共领域燃油车辆的淘汰速度，推动各级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大燃料电池汽车采购数量。

 鼓励成立氢燃料电池运输车辆综合服务平台，积极探索融资租赁等商业运营模式，形成良好的示范推广效应，增加
氢燃料电池运输汽车在全盟总汽车数量的投放比例。 

 6.4.3.2重点支持冶金领域用氢 

 重点支持当地冶金、化工等企业，采用外购氢气替代焦炭作为生产原料，冶炼钢铁。减少每年二氧化碳排放数量。
鼓励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措施，积极推广绿色氢能作为高效、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工艺。促进上述等企业与清洁能
源制氢基地开展深度合作，支持与帮扶冶金企业完成节能改造，增加氢能使用在工艺原料中的占比。另外，建成储能
和制氢设施也可参与系统灵活性调节，并开展氢气远距离输送应用示范，为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6.4.4氢能项目规划 

 （1）交通

 围绕阿拉善盟矿产分布，逐步替换燃油矿车和短途运输车，在2030年前在全盟替换各类型重卡5000辆，逐步改造加
油站为提供油、氢、电三位一体的加能站。 

 （2）工业园区

 阿拉善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年等效利用小时数高，新能源电解制氢作为一种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新业态新模式，也
同样步入了关键的机遇期。

 碱性电解法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操作最为简单的一种电解槽，并且投资需求较低。单位立方米氢气耗电量可以控
制在4kWh左右，是目前国际上新能源制氢项目主要采用的技术方式。

 重点在阿拉善“两区三园”地区，打造工业用氢综合应用功能区，将选择合适项目作为工业用氢的典型项目建设推
广。在塔木素博源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中，开展绿氢替代项目，氢气需求量约4万吨。配置150万kW的清洁能源用于
氢气制备。

 在阿拉善高新区，考虑100万kW清洁能源用于园区的电能替代和氢气制备，其中风电装机20万kW，光伏装机80万k
W。首期建设最大制氢量4400Nm�/h、年制氢量1562吨的制氢站。最大制氢量时的负荷约2.2万kW，制氢年用电量约
0.79亿kWh，对应光伏装机容量约3.67万kW。远期建设最大制氢量13000Nm�/h、年制氢量5416吨制氢规模的制氢站
。最大制氢量时的负荷约6.5万kW，制氢年用电量约2.74亿kWh，对应风电装机容量约13万kW。

 阿拉善敖伦布拉格产业园预计年用氢需求为35720吨，考虑降低氢气的运输和存储成本，就近规划在阿拉善敖伦布
拉格产业园附近建设100万kW规模新能源制氢站，采取电解水进行制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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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建立合理反映灵活性资源价值的市场机制

 （7）探索建立新能源电解制氢的扶持机制。

 如部分免除电解装置的过网费、税费和建设征地费用等；制定政府与新能源制氢企业的长期采购协议，确保电解制
氢的市场；开展新能源电解制氢的试点示范，进一步降低制氢成本。

 6.8.1.3发展规划

 （4）氢能设备

 氢燃料电池是使用氢这种化学元素，制造成储存能量的电池。其基本原理是电解水的逆反应，把氢和氧分别供给阳
极和阴极，氢通过阳极向外扩散和电解质发生反应后，放出电子通过外部的负载到达阴极。

 我国在燃料电池领域仍处于导入期阶段，主要制约因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如加氢站等基础
设施较少；二是燃料电池产业链国产化程度有待提升，目前电堆产业链国产化达到50%，成本依然较高。此外，目前
国内电堆企业产线产能利用率低，国内除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前期储
备阶段，造成部分氢燃料电池电堆上游企业批量化生产线建设进程缓慢，生产线工艺选择仍处于摸索阶段。

 目前国内头部燃料电池企业有爱德曼、广东探索、国鸿重塑、潍柴动力、亿华通等多家企业，上述企业在国内燃料
电池装机功率占总装机功率比重较高。

 阿拉善盟紧抓氢能产业关键节点，规划吸引氢燃料电池头部企业落地本市，建设氢燃料电池生产线。生产线包括燃
料电池电堆及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研发与生产、关联零部件产业基地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扩大电堆系统国产
化率，降低氢燃料电池成本。

 2）氢气高压储罐

 储氢技术是氢能利用走向实用化、规模化的关键。根据技术发展趋势，今后储氢研究的重点是在新型高性能规模储
氢材料上。国内的储氢合金材料已有小批量生产，但较低的储氢质量比和高价格仍阻碍其大规模应用。

 物理存储氢（压缩气体、低温液体容器）技术是当前最成熟的存储技术。目前我国45MPa以下的钢质氢瓶设计制备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45MPa钢质氢瓶已在国内近10个运行的加氢站中使用。

 70MPa车用高压储氢气瓶具有安全性好、单位体积储氢密度高等优点，国际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和示范都正在向70
MPa车载储氢方向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70MPa储氢瓶，对70MPa的储氢气瓶的研发设计已成
为国内外诸多气瓶厂家的研究重点。

 阿拉善盟结合氢气储运发展方向，研究与制造并举，规划近期引进国内有高压储氢罐技术优势、气瓶研发经验的知
名企业，在当地设厂，生产30MPa、45MPa高压储氢瓶，用于加氢站、氢燃料汽车等领域。同期鼓励企业开展70MPa
高压氢气储罐、碳纤维储罐的研究工作，取得技术专利，建设70MPa高压储氢气罐生产线，生产储罐外销。

 规划在阿拉善盟引进建设氢燃料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包括45MPa高压储氢罐自动化生产线和70MPa高压储氢罐自动
化生产线，年产50000套高压储氢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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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在阿拉善盟引进氢燃料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年产50000套燃料电池。

 6.8.2技术研发

 在氢能领域，应重点突破储氢关键技术，以氢能在氢农业、天然气掺氢、氢燃料电池汽车及工业领域的应用为重点
，带动氢能产业发展，培育氢能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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