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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氢能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氢能产业瞬时受到全国上下广泛关注，尤其是作为氢能应用重要领域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因其具

有环保性能佳、转化效率高、加注时间短、续航里程长等特点和优势，受到各界热烈追捧。嘉兴市发改委

作为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主管部门，近期牵头或参与对接了多个氢能产业项目，对氢能产业的了解

逐渐深入，并对嘉兴市发展氢能产业有了新的认识。

发展机遇

政策环境有条件。在国家层面日益重视氢能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2019年 1月，浙江省政府发布《浙

江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明确提出“加快培育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在嘉兴

等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试点示范”等。近期，省发展改革委拟定的《浙江省培育氢能产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将嘉兴列为氢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示范试点，大力支持嘉兴有关

氢能项目建设，支持嘉兴加快氢能产业发展和率先开展应用试点示范等。

产业发展有基础。一是嘉兴是省内氢能资源最为丰富地区之一。嘉兴及周边拥有大量化工企业，目前

仅嘉兴港区化工园区涉氢投产企业 11家，年产氢气量可达 10亿 m（3 含在 建和规划项目），副产氢气资

源丰富。二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良好。嘉兴光伏发电、风电、核电产业基础扎实，将氢燃料电池与风电、光

伏、储能及新能源汽车等集合建立高效清洁的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构建有效运转的产业生态圈具备优势

和可能。三是氢能代表性企业初步集聚。嘉兴目前已经聚集多家实力强劲的氢能企业，如嘉善爱德曼氢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建成国内第一条金属双极板燃料电池生产线，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南湖区德燃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累积开发燃料电池系统 300多台套），嘉兴经开区落户全球领先的甲醇制氢公司 Ele-ment1(中

美合资)、汉丞氢能源（生产质子交换膜和储能电池 膜）等。近期，国内氢能领域著名企业美锦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落户嘉兴秀洲区，拟投资百亿打造氢能汽车产业园，搭建氢能产业生态圈。除此之外，嘉兴汽车

零部件产业基础扎实，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完善，如果氢燃料电池汽车实现突破，嘉兴相关企业能提供较

为完善的配套和产业支撑。



地理区位有优势。当前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加快推进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嘉兴地处长三角几何中心

地带，东接上海、北邻苏州、西连杭州、南濒杭州湾，交通便利，区位优越，与周边城市经济、社会交往

密切。而氢燃料电池相较于锂电池技术，解决了续航里程短、充电时间长的问题，使跨区域、长距离运输

成为可能。同时，长三角城市共同致力推动的 G60 科创走廊建设，嘉兴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相对

于国内其他城市而言，在氢能产业布局、氢能基础设施跨区域建设等方面，嘉兴更具优势、更有可行性和

操作性。

短板和挑战

起步已慢人一拍。随着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的突破，氢能产业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作为新能源相较

锂电池具有更长的产业链和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全国多地均纷纷出台政策，扶持氢能或氢燃料电池产业发

展。除江苏省如皋市、广东省佛山市氢能产业初成气候的地区外，上海市、广州市、苏州市等地纷纷出台

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潍坊、青岛、大同、扬州等地也都纷纷跟进，加快布局。目前，北京、郑

州、大连、中山、常州、十堰、成都等城市已经布局或正在加快建设加氢站等氢能基础设施。对比嘉兴看，

不但省里尚无氢能产业的顶层设计，嘉兴也没有氢能产业的具体政策和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与发展和先行

地区相比，已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产业链还不完善。嘉兴发展氢能产业虽然具备一定条件，也初步集聚了一些企业和项目，但整体来看，

企业基本处于零散介入状态，缺乏整体研发、集成、配套及运营的能力。另外，省内没有氢能整车企业，

缺乏加氢站等配套基础设施，氢气制造、储存、运输和利用的产业链各环节没有形成协同效应，没有形成

相互促进、彼此支撑的产业环境和发展生态。

核心技术尚缺乏。氢能利用前景广阔，但是目前技术突破困难重重，产氢、储氢技术突破现在仍然是

世界难题。目前，氢能产业前沿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日本、美国等少数国家手中，关键核心自有技术与发

达国家差距较大，尤其是催化剂、质子交换膜以及碳纸等关键材料依赖进口，膜电极、双极板、空压机等

关键组件性能参数与国外产品存在较大差距。

几点认识

（一）更加清醒地认识氢能产业

氢能作为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良性能和发展前景已毋庸置疑。就氢能产业发展而言，

尤其是在当前“一哄而上”的背景下，对照嘉兴城市发展能级的实际，更加冷静和清醒地看待尤为重要。

要看到氢能产业发展前景可期，但并非一帆风顺。在 2018氢能产业发展创新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万钢表示，“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产业化仍滞后，特别是产业生态和市场还没有建设起来。”氢能产

业推广应用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与纯电动汽车产业激烈竞争不可避免。目前，氢能产业发展的热点领域是燃料电池汽车方向，作为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分支，必然面临纯电动汽车激烈竞争。而我国电动汽车技术和性能已实现突破，产业

生态也基本健全，燃料电池汽车要实现突围并非易事。

效益体现需要较长的等待期。作为嘉兴这类城市而言，布局和发展氢能产业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推动和

支撑地方经济发展，而非技术和能源的战略储备。而从目前发展实际看，全国加氢站数量仅仅是两位数，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还主要在靠政府补贴的公交车领域，氢能距离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氢能产业要产生对地方发展有较大贡献的效益更需要较长的时间。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产业发展

做好产业发展规划。要综合考虑嘉兴发展氢能产业的条件、现状，科学判断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不

盲从，忌激进，稳妥审慎地编制嘉兴氢能产业规划、氢能基础设施的布点规划，体现嘉兴优势，彰显嘉兴

特色。

出台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紧跟国家和省里氢能产业导向和要求，充分借鉴和吸收外地政策的基础上，

把握氢能产业关键环节及市场发展规律，不盲目跟从，密切结合实际，出台具有嘉兴特色和吸引力的产业

发展政策。

发挥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嘉兴氢能产业发展虽然已慢人一拍，但嘉兴可在前人探路的基础上，少走

弯路，瞄准产业高端和前沿技术，聚焦重点企业和关键项目，着力打造氢能产业与人才集聚、技术与应用

创新高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后来居上。

（三）田忌赛马式参与产业竞争

广东佛山、江苏如皋等氢能布局先行地区，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政策和制度设计也较为完善，产业

生态已现雏形，嘉兴与相关地区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已经处于劣势。嘉兴若要参与全国氢能产业发展的竞争，

就要另辟蹊径，扬长辟短，瞄准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题，实施精准发力。

发挥好区位优势。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大发展机遇，主动引导对接嘉兴氢能产业

融入长三角氢走廊建设发展规划。积极规划和推动“G60氢走廊”建设，打破当前氢能产业发展面临的“地

域隔离市场规模有限、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应用场景缺乏”等主要瓶颈，用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站位，推

进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嘉兴不可复制和不能模仿的先天优势。

发挥好研发优势。紧紧依托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等大院名所在氢能技术领

域的研发优势和技术储备，并充分对接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的人才和项目，谋划成立长三角氢能产业技术联

盟，设立氢能研究院或研究中心，争取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发挥好产业优势。一方面，要发挥嘉兴工业副产氢气充足的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加快氢气制造和储

运等上游产业的发展和集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嘉兴作为国家级生产性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优势，积极

打造全国“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走一条不同以往的示范应用之路。当前，各地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的重点主要是在公共交通领域，而更具市场规模的物流配送车领域，可作为嘉兴示范推广和支持的重

点（据悉，国内京东物流和申通物流已经率先投入使用了氢能源的物流配送车）。力争形成通过试点带动

应用，应用推动产业，产业发展促进更大规模应用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