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氢（H）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一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氢能是指氢和氧进行化学

反应所释放出的化学能，是一种清洁的二次能源，具有来源广、燃烧热值高、能量密

度大、可储存、可再生、可电可燃、零污染、零碳排等优点，被誉为21世纪控制地

球温升、解决能源危机的“终极能源”。

目前，我国已具备一定氢能工业基础。2022年，中国氢气产能约4882万吨/年，同

比增长约1.2%；产量约3533万吨/年，同比增长约1.9%。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加速

推进，西北、华北地区引领大型可再生氢基地示范工程规划建设；氢气价格稳中有降

，交通示范保持较高热度，工业、发电领域氢能应用进度加快，以规模化工业应用推

动供应链建设，将成为中国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已规划超过300个可再生

能源制氢项目，其中建成运营项目达到36个，合计可再生氢产能约5.6万吨/年。

氢能产业链的上游是氢气的制备环节，主要技术方式有化石能源制氢、副产制氢、可

再生能源制氢、电解水制氢以及光解水制氢等；中游是氢气的储运环节，主要技术方

式包括低温液态、高压气态和金属氢化物储氢等；下游是氢气的应用，氢气应用可以

渗透到传统能源的各个方面，包括交通运输（主要是氢燃料电池和汽车领域的应用

）、工业燃料、发电发热等，主要技术是直接燃烧和燃料电池技术。

标准建设方面，2023年7月，国家标准委、国家能源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氢能产业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重点面向低碳氢生产、高效氢储运、可靠氢加注

、多元化氢能应用，系统构建了氢能产业标准体系框架，涵盖了111项现行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28项正在制定和19项计划制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该指南对于发

挥标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气温变暖加速，发展低碳能源成为时代重任，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等多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氢能源行业的发展政策；如2021年3月全国人大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就提出，在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



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2022年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

将初步建立以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就近利用为主的氢能供应体系。到

2030年，形成较为完备的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氢及供应体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在氢能与

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

未来产业。在“双碳”目标下，氢能产业发展正步入快车道。各省市相继在“十四五

”规划及实施方案中对氢能产业发展做出明确指示。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河北、广

东、山东、浙江、北京、上海、重庆等多个省市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

氢能产业，并聚焦建设制氢加氢基础设施、推进氢能技术研发应用、实施制氢示范项

目、氢能关键设备及其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化和批量生产等方面。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8年中国未来产业之氢能产业链趋势预测及投资

机会研究报告》共十二章。报告首先介绍了整个氢能产业的运行状况及氢能产业链层

级的划分。接着，报告详细分析了氢能产业链上游的制氢技术和制氢产业的运行状况

，中游氢能储运技术和加氢站的投资建设状况。以及下游氢能产业的重点应用领域

——氢燃料电池和氢能汽车行业。随后，报告分析了氢能产业链的典型企业及相关

投资项目。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氢能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市场的投资潜力，并

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能源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投产业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

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

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氢能产业链相关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氢能产业链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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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 年在深圳成立，是中国领先的产业研究与

产业战略咨询机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聚焦在"产业"领域，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

规划、产业招商及产业投资咨询服务。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既有深厚的产业研究背景

，又只专注于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公司。对政府或园区，我们提供从产业

规划到产业资源导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咨询解决方案；对企业，我们提供投资机会研

究、投资地点选择、项目规划设计的一体化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一一十多年来，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十多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

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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