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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联合国氢能大会开幕，湾区绿色产业又一高地崛起

2021 年 12 月 8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产业大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开幕。

氢能作为绿色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备受全球投资者关注。国际氢能委员会预测，

到 2050 年，氢能技术及产业每年将为全球减少 6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并催生 2.5 万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广东省在氢能方面早有布局，佛山已成为我国氢燃料电池发展高

地，丹灶镇更是核心产业、科研平台承载地，镇内的“仙湖氢谷”已拥有多家知名氢

能企业，建成国内首座商业化加氢站、首个氢能进万家智慧能源示范社区项目。近年

来，大湾区多个城市围绕氢能产业，引进大批企业和人才，不断集聚科创优势，推动

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有超 7000 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分布在 17 个省份，

广东约 2500 辆排在第一位。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发展氢能产业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双碳目标的实质是二氧化

碳的减排，当前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包括工业、发电、建筑和交通领域，2020 年我国

单位 GDP 碳排放量 6.7 吨二氧化碳/万美元，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要在较短时间实现

二氧化碳最大的减排，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必须跨越式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构建以

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现代化能源体系，氢能将扮演重要角色，凭多种优势在减排和能

源结构转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氢能在达成双碳目标上拥有更多可选方案。从

碳的角度出发，氢能通过脱碳、固碳、负碳三个维度推动碳中和战略实施，其中脱碳

将成为氢能相关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氢能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相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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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和燃料电池局限于提供汽车动力，而氢能源燃料电池不仅是电池装置，更是能源系

统的一部分。国家布局氢能产业，更是着眼于能源系统的替代。氢能应用远不只在交

通领域，早期工业、电力场景会同样广阔。根据 IEA 的预测，2050 年全球氢能在交通

运输中使用占比最大达 66.5%，其次为工业占比达 62.9%，电力行业占比达 55%。三是

氢能拥有真正的洁净、循环的能源属性。氢从水中来，是以水为媒转化而来的洁净含

能物资，从物质能量密度角度看，每千克氢气燃烧后产生热量约为汽油的 3倍、酒精

的 3.9 倍、焦炭的 4.5 倍，可再生、低排放的特性使其比其他方式更具可持续性。四

是氢能技术突破可期。氢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制氢电价成本占比高，绿氢富裕区

域与应用区域错位严重，导致绿氢制取、储运价格居高不下。而太阳能光解水规模制

氢技术今年有所突破，可以实现高效、清洁的资源循环利用，未来将形成以氢和电为

主的能源体系。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氢能产业链已初具规模。自“推动加氢设施建设”写入 2019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氢能产业发展呈加速态势。以广州、佛

山为主导，广东正在加快布局氢能产业。2020 年 6 月，《广州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30 年）》公布，明确将广州建成粤港澳大湾区氢能研发中心，到 2030 年建

成集制取、储运、交易、应用一体化的氢能产业体系，实现产值超 2000 亿元。佛山早

在 2009 年起布局，南海、高明、顺德都有较为成熟氢能产业生态，在《佛山市氢能源

产业规划（2018—2030 年）》中指出，要加快推进氢能源有轨电车产业化及规模化应

用，到 2030 年建成氢能源产业集群，实现氢能相关产值 1000 亿元。2019 年，世界首

条商业运营氢能源有轨电车在佛山高明上线。2020 年，全国首座集油、氢、电能源供

给及连锁便利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网点-广东石油佛山樟坑油氢合建站建成。目前在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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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已有 20 多家氢能燃料电池上中下游项目落户。在深

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氢能与燃料电池研究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氢能

源实验室相继落户。大湾区具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科技研究孵化实力，加上工业生

产的清洁化趋势、深厚的汽车产业支撑，都有利于氢能产业快速发展。广东省已运营、

已建成、在建及拟建的加氢站共 61 座，排名全国第一。未来区内广州、佛山、云浮等

城市将加强氢能产业合作，并与深圳科研、东莞装备制造产生紧密联动，同时强化与

惠州大亚湾沿海石化企业合作，提高对相关产业副产氢有效利用，为建设世界一流湾

区提供强大的、清洁的能源支撑系统。

第三，氢能产业在国外获全球资本及政府、学术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国际氢能

理事会与麦肯锡公司发布的《氢能观察更新版》报告披露，氢能投资呈现加速的趋势，

自 2021 年 2 月以来，全球新宣布了 131 个大型氢能项目，累计已有 359 个项目。到 2030

年，对氢能项目和整个价值链的投资总额估计为 5000 亿美元。目前已有 30 多个国家

制定了具体的氢战略，拨出了 760 亿美元的政府资金。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其

他三大湾区早在 10 年前就着手布局氢能产业。在纽约湾区，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

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早已经开展氢燃料电池研究，如今已

成为全球领先的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基地，在技术引领和政策扶持下，2017 年纽约市

氢能行业总收入超 3.53 亿美元，康涅狄格州氢能产业税收贡献超过 7 亿美元。在东京

湾区，1981 年就开始了氢燃料电池商用技术的开发，2014 年率先推出了全球首台氢燃

料电池乘用车，建成 100 座加氢站，总数位居全球第一。氢医疗、氢养生、氢保健产

品在日本也均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在旧金山湾区，从 2004 年起就开始打造氢能高

速公路网络，2007 年起对氢燃料电池研发和设备生产企业实行了税收全免的扶持政策，



2021 年第 213 期（总第 649 期）

4

有近 5000 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包括乘用车和重型卡车）投入使用。政府也发布了可再

生氢能路线图，增加财政支持，规划 2025 年前建成 200 座加氢站，2030 年前，氢燃料

汽车投入使用总数要达到 500 万辆。对标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必要也有条

件在氢能产业方面有所作为。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氢能产业发展需要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支持。商业银行

担负着绿色金融服务的使命，既要把握氢能产业发展的机遇，同时也要正视产业面临

的风险和困难。一是加强与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投贷联动，利用区内优质的项目

吸引全球资本，引进先进的技术、理念和产品，更好的扶持、引导湾区氢能产业健康

发展。二是推动政府配套政策创新，完善产业政策、法规和碳交易配额等市场调控手

段，便利银行开展碳排放权、用能权、节能环保项目特许经营权等作为抵押物的融资

业务，为银行扩大氢能信贷投放提供基础条件，降低氢能信贷的合规风险。同时也要

考虑建立氢能产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由政府或投资、担保机构设立氢能信贷风险补

偿基金，提高氢能企业和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三是构建适应氢能产业发展的银行风

险管理机制。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跟踪、解读产业

政策的最新变化。由于氢能和氢能电池汽车等新兴产业仍处于初始阶段，目前还面临

经济成本高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制氢成本高、加氢站建设成本高，且国家在保证市场

需求、鼓励和扩大氢能应用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氢能产业短期内收益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因此银行不能用传统的视角和经验来判断氢能产业的风险规律，要设计

相应的授信、评级、风控体系，适时调整授信策略，真正助力氢能产业促进湾区经济

的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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