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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氢能产业规划落地，定调产值规模。8 月 16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印发《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方案》指

出，2025 年前京津冀累计实现氢能产业规模 1000 亿元以上；北京将以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重大示范工程为依托，2023 年前培育 5-8 家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氢能产业链龙头企业。《方案》同时对制氢、储运、加注、燃料电池等

环节进行一体化布局，明确阶段目标，全产业链将充分受益。 

今年多省发布“十四五”氢能产业规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北京、

河北、浙江、天津、贵阳、宁夏等省份相继出台氢能发展规划或扶持政策，

并明确阶段目标。例如《河北省氢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到

2025 年全省累计建成 100 座加氢站，燃料电池汽车规模达到 1 万辆；培

育国内先进的企业 10-15 家，氢能产业链年产值达到 500 亿元。中国氢能

联盟预测，2025 年中国氢能产业产值将达到 1 万亿元。 

燃料电池汽车受益，全球市场潜力巨大。燃料电池汽车受到国内外大

力支持。2020 年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超过 7000 辆，根据工业和信息

化部的目标，2025 保有量达到 10 万辆，2030-2035 年 100 万辆。全球

范围来看，美国、欧盟分别提出到 2030 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530 万辆和

424 万辆。全球保有量将高速增长，市场潜力巨大。 

绿氢降本可期，看好新能源制氢。制氢方法主要分为化石能源制氢（蓝

氢）、工业副产制氢（灰氢）和电解水制氢（绿氢），绿氢仅占比 1%。绿氢

具有零排放、制取灵活、纯度高等优势，电费成本约占 80%，因此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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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电价影响较大。据估算，当电价低于 0.3 元时，绿氢成本将有望与其他

工艺路线相当。光伏、风电持续降本将助力绿氢成本下移，绿氢的经济性

拐点即将到来。 

关键技术仍需突破，关注国产化替代机会。氢能各个环节关键技术设

备难点众多：1）制氢环节：质子交换膜、电解槽；2）储运环节：高压气

态、高密度液态、高安全固态储供氢，以及纯氢与掺氢管道输送；3）加注

环节： 

氢气压缩机、加注机；4）燃料电池：电堆制备、安全监管保障、热电

联供系统等。电池环节中，电堆是关键部件，成本占比约 50%，国产电堆

及零部件的性能和量产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投资策略：把握氢能产业链优势龙头的投资机会，重点关注燃料电池

和新能源制氢。燃料电池车具备零排放、能量转化效率高、寿命长等优点，

适用于商用车，受各国政府支持，市场空间广阔。作为核心部件的燃料电

池系统龙头有望通过技术创新降本增效而抢占市场份额。另外，新能源制

氢也将开拓出一片蓝海市场，绿氢生产商与新能源电站企业有望深度受益。 

核心标的：1）制氢：美锦能源、滨化股份、隆基股份；2）储运：鸿

达兴业、深冷股份；3）加氢：厚普股份、雄韬股份、卫星石化；4）燃料

电池： 

亿华通、潍柴动力、冰轮环境；5）电堆：美锦能源、亿华通、潍柴动



 

 - 4 - 

力。 

风险提示：氢燃料电池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政府补贴下滑导致行业增

长放缓的风险；新能源制氢渗透率缓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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