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周报：

绿电制绿氢：实现“双碳”目

标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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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产业链为制备、储运和加注，作为能源载体用于交通、电力、工

业和建筑等领域。在交通领域，氢能和燃料电池规划主要用于重卡、货车

等高耗油商用车，和锂电池汽车实现互补。在电力领域，氢能能够通过可

再生能源电力制取，起到大规模储能和调峰，有效解决新能源电力的消纳

问题，实现不同种类的能源跨地域和跨时空调节的作用，引导可再生能源

电力运用于工业和建筑等领域助力其深度脱碳。 

氢能将成我国能源体系的重要一环。截至 2021 年末，中国已经实现

了氢气产能约为 4000 万吨/年，产量约为 3300 万吨/年。根据中国氢能联

盟的预测，到 2050 年，氢能占我国终端能源体系的占比至少将达到 10%，

需求量将要超过 6000 万吨，能够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约 7 亿吨。 

目前制氢方式原料多以化石能源为主，绿氢占比低。到 2020 年，中

国制成的氢气来源和占比分别为煤炭 64%，工业副产 21%，天然气 14%，

电解水 1%。使用电解水制氢的路径包括碱性电解水（AEL）、质子交换膜

电解水（PEMEL）和固体氧化物电解水（SOEL）。其中,SOEL 能量转换效

率高，但目前尚未达到商业化应用阶段。AEL 方法制备氢气的能量转化效

率比 PEMEL 会低 10%，成本则是少了近 40 元/kg。 

电费占电解水制氢成本 75%以上，可再生能源电力度电成本持续下降

绿电制氢经济性凸显。根据张轩等人的测算，在 0.2 元/度的电价成本和

5000 小时的设备利用时间下，制氢成本将低至 20 元/kg。该成本线也是

氢燃料电池该氢能应用大规模发展的经济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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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槽和质子交换膜是绿电制氢亟待关注的投资方向。在 2025 年国

内预计仍在商业化和规模化前期的可再生能源制氢产量达到 20 万吨。在其

中 AEL 技术占比 85%，PEMEL 技术占比 15%的情况下，AEL 电解槽的市

场空间将达 15.19 亿元，PEMEL 电解槽的市场空间将达 17.75 亿元，整个

可再生能源制氢的设备市场空间将达 43.71 亿元。同时被国外企业垄断的

质子交换膜，目前已经有国内企业正在建设相对中低端的质子交换膜产品

进行国产替代。 

氢能投资建议：《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正式落

地对未来 15 年氢能商业化和规模化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氢能作为清洁、

高效的能源载体能够广泛应用于国民生产的各个领域。制氢环节作为氢能

生产的源头，使用成本持续下降的绿电电解水制氢，能够加速氢能尽早实

现商业化。 

建议关注：（1）电解槽企业：苏州竞立（未上市）、天津大陆（未上市）、

隆基股份、阳光电源、双良节能等（2）质子交换膜国产替代：东岳集团（3）

绿电制氢企业：宝丰能源、三峡能源等。 

光伏投资策略：1）硅料环节产能释放预期明确，一体化组件企业利润

反弹逻辑清晰，建议关注晶澳科技、隆基股份；2）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

国家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通过整县推进、绿电交易等方式提升企业、用

户对于光伏的使用，分布式光伏需求增长，建议关注锦浪科技、固德威、

天合光能、正泰电器；3）22 年全球光伏需求持续向好，建议关注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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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逻辑的阳光电源、福斯特、海优新材等。 

新能源汽车投资策略：新能源汽车是道路交通领域实现碳中和的必经

之路，建议关注以下投资主线：1）各细分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稳健龙头：

宁德时代、恩捷股份、璞泰来、天赐材料、容百科技、中伟股份、先导智

能、天奈科技等。2）深耕动力及储能电池的二线锂电企业：亿纬锂能、国

轩高科、欣旺达、孚能科技、鹏辉能源等。3）锂电材料环节其它基本面优

质标的：中科电气、当升科技、新宙邦、星源材质、德方纳米、嘉元科技、

格林美、多氟多等。4）受益于全球电动化的零部件龙头：汇川技术、三花

智控、宏发股份、科达利等。5）产品驱动、引领智能的新势力：特斯拉、

蔚来、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等。 

风险提示：氢能成本下降不及预期；相关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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