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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港区着力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

引领“低碳”潮流 打造“东方氢港”
胡家杰 马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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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因其来源广、热值高、无污染、可储能、安全性高等特点，被业界专家称为“终极能源”。在全球加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这几年，氢能产业

发展热潮，可谓势不可挡。身处长三角核心区，嘉兴迎来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光时刻：成为浙江省氢能产业发展首个试点城市之一，纳入到浙江省氢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区，成功加入全国首批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上海城市群。

作为嘉兴市氢能产业的示范区，近年来，嘉兴港区立足氢能源领域的资源优势，引领“低碳”潮流，通过贯通氢能“产业链”，深耕氢能“创新链”，拓宽氢能

“应用链”，着力打造长三角氢能先进制造业基地。目前，已集聚了一批氢能装备制造企业，打造了一系列氢能应用场景，“东方氢港”的蓝图正渐渐清晰。

嘉兴港区氢能产业发展
关键节点一览

乘“氢风”而上，嘉兴港区“底气”
十足。据了解，嘉兴港区所辖的中国
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是国家级化工
新材料园区，在全国近 700 家化工园
区中，综合实力连续四年位列十强。
在这里，集聚着嘉化能源、三江化工、
合盛硅业、华泓新材料等一大批化工
企业。他们不仅塑造了聚碳酸酯、环
氧乙烷、有机硅等 5 个走在国际前沿
的特色产业板块，还每年工业副产氢
近10万吨。

“选择大力发展氢能产业，是立足
实际的战略选择，更是高质量转型发
展的大势所趋。”嘉兴港区主要负责人
说，2018年，嘉兴港区瞄准氢能这一新
兴产业，先后出台氢能产业规划、氢能
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等，从加快氢能产
业培育、增强产业创新动力、加快示范
应用推广、强化要素资源支持等多个
方面给予明确，旨在以全力打造长三
角氢能产业示范基地。

深厚的产业优势、清晰的产业定
位，让项目闻“风”而来。眼下，美锦嘉
兴氢能科技产业园项目正在如火如荼
建设，项目一期将于年底正式投产，届
时可新增产值 20 亿元。据嘉兴港区
招商局负责人吴晓璟介绍，目前嘉兴
港区已引进一批氢能产业链项目，其

中不乏全球行业龙头企业项目、高端
制造业外资项目，接下来，还将围绕氢
燃料电池的上下游产业链，重点招引

“八大零部件”关键企业，孵化一批质
子交换膜、催化剂、碳纸等氢能关键项
目，培育一批优质的加氢、运氢、储氢
装备配套企业。

产业发展，党建来护航。据了解，
为推动氢能产业上下游企业同频共
振、抱团发展，嘉兴港区以“党建链”赋

能“产业链”，把党组织和党员嵌入氢
能全产业链，通过梳理产业链“四张清
单”，开展“点单式”服务。今年以来，
嘉兴港区通过组建“助企攻坚团”，选
派党建指导员、助企服务员，“一对一”
帮扶企业等，先后为链上企业解决重
点困难问题 30 余个。华泓副产氢输
恒优项目通过氢能产业链党建联建机
制“牵线搭桥”，既大幅降低能耗总量，
又实现增收近2亿元。

抢抓风口布局 助力新兴产业乘势而上

前不久，在嘉兴港区，长三角（嘉
兴）氢能产业园迎来关键建设节点——
总投资 4.7 亿元的长三角（嘉兴）氢能
创新中心一期工程（科创中心）主体全
部结顶，作为长三角（嘉兴）氢能产业园
的“门面担当”，这里不仅将作为氢能产
业园对外开放的展示平台，还将成为一
个集科技成果转化、标准制定、金融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
此为依托，我们将加速打造创新型高能
级产业生态园，让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嘉兴港区有关负责人说。

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
生态打造。氢能产业涉及“制、储、运、
加、用”等多个环节，由于尚处起步阶
段，面临诸多瓶颈。针对产业的堵点
痛点，嘉兴港区在推动氢能装备制造

企业集聚的同时，聚焦一个产业园、一
个配套政策、一个运行平台、一个基金
和两个中心等“七个一”持续发力，着
力构建起以产业大数据、产业园区、应
用场景为载体，产业基金、企业联盟、
高校科研院所等为支撑的氢能产业发
展生态体系。

氢能产业大脑，让大数据“活”起
来。今年7月，由嘉兴港区牵头建设的
嘉兴氢能行业产业大脑入选省第二批
工业领域行业产业大脑建设名单。在
这个平台里，氢能车的实时数据、加氢
站的运行情况甚至氢能产业园的建设
现场都一览无遗。据浙江氢能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平台
已汇集氢能产业关联数据 568 条，接
下来，还将上线更多场景，并联通更多

氢能相关企业发展细胞，最终实现
90%的产业覆盖率。

优质的配套服务，为产业创新发
展赋能。“未来，企业不出区，也可进
行氢能产业相关的专业检测、安全
评估。”吴晓璟的信心源自嘉兴港区
的 一 个 重 点 实 验 室 和 安 全 研 究 中
心。其中，氢能储运装备安全重点
实验室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
部级实验室，主要开展氢能储运装
备及材料性能测试方法、安全性能
影响因素研究，同时具备产业需求
的 检 验 检 测 功 能 ，试 验 测 试 能 力 。
氢安全研究中心则可以对氢能产业
链条各环节进行风险评估、使用评
价、在线监测、数据分析等，并提供
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构建产业生态 厚植氢能成长土壤

清晨，一辆印有“东方氢港”的红色
重卡，满载货物，自嘉兴港区乍浦港口
缓缓驶出。与普通重卡不同的是，这辆
重卡用的不是燃油，而是搭载了由美锦
国鸿（浙江）氢能科技公司生产的氢燃
料电池系统。“其在加氢满载状态下，可
跑 350 公里，且全程零碳排放、零污
染。”飞驰新能源汽车有关负责人说。

港口是氢能车辆示范的优质应用
场所。据了解，嘉兴港区是嘉兴海河联
运的第一站，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是浙北地区唯一出海口。港口物流用
车、叉车、海河联运船舶等，为嘉兴港区
的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
景。基于此，嘉兴港区以港口为切入
点，重点推广氢能物流车、氢能公交，培
育氢能船舶三大应用场景，加速推动氢
能产业项目落地。

要想氢能车加速跑，加氢站必不可
少。据浙江嘉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阮亮介绍，目前，嘉兴港区已
有两大加氢站投入使用。其中，滨海大
道加氢站主要为氢能重卡提供加氢服
务，嘉锦综合供能服务站则主要配套供
应氢能公交。两大加氢站的日均氢气
输出量约450公斤。接下来，通过两大
加氢站的相互补充，可以满足不断提升
的氢能下游需求。

氢能的应用离普通百姓生活最近
的，当属氢能公交。经常往返嘉兴市区
和嘉兴港区的乘客刘先生发现，他所乘
坐的 162 路公交车变得更舒适了。原
来，今年7月，嘉兴港区推出了首条氢能
公交线路。这条公交线路由4辆氢能公
交车组成，公交车采用氢燃料电池驱
动。驾驶员王师傅说，加一次“氢”，“氢”
松跑380公里，并且闻不到尾气。同时，
相比燃油公交车，这种车起步和刹车都
要平稳许多，制动性能好、噪音小，所以
乘客乘坐的舒适度也更高了。

打造多维度应用场景 延伸氢能服务链条

正在建设中的长三角（嘉兴）氢能产业园一角正在建设中的长三角正在建设中的长三角（（嘉兴嘉兴））氢能产业园一角氢能产业园一角

嘉兴乍浦港全景

（（本版图片由嘉兴港区提供本版图片由嘉兴港区提供））

在嘉兴港区滨海大道加氢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氢罐。

嘉兴港区滨海大道加氢站风貌

浙江华泓新材料有限公司夜景浙江华泓新材料有限公司夜景

2018 年 嘉兴港区启动氢能

产业生态圈打造

2019年7月 省内首座商用液氢

工厂落户嘉兴港区

2020 年 启动谋划长三角（嘉

兴）氢能产业园建设

2020年5月 美锦嘉兴氢能科技

产业园项目签约

2020年9月 美锦嘉兴氢能科技

产业园（一期）项目开工

2021年7月 嘉兴港区首座集加

氢和充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

站开业，首条氢能公交线路和首辆

氢能重卡示范运行

2021 年 7 月 2021 嘉兴氢能产业

高峰论坛顺利召开

2021 年 9 月 长三角（嘉兴）氢能

产业园首期——浙江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氢能科技园开建

2021 年 9 月 嘉兴港区氢能产业

链党建联建机制建立

2022年1月 49吨燃料电池重卡

在港口、码头运输领域的商业化应

用，18吨燃料电池物流车公路运输

商业化应用2个项目成功申请

2022 年 5 月 嘉兴港区氢能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正式出台

2022 年 7 月 嘉兴氢能行业产业

大脑入选省第二批工业领域行业

产业大脑建设试点名单

2022 年 7 月 嘉兴港区氢能储运

装备安全部级重点实验室、长三角

氢安全研究中心落户

2022 年 9 月 国鸿氢能总部基地

项目落户港区

2022年10月 嘉兴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运营项目完成 7500 公里运营

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