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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取得全省首张加氢站燃气经营许可证正式对外运营之
后，近日，镇海炼化加氢站三期打桩开建，建成后，日加氢能力
将扩容至5倍。

当前，区域经济形态正在从县域经济、块状经济，向城市
群、都市圈经济转型。对于有着众多百强县、百强区的浙江来
说，在新的经济格局和产业要求下，区县经济如何转型，产业
新赛道如何布局，成为许多县市区面临的时代命题。

在氢能产业被列入未来产业赛道之际，作为国内七大石
化产业基地之一，镇海区充分利用工业副产氢资源丰富、氢能
源车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加速竞逐氢能源全产业链。镇海

“押注”氢能源的底气何在？相比更早的入局者，镇海有什么
优势？一出镇海“追氢记”，又能为区县经济布局未来产业带
来哪些启示？

伸手摸了摸加氢机上的静电释放器，镇海炼化加氢站操
作员钱思涛熟练地取下加氢枪，把枪口接入到氢能卡车充氢
口。在他掏出气体检测报警器确认接口不漏气的档口，搭档
钱志明已经在扫码验证车辆气瓶备案情况。“没问题，开始加
吧。”两边确认无误，加氢作业才正式启动。

今年 3 月，这个加氢站获颁全省第一张加氢站经营许可
证。6 月 20 日，加氢站正式启动对外运营。从这天开始，两
位钱师傅的工作就明显忙了起来。

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是我省区县经济的显著优势和重要
特征。在新赛道布局中，依托传统优势产业，找准新兴产业“原
点”，通过创新激活新蓝海。作为国内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
镇海石化产业产值占区域经济比重70%。石化基地绿色转型
的趋势下，氢能源成为镇海化工产业上长出的“新枝丫”。

前瞻布局氢能产业，石化企业集聚带来的氢源优势，就是
镇海找到的产业“原点”。

“我们的思路是，利用镇海的氢源和场景优势，带动整个
氢能产业链的发展。”镇海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新疆、山西等纷纷大手笔布局氢能产业，依托的
都是制氢优势。相比天然气制氢、电解水制氢等不同氢源，化
工产业的工业副产氢，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长期以来，氢都是作为化工原料使用的。”镇海炼化发展
部工作人员丁力说，副产氢主要是工业生产中的副产物，以及
一部分回收回来的废氢。

从原料变燃料，镇海先行一步。2021 年，宁波市和镇海
区以镇海炼化为试点开展氢能源示范应用，镇海炼化经过两
个多月时间攻关，将氢的纯度从 99%提高至 99.99%，达到了
燃料氢的标准。目前，镇海炼化达到燃料氢指标要求的工业
副产氢资源约每天30吨，通过技术改造可以将副产氢全部用
于氢能交通领域，每天最多可“喂饱”五百辆氢能重卡。

有了氢，怎么用起来？放眼全国，加氢基础设施布局，正
成为各地竞逐氢能源赛道的“先手棋”。截至今年 4 月，全国
加氢站累计建设已达 480 座。我省也计划到 2025 年建成 50
座加氢站。

布局加氢站，也是镇海追氢的第一步。2021 年，在镇海
炼化厂区东南侧的闲置地块上，日加氢能力 500 公斤的加氢
示范站建成投用。今年底，加氢站适应性改造项目建成后，日
加氢能力将扩容至 2500 公斤。加氢站还可以提供燃料氢充
装业务，每日充装供氢能力达 4000 公斤，成为全省最大的氢
源供应中心。

“充分放大氢源优势，我们正在通盘梳理制氢资源，适度
超前布局加氢基础设施。”镇海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围
绕“氢源、加氢、服务”三个氢能应用关键环节，镇海正不断丰
富氢源供应途径，加快加氢站选址建设。

目前镇海的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和加氢基础设施规划都已
在制定中，将根据近、远期加氢量需求，合理布局加氢站及配
套加氢管道等。

因地制宜 找准新兴产业“原点”

开上氢能源重卡，3 年重卡驾龄的司机
王彪既新鲜也烦恼。标志性的绿色外观、车
上醒目的“H2”标识，以及驾驶舱后面内置
氢气瓶的“绿书包”，让车子在路上攒足了

“回头率”。不过，开了两趟，王彪就发现相
比油车，加氢要费事不少。“加氢站少，要合
计好路线才行。”港口拉空箱-加氢-装货-
出车，在他的精打细算下，加一次氢刚好够
宁波到台州跑个来回。

未来产业大多处于萌芽阶段，产业规模
小、盈利能力弱，需要长周期的持续投入，且
回报存在不确定性。相比实力雄厚的大城
市，区县普遍面临财力和要素的瓶颈，只能
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产业培育的关键环节。

在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中，应用场景建
设是重要支撑，也是产业布局的关键。早在
2019年，我省就规划了环杭州湾、义甬舟两
条“氢走廊”。而按照我省相关规划，到
2025年，全省将推广5000辆氢能源汽车。

镇海有港区、大型企业，在重卡、通勤车
等应用场景上有优势。以应用场景为突破
口，镇海确立“以应用促发展”的氢能源发展
路径，推动氢燃料电池车在物流运输、公交、
环卫、重载等领域规模化示范应用。

不过，加氢价格和氢能车价格“双高”限
制下，氢能源车依然处于大规模应用的“前
夜”。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各地在制定产业政
策时，普遍把每公斤 35 元设定为氢能价格
上限。不过，这一限制价格与柴油价格相比
没有优势。业内普遍认为，结合两者的燃效
比，氢能只有降至每公斤25元，应用成本才
能与柴油价格大致持平。

氢能车售价高企，是氢能车大规模应用
的又一个障碍。目前，一辆氢能重卡售价超

过100万元，而同等运力的柴油车售价只要
30多万元。

为了让氢能源车跑起来，镇海从通勤
车、重卡开始推广。2021年，镇海炼化的两
辆员工通勤车率先替换为氢能源大巴。

2023 年 7 月，镇海首次示范运行了氢
能源沪甬城际物流干线，让沪甬城际物流

“氢走廊”成为可能。今年 3 月，氢能重卡
“环杭州湾高速氢走廊”在舟山港镇海港区
首发。通过该“走廊”，氢能重卡将持续从镇
海港区等宁波舟山港区域至嘉兴、杭州、绍
兴等地往返运送货物。

在相关政策支持下，镇海区域内氢能源
车数量大幅提升。今年，镇海的氢能源车保
有量猛增到120多辆。

“如果算经济账，现在肯定是亏的。”作
为在氢能源车应用上率先“吃螃蟹”的人，
镇海石化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智勐坦
言。该公司目前已经采购了 50 辆氢能重
卡、32 辆氢能大巴，在全省也算是氢能源车
运营大户。不过，刘智勐坚定看好氢能车
的未来。他认为，不管从节能减碳，还是能
源安全的角度，氢能都是能源转型的最优
解。对于目前氢和车价格“双高”的问题，
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行业处于偏早期，一旦
下游应用打开形成规模效应，两者价格都
有望大幅下降。

为了推动氢能源车应用提速，镇海区关
于氢能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出台在即，将通过
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购置运营、推动公共领
域车辆氢能应用、支持老旧柴油货车氢能替
代等，实现以应用促发展。按照相关征求意
见稿，镇海将力争到2026年底，氢能源公交
车占比提高到 5%以上；氢能源垃圾收运
车、环卫车占比提高到10%以上。

抓住关键 破除资源要素瓶颈

氢能重卡首发、布置生产线、建设加氢
撬装站⋯⋯项目落地镇海半年来，浙江鲲华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洪卫，感觉自
己上满了“发条”。

未来产业的产业关联性强、跨领域融合
度高、市场空间大，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对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出了新要求，既要求“四
链”深度融合，更需要跨区域锻造产业生态。

立足氢能产业链打造，镇海充分整合长
三角产业资源，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链
主”企业带动相关环节企业落地。

经过深入的市场考察和企业对接，去年
底，在氢燃料电池“链主”企业上海鲲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带动下，浙江氢越、氢骠国
宏等7家氢能领域重点环节企业签约落户，
涉及氢储能发电、燃料电池系统、电池电堆、
零碳物流平台等领域。

“上海在氢能发展上有技术和资金优
势，宁波有产业和应用优势，两地结合可以
起到很好的产业互补效应。”在李洪卫看来，
氢能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必须走区域化、生态
化发展的道路。“镇海区内的产业打造只是
第一步，迈向成熟期后，必须实现全市统筹、
全省联动发展。”

为了尽快建立产业生态，镇海在招宝山

街道启动“招宝氢谷”建设，围绕氢气端、制
造端、应用端打造全产业链，建设氢能研发
示范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

“‘招宝氢谷’西邻镇海炼化，东邻宁波
舟山港镇海港区，氢源和应用场景都在两公
里范围内。”招宝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迪
文说，各类涉氢基础设施正在谋划当中，将
尽最大可能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目前，“招宝氢谷”及周边氢能产业链企
业加速集聚，已拥有涉氢企业11家，已初步
完成氢气制取、储存、运输以及加氢站建设
运营等产业环节的布局，在氢燃料电池企业
招引方面也取得了实质进展。

在制氢环节，可再生能源制氢，也就是
绿氢，被认为是氢能发展的终极路线。在中
远期规划中，镇海也将协同宁波各区县、舟
山市、台州市等周边区域，积极开拓海上风
电资源，打造海上风电制氢、合成氨、合成甲
醇、氢液化等一体化综合能源岛，实现宁波
及周边地区的绿电、绿氢替代。

在“招宝氢谷”的展厅里，一幅中国氢能
与燃料电池产业地图，标示了氢能领域的竞
争图谱。跻身其中的镇海，正朝着氢能产业
创新示范基地的目标，不断扩宽自己的“一
席之地”。

跳出一隅 协同打造产业生态

氢能客车进入镇海炼化加氢站加氢。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镇海炼化提供）

拿到全省首张加氢站经营许可证拿到全省首张加氢站经营许可证，，镇海瞄准全产业链打造镇海瞄准全产业链打造““招宝氢谷招宝氢谷””——

布局未来练布局未来练““氢氢””功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华华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镇海镇海 房晓暾房晓暾

镇海炼化加氢站操作员在加注氢气。

氢能重卡“环杭州湾高速氢走廊”首发活动现场。 拍友 卢琛琛 摄

镇海“招宝氢谷”建设氢能研发示范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
拍友 刘小卉 摄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厂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厂
工业副产氢资源丰富工业副产氢资源丰富。。

刘敏

从薪柴到煤炭、从煤炭到石油和天然
气⋯⋯历次能源革命，不仅是能源形式的
重大转变，更意味着产业的颠覆式变革。

当前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将从传统
化石能源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其中，
氢作为一种二次能源，具有燃料与原料双
重属性，通过可再生能源制取“绿氢”，促进
波动性绿电有效消纳和超长时储能与跨时
空转移，还可实现在冶金、化工等行业通过
原料替代实现深度脱碳，将成为支撑电力
系统低碳化和用能终端电气化的核心
技术。

氢能的发展，有望催生出巨大的新兴
产业。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氢能已纳入我国
能源体系，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建设中处于战略地位，氢能将与电力协同互
补共同成为终端能源消费主体，可带动形成
10万亿元级新兴产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
产业发展”，这是氢能源作为前沿新兴产业
首次被提及，氢能产业热度再起，氢能重卡、
氢能海洋、氢能冶金、氢能发电等应用创新
方兴未艾。

如何抢抓氢能产业机遇？目前，各省市
发布的氢能产业政策，几乎都聚焦在氢燃料
电池汽车及其产业链，而受氢能交通、氢能
发电等应用端市场限制，产业发展较为缓
慢。氢能要推广，必须广泛拓展更多主力应
用场景。绿氢制氨、绿氨掺烧等创新应用发
展已见雏形。国家及各地政府应统筹考虑
氢能供应能力、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及技术
水平的基础上，结合财政支持与市场驱动双
重模式，有序开展氢
能应用示范与产业链
部署，构建氢能高质
量发展体系。

（作者系国网浙
江电科院储能技术研
究室主任）

抢抓氢能产业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