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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氢能市场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业界期盼已久的氢能产业

中长期规划文件终于落地。

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 2035 年）》（以 下 简 称

“《规划》”）。《中国经营报》记者

注意到，氢能自 2019 年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后的3年

时间里，氢能产业发展热度不

减，特别是在碳中和目标指引

下，绿氢更是成为我国能源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之一。光大证

券研报指出，据测算，到2050年

我国氢能供应端市场规模达1.3

万亿元，制氢端市场规模可观，

氢能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表示，《规划》对我国氢能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指导作

用。《规划》科学分析了我国氢能

产业的发展现状，明确了氢能在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战

略定位、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提出了氢能创新体系、基础设

施、多元应用、政策保障、组织实

施等方面的具体规划，为我国氢

能产业中长期发展描绘了宏伟

蓝图。

仍处于发展初期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

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正逐

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

载体之一。

2021年，《关于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均对氢

能产业发展作出明确部署。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地与

氢能相关的规划已经陆续出台，

中国石化等企业也将氢能作为能

源转型的重要抓手。《规划》此时

出台无疑为氢能市场注入了一针

强心剂。

观察当前的能源格局不难发

现，全球能源供给仍然以化石能源

为主。进入2022年以来，特别是在

乌克兰局势影响下，国际油价震

荡，能源安全再次受到关注。虽然

当前化石能源仍然在能源供给中

占据主力位置，但在中国碳中和目

标确立的背景下，发展多能互补的

格局已是大势所趋。

《规划》中提到，从国际看，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氢

能产业发展，氢能已成为加快能

源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的重要战略选择。从国内看，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年制

氢产量约 3300 万吨，其中，达到

工业氢气质量标准的约 1200 万

吨。同时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全

球第一，在清洁低碳的氢能供给

上具有巨大潜力。

对此，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杨上明表示，据行业

机构统计，我国多地纷纷制定氢能

产业相关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布局建设加氢站等基础设施，

推动燃料电池车辆等氢能多元化

应用。在氢能产业萌动之际，《规

划》的出台符合业界期盼，为氢能

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方向，将进一步彰显氢能可再

生能源高效利用重要载体、抢占未

来科技发展制高点重要抓手、推

动工业低碳转型关键介质的地

位，对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中提到，国内氢能产

业呈现积极发展态势，已初步掌

握氢能制备、储运、加氢、燃料电

池和系统集成等主要技术和生产

工艺，在部分区域实现燃料电池

汽车小规模示范应用。全产业链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300家，集

中分布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京津冀等区域。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规

划》中对氢能的定位基本符合市

场的预期。“《规划》对氢能在我国

能源领域的定位基本符合当前氢

能的发展现状。我国氢能产业发

展仍处于发展初期，与国际先进

水平相比尚有一段距离。”一位氢

能领域从业者说道。

绿氢是未来？

中国石化茂名石化执行董事

尹兆林表示，在“双碳目标”之风的

吹动下，氢能发展方兴未艾。

在3月23日召开的国家发展

改革委专题发布会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提

到，据有关市场机构统计，我国已

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氢气产

能约为 4000 万吨/年，产量约为

3300万吨/年，主要由化石能源制

氢和工业副产氢构成，煤制氢和

天然气制氢占比近八成，氯碱、焦

炉煤气、丙烷脱氢等工业副产氢

占比约两成，可再生能源制氢规

模还很小。这两年，可再生能源

制氢虽然体量不大，但发展态势

较为积极。

“根据氢的来源划分将氢气分

为灰氢、蓝氢和绿氢，蓝氢是指工

业副产氢气或经过碳捕捉过程的

氢气，灰氢是化石能源制氢，这两

方面同化石能源密不可分，从能源

战略层面来看，是没有办法连接绿

色发展的。”业内人士表示。

实际上，在《规划》出台前，业

内对氢能的未来发展已有所预

判。“氢电融合是氢能未来发展的

方向。能源未来发展的核心是绿

色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要做到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氢能，在这个过

程中，与能源的连接一定是绿氢。”

业内人士说道。

《规划》中明确指出，氢能是用

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

载体。以绿色低碳为方针，加强氢

能的绿色供应，营造形式多样的氢

能消费生态，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水

平。发挥氢能对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支撑作用，深挖跨界应用潜

力，因地制宜引导多元应用，推动

交通、工业等用能终端的能源消费

转型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发

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 2022 年全国两会上，中国

石化副总经济师吕亮功曾建议，国

家加强绿氢产业化发展。

谈及氢能产业的发展现状，王

翔在上述专题发布会上提到，2015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张家口可

再生能源示范区，依托丰富的风

电、光伏资源，建设了一批风光制

氢项目，为冬奥会燃料电池、公交

车运营提供绿色低碳氢能；宁夏依

托丰富的光伏资源，建设宁东光伏

制氢等项目，为煤化工项目提供绿

色低碳氢能。

实际上，在《规划》出台前，业内对氢能的未来发展已有所预判。“氢电融合是氢能未来发展的方向。能源未来发展的核心是绿色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要做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氢能，在这个过程中，与能源的连接一定是绿氢。”业内人士说道。

目前我国多地与氢能相关的规划已经陆续出台，中国石化等企业也将氢能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抓手。《规划》此时出台无疑为氢能市

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下好全国一盘棋

从氢能产业发展的格局来

看，此前，全国多地已经出台了氢

能政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同样发布了区域氢能产业规划，

如何实现全国一盘棋对于氢能合

理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对此，《规划》中提到，统筹

全国氢能产业布局，合理把握产

业发展进度，避免无序竞争，有

序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氢能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加快构

建安全、稳定、高效的氢能供应

网络。

《规划》中进一步提出，结合

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因地制宜

选择制氢技术路线，逐步推动构

建清洁化、低碳化、低成本的多

元制氢体系。在焦化、氯碱、丙

烷脱氢等行业集聚地区，优先利

用工业副产氢，鼓励就近消纳，

降低工业副产氢供给成本。在

风光水电资源丰富地区，开展可

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逐步扩大示

范规模，探索季节性储能和电网

调峰。推进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制氢、光解水制氢、海水制氢、核

能高温制氢等技术研发。探索

在氢能应用规模较大的地区设

立制氢基地。

对于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地发

展氢能产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科研信息部部长景春梅提

到：“我国资源能源禀赋多样，对

能源的选择及经济调控的回旋空

间较大，各地区应切实从实际出

发，从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市场承载能力及地方财力等多方

面系统谋划，理性布局，不能跟风

盲从搞政绩工程。”

此外，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

《规划》中，资金支持方面是一个

亮点，其中提到鼓励通过社会资

金解决企业资金问题，支持符合

条件的氢能企业在科创板、创业

板上市融资。

据业内人士判断，未来在氢

能的发展进程中，类似光伏和风

能的补贴方式可能不会出现。“未

来以引导为主，而不是直接支

持。未来，氢能产业发展一方面

是股权投资，这有些类似互联网

企业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企

业层面，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拉动

氢能产业发展。”业内人士说道。

事实上，产业发展在政策引

导之下，仍然需要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只有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才能吸引资本的关注。

记者注意到，在《规划》中，安

全问题被反复强调。

对此，欧阳明高提到，类似电

池安全之于电动汽车和电化学储

能行业，安全在氢能产业发展中

的作用不言而喻，必须努力做到

万无一失。要建立氢能全产业链

数据监控平台，建立安全评价和

检测体系，尤其是要注重一线工

作人员的安全培训，严格按照安

全规范进行日常操作。

此外，景春梅提到，近两年

全球多起氢气爆炸事故给氢能

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我国近期也

出现氢气转注用软管泄漏导致

燃爆事故。纵观国内外近两年

氢安全事件，基本涵盖了氢能供

应体系。产业发展初期，如果安

全事故频发，将对产业造成严重

影响。

“反复强调安全，一个是重

视，另一个是建立安全保障体

系。同时，发展氢能不要因噎废

食，在发展氢能的过程中重视安

全，但是并不因为氢气的安全性

而停止发展。”业内人士说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规划》中，资金支持方面是一个亮点，其

中提到鼓励通过社会资金解决企业资金问题，支持符合条件的

氢能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融资。

PTA市场需求疲软 部分产能停车检修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受成本高企、供需走弱的影响，

PTA（精对苯二甲酸）部分产能停车

检修。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进

入2022年3月以来，恒力石化、扬子

石化和四川能投等十余家大型化工

企业 PTA 生产设备纷纷停车检

修。截至3月23日，国内PTA开工

率维持在76.34%。

“行业不断停车检修主要是因

为随着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原料PX

（对二甲苯）受到较大影响，在成本

端承压下，2022年PTA加工费屡创

新低，企业生产利润被大幅度压

缩。”金联创化工分析师邱倩倩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企业PTA

装置集中检修，PTA 供应量收缩，

PTA加工费一定程度被修复，受此

提振，不排除前期PTA检修装置陆

续恢复，因此去库存格局或有所改

善。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下游

处于旺季不旺行情，即使封闭解除，

部分商家旺季缺口仍难以回补，旺

季过后，市场需求预期不乐观。因

此，短期内国内PTA市场或存在偏

强趋势，但长期市场或以弱为主。

集中检修

PTA 是 聚 酯 的 直 接 上 游 原

料。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PTA 生产

国和消费国。一般而言，PTA产业

链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醋酸和原

油生产加工而成的PX，中游主要为

PTA，下游主要生产 PET 纤维，其

中民用涤纶长丝和涤纶短纤主要

应用于纺织服装业，涤纶工业丝主

要应用于汽车领域。

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

PTA 主力工厂集中检修叠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市场供应端偏紧。

近期，部分 PTA 产能停车检

修。其中，宁波逸盛200万吨装置、

虹港石化150万吨装置停车检修，目

前均未重启。此外，扬子石化60万

吨装置于3月14日检修，计划5月上

旬重启；独山能源220万吨装置于3

月18日停车，期限约7～10天；恒力

石化250万吨装置于3月10日停车

检修，期限约 20 天。而四川能投

100万吨装置于3月4日晚检修，3月

14日恢复生产；仪征石化35万吨装

置3月1日检修，于3月21日重启。

据悉，后期仍有部分PTA装置

集中检修。截至目前，国内PTA开

工率维持在76.34%。

邱倩倩分析，随着原油价格高

位波动，原料PX受到较大影响，在

企业成本端承压下，2022 年 PTA

加工费屡创新低，企业生产利润被

大幅度压缩。然而，近期油价回落

后反弹，叠加PTA企业集中检修及

降低合约量供应，PTA市场价格快

速回升，加工费得到一定程度修

复。当前，PTA企业理论加工费维

持在 339 元/吨。倘若加工费持续

修复，那么不排除前期PTA停车装

置重启以及计划检修装置被推

迟。因此 PTA 整体去库存格局或

有所改善。

产能过剩？

事实上，此次 PTA 加工费

持续低位、部分工厂陆续停车

检修与 PTA 行业产能过剩有直

接关系。

近几年，国内PTA行业经历

产能过剩期及洗牌去产能期，供

应格局的变化对市场带来较大的

影响。

自从国内大炼化时代开启，

大量资本快速涌入 PTA 行业。

尤其是，近年来环保升级带来的

新增需求提振，使得聚酯行业产

能开始集中投放，作为上游的

PTA产能紧跟其后，这就导致了

大 量 企 业 开 始 投 入 到 PTA 行

业。截至目前，国内PTA行业已

出现产能过剩局面。

就产能情况来看，记者注意

到，在 2021 年国内就有 820 万吨

PTA新装置投产，其中逸盛新材

料、福建百宏的PTA装置分别为

330万吨/年、250万吨/年。

“2022年国内PTA市场走势

或维持偏弱格局。从供应情况

来看，随着 2021 年 PTA 产能增

加，PTA产能过剩已经成为行业

共识。”金联创研报认为，尽管下

游聚酯存在新投产情况，但增幅

远不及原料 PTA。从需求端来

看，下游聚酯及终端纺织品需求

增加缓慢，同时纺织品出口同比

下降，产业链各环节库存维持高

位。另外，原油市场也存在不确

定性，基本面的博弈仍处在拉锯

状态。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现阶

段 PTA 生产商主要目标在于建

设一体化产业链，使其具备生产

成本优势。未来部分技术落后、

设备老化的装置将被迫关停，永

久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有望继

续提升。

下游需求疲软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PTA

下游的纺织服装在内外需求上均

有较大的压力，该行业在 3 月份

“旺季不旺”。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分析报

告称，2月棉纺织企业营业收入较1

月下降16.8%，1月～2月累计同比

增长14.2%。2月棉纺织企业出口

交货值较1月下降43.8%，1月～2

月累计同比增长4.6%。2月棉纺

织企业利润总额较1月下降18.9%，

1月～2月累计同比下降0.8%。

同时，中国柯桥纺织指数显

示，2022年1月～2月，中国轻纺

城面料市场实现成交额233.28亿

元，同比下降33.27%。

邱倩倩分析称，聚酯工厂经

历了 2021 年三季度至四季度的

限电停车，2022年春节期间很多

聚酯厂没有安排检修，导致行业

的开工率偏高。截至目前，聚酯

开工维持在92.1%。而反观织造

市场，当前多数下游纺织织造企

业已集中复工，复工企业已全面

投入生产过程，然而新单数量较

为匮乏，加之外来务工人员返程

推迟等因素，多数下游用户仅维

持低位运行。目前，江浙地区化

纤织造综合开机率为67%。

在邱倩倩看来，聚酯高开工

下，供应偏高但终端需求偏弱，同

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货地

出货受阻，聚酯产销表现清淡，聚

酯产品库存快速增加。据其了

解，涤纶长丝整体库存在22～26

天，其中POY（预取向丝）库存在

22～28天，FDY（全拉伸丝）库存

在19～22天，DTY（拉伸变形丝）

库存在 23～26 天。涤纶短纤整

体库存在 0～3 天左右。高库存

叠加产销偏弱下，也压制了聚酯

工厂原料采购的积极性。

邱倩倩讲道，综合来看，近期

PTA装置集中检修，PTA供应量

收缩，然而PTA加工费一定程度

被修复，受此提振，不排除前期

PTA检修装置陆续恢复，因此去

库存格局或有所改善。在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下，下游处于旺季不

旺行情，旺季过后，市场需求预期

不乐观。因此，短期内PTA市场

或存在偏强趋势，但长期市场或

以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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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PTA码头。 本报资料室/图

国家发改委重磅《规划》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