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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指单电池由阳极、阴极和质子交换膜组成的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指使用液体磷酸为电解质，以贵金属催化的气体扩散电极为正、负电极的中温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指在中高温下直接将储存在燃料和氧化剂中的化学能高效、环境友好地转化成电能的全固态化学发电装置。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指由多孔陶瓷阴极、多孔陶瓷电解质隔膜、多孔金属阳极、金属极板构成的燃料电池。

碱性电解液燃料电池：指多用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为电解质的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电堆：燃料电池指通过化学反应将化学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发电装置。电堆由多个单体电池以串联方式层叠组合而成。燃料

电池电堆是发生电化学反应场所，为燃料电池系统的核心部分。

膜电极：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生电化学反应的场所 ,是传递电子和质子的介质 。

双极板：指提供气体流道，防止电池气室中的氢气与氧气串通的介质。

空压机：指一种用以压缩气体的设备，多为往复活塞式，旋转叶片或旋转螺杆。

储氢瓶：指用于储存氢气的容器，应用于各种使用氢气的场景。

氢燃料电池汽车：指用氢做为动力，通过燃料电池将储存的氢和氧产生化学反应，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电动车。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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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概况 我国大力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氢燃料电池系统也

得到较快发展。2021年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市场规模达到

19.7亿元。

国家支持及市场空间大

氢燃料电池是通过氢气和氧气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

能的发电装置，实现氢能的移动化、轻量化和大规模

普及。而氢燃料电池系统为各核心零部件的集成，主

要由电堆和系统部件组成。

氢燃料电池设计原理

我国氢燃料电池上游涉及众多核心零部件，中游为集

成系统，下游应用主要包括便携设备市场、固定式系

统应用市场、交通运输应用市场。

加氢站行业上、中、下游情况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构成

氢燃料电池系统主要由电堆和系统部件组成，电堆是整个电池系统的核心定义与分类

氢燃料电池是通过氢气和氧气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装置，实现氢能的移动化、轻量化和大规模普及，可广泛应用于交通、工业、建筑、

军事等领域。但只有燃料电池本体还不能工作，必须有一套相应的辅助系统构成燃料电池系统 。而氢燃料电池系统为各核心零部件的集成，主要由电堆和

系统配件组成。电堆是整个电池系统的核心，包括由膜电极、双极板构成的各电池单元以及急流板、端板、密封圈等；系统配件以空压机、氢气循环泵、

储氢系统等为主。

我国氢燃料电池分类（按所采用的电解质分类）

燃料电池类型 主要优势 主要劣势 应用领域

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

（技术成熟度
最高）

启动快
工作温度较低可
将空气作为氧化

剂

对CO敏感
需要将反应物加湿

汽车

磷酸燃料电池 对CO2不敏感 对CO敏感，启动较慢 分布式发电

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

可将空气作为氧
化剂较高的能量

效率
运行温度较高 大型分布式发电

熔融碳酸盐燃
料电池

可将空气作为氧
化剂较高的能量

效率
运行温度较高 大型分布式发电

碱性电解液燃
料电池

启动快，工作温
度较低

需春阳作为催化剂 航空航天、军事

燃料电池电堆

燃料电池系统

空压机 氢气循环泵 储氢系统

核心部件

系
统
配
件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上世纪50年代起步，十三五期间高速发展发展历程

我国氢燃料电池的研发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始研究相关技术 。20 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启动了863计划和

973计划，以研究所和大学合作为主体，加速以氢燃料电池研究为基础的技术商业化项目 。十二五期间，氢燃料电池开始示范运营于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中。十三五期间，国家更加重视氢燃料电池的发展，频繁发布相关研讨会，推动技术的提升。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将实现燃料电池核心关键技术的国产化 ，

实现规模化应用。

燃料电池的研

究始于中科院

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八五期间，长春应化所展开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实验；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等开始对固体氧化

物燃料电池技术进行研究

十五期间，863计划，同济

大学与大连化物所牵头开展

燃料电池汽车研究；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开展研究质子

交换膜和储氢技术

十二五期间，建设燃

料电池技术创新平台，

拓宽小型燃料电池应

用领域和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示范运营

19701950 19951990 20052000 20152010 2020 2025

十四五规划，燃料

电池核心关键技术

自主可控，实现大

规模推广应用

航空航天工业促

进了氢能与燃料

电池的研究

九五期间，聚焦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

路线，对燃料电池系

统与材料开展研究

十 一 五 期 间 ，863、

973计 划 ， 设 立 开 展

制氢和储氢及燃料电

池组件材料技术研究

十三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召开

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科学与技

术研讨会，着重部署燃料电池

开发工作，以及燃料电池汽车

及其关键技术的开发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将带动氢燃料电池系统的需求增长市场规模

我国大力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氢燃料电池系统也得到较快发

展。2021年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市场规模达到19.7亿元。未来随着下游

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应用促进燃料电池行业需求提高，以及技术水平进步

带 来 平 均 装 机 功 率 的 提 高 ， 我 国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将 迎 来 快 速 发 展 ， 预 计 到

2026年规模达到60亿元。

2017-2026年中国氢燃料电池系统市场规模及预测（氢燃料
电池汽车领域）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

2017-2026年中国氢燃料电池系统零部件市场规模及预测

氢燃料电池系统由电堆和辅助系统组成，其中电堆系统是燃料电池系

统成本最高的部分，是燃料电池的核心。2021年，我国燃料电池电堆规模

为11.8亿元，车载储氢系统与空气供给系统规模分别为3.3亿元、1.2亿元。

随着我国研发水平的提升，燃料电池电堆成本将逐步下降，预计到2026年，

电堆规模将为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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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氢燃料电池上游涉及众多核心零部件，中游为集成系统，下游应用以三大领域为主产业链图谱

中游上游 下游

氢燃料电池系统

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发展初期主要依赖国外的

产品与技术，随着技术发展部分零部件已实现
国产化。

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商数量超过100家，其中
CR5达到76.55%，CR3为65.35%，市场集中
度高。

交通领域

氢燃料电池整车

氢燃料电池电堆

系统配件

双极板

膜电极

气体扩散层

空压机

氢气循环泵

储氢瓶

乘用车

专用车

重型卡车

大型客车

船舶

氢燃料电池整车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氢燃料电池电堆占燃料电池系统成本的60%产业链上游

我国燃料电池电堆占氢燃料电池系统主要比例

我国氢燃料电池产业链上游以燃料 电池电堆、电池系统配件等为

主要参与者。其中燃料电池电堆是氢燃料电池系统的主要零部件，占据
燃料电池系统成本60%的比例，其次为车载储氢系统，占比达到15%。

2021年中国氢燃料电池系统成本占比

2021年我国车载储氢系统增长迅速

我国燃料电池电堆市场集中度高

燃料电池电堆作为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主要零部件 ，近几年增

长 迅 速，2021年 燃料 电池 电堆 出货 量 为757MW，同 比增 长128%，

表明行业发展速度趋快。

我国燃料电池电堆市场集中度较高，2021年CR6企业占比80%，

其中清能股份以25%的市占率位居第一 ，其次为巴拉德和神力科技，

占比均为16%，国鸿氢能为9%，排名第四。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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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市场氢燃料电

池车载储氢系统出货4129套，
与上年相比增长67.85%。从市
场 竞 争 格 局 来 看 ， 企 业 市 场 份
额较为集中，

2021年 CR5为 80.24%，

其 中 国 富 氢 能 位 居 第 一 ， 占 比
达到37.93%。

2021年中国车载储氢系统竞争格局

37.93%

42.31%

19.76%

国富氢能 NO.2-NO.5 其他

2017-2021年中国燃料电池电堆出货量 2021年中国燃料电池电堆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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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市场集中度高，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产业链中游

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总体呈增长态势

2017-2019年 ， 我 国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装 机 量 从 17.9MW增 长 至

128.1MW。2020年 由于疫情因 素 导致下游燃料电 池汽车推广 政策延
迟落地而下降至79.2MW，2021年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政策出台并落实，
燃料电池系统回归高速发展轨道。2022年上半年，装机量保持增长态
势达到101.55MW，同比增长89.81%。

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已形成三类供应商

我 国 氢燃 料电 池系 统 包括 具备 自主核 心 技术 （新 源动 力 、亿 华 通

等）、引进技术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重塑股份、鸿力氢动等）、投资
和产业链合作方式（雄韬股份等）三类供应商。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企
业中， 鸿力 氢动以30.36%的占 比 排在第 一位 ，亿华 通占 比为22.96%，
位居第二。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2017-2022年中国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MW）

截至2022年上半年，我国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生 产 商 数 量 超 过
100家，其中CR5达 到76.55%，
CR3为65.35%，市场集中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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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系统CR5达到76.55% 2022年H中国燃料电池系统市场集中度

企业名称 2022年H装机量（MW） 占比

鸿力氢动 30.83 30.36%

亿华通 23.32 22.96%

重塑股份 12.22 12.03%

国氢科技 6.51 6.41%

东方氢能 4.86 4.79%

我国燃料电池系统发展初期主

要依赖国外的产品与技术，因此成
本居高不下。近几年随着我国燃料
电池系统厂家加大研发投入，系统
成本由2017年的1.5万元/kw降至
2021年的0.44万元/kw。

2017-2021年中国燃料电池系统成本走
势（千元/kw）

氢燃料电池系统成本逐年下降

氢燃料电池系统供应企业装机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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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氢燃料电池汽车将成为主要的应用领域产业链下游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氢燃料电池汽车为氢燃料电池的主要应用场景

我国氢燃料电池下游应用主要包括 便携设备市场 、固定式系统应

用市场、交通运输应用市场三个市场。其中，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装机率
占到将近70%，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汽车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近几年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销量整体呈增长态势

2019年 我 国 氢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产 销 量 增 长 最 为 迅 速 ， 分 别 增 长

75.0%、79.2%，2020年受疫情影响产销量有所下滑，2021年产销量
已分别上涨至1777辆、1586辆。

氢燃料电池应用领域

2021年氢能源专用车销量占比 2021年氢能源客车销量占比

2017-2021年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销量情况（辆）

应用领域 具体类别 应用程度

固定电源
在固定位置运行的作为主电源、备用电
源、热电联产的燃料电池，如分布式发

电及余热供热
目前应用较为成熟

便携式电源
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收音机及其他

移动设备

DMFC、PEMFC被应用
为军用单兵电源和移动

充电装置

交通运输
包括乘用车、巴士、客车及其他以燃料
电池作为动力的车辆提供的燃料电池

是目前燃料电池最受关
注的应用领域

交通领域将成为氢燃料电池下游应 用市场的重要突破口，《中国

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指出

在商用车领域，2030年燃料电池商用车销量将达到36万辆，占商
用车总销量的7%（乐观情景将达到72万辆，占商用车总销量13%）；
2050年销量有望达到160万辆，占比37%（乐观情景下销量300万辆，
占比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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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汽车整车市场集中度较高。其中氢能源专用车中CR3达

到62%；氢能源客车CR5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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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氢燃料电池促进政策及下游氢燃料电池汽车利好政策，推动行业快速发展驱动因素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政策的推动

我国初步形成包括宏观综合、科技创新、财税优惠、地方专项等氢燃料电池汽车政策

支持体系。

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政策支持体系

宏观综合政策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
（征求意见稿）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年）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2年版）（征求意

见稿）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

科技创新政策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
计划（2016-2030年）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重点专项2022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
创新规划

财税优惠政策

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
辆购置税的公告

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的通知

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的通知

地方专项政策

郑州市出台支持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应用政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布氢
能产业发展规划（征求

意见稿）

鄂尔多斯市氢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

佛山市南海区推进氢能
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5年）

上海市氢能产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2022-2035

年）

国家出台氢燃料电池促进政策

国家出台氢燃料电 池相关政策， 促 进其技术、产

业等方面的发展。

时间 政策名称 具体内容

2022.8

《关于推动能源电
子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
）》

研究突破超长寿命高安全性电
池体系、大规模大容量高效储
能、交通工具移动储能等关键
技术，加快研发氢储能/燃料电
池等新型电池

2022.3
《2022年汽车标准
化工作要点》

全面推进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
试验方法、车载氢系统技术条
件等关键系统部件标准研究

2022.3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2021-2035

年）

加快推进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技术创新；开发关键材料，提
高主要性能指标和批量化生产
能力；持续提升燃料电池可靠
性、稳定性、耐久性，支持新
型燃料电池等技术发展

2021.6

《关于组织开展“十
四五”第一批国家能
源研发创新平台认
定工作的通知》

围绕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新型储能、氢能与燃
料电池等重点领域，开展国家
能源研发创新平台的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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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鸿氢能核心产品以燃料电池电堆及动力系统为主，已建

成全球最大的电堆生产线，电堆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名列

第一。

亿华通是我国最早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燃料电池系

统及电堆的批量化制造的企业之一。2021年12月公司

向市场发布首个240kW型号，是国内首款额定功率达

到240kW的车用燃料电池系统。

重塑股份专注于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燃料电池系统

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燃料电池工程应用开

发服务。

第二章

相关企业
介绍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是自主研发生产氢燃料电池系统的领先企业亿华通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339）于2012年成立，是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系统制造商，是我国最早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燃料电

池系统及电堆的批量化制造的企业之一。2020年8月公司登陆上交所科创板。

企业主要产品为燃料电池系统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目前主要应用于客车、物流车等商用车型。2021年12月公司向市场发布首个240kW型

号，是国内首款额定功率达到240kW的车用燃料电池系统。

截止2021年末亿华通营收达到2.69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0%，2022年上半年大幅增长128.53%。公司业务聚焦在燃料电池系统及相关技术开发

服务，2021年燃料电池系统产品收入占比高达82.4%。2021年亿华通燃料电池系统产量达789台，同比增长42.93%；销量达543台，同比增长9.93%。

企业业绩情况 企业竞争优势

2017-2022年亿华通营收情况（亿元） 技术与研发优势

截 止2021年 末 公 司 累 计 获 得460项 专

利 、98项 软 件 著 作 权 。 公 司 技 术 突 破 了 高

功率密度燃料电池系统集成、车载氢系统集

成、燃料电池系统低温快速启动、空气流量

与压力解耦控制等多项技术难点。

客户积累优势

公 司 通 过 示 范 运 行 、 联 合 承 接 国 家 课

题、合作开发燃料电池车型等方式，已与主

流商用车企业宇通客车、北汽福田、中通客

车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拥有众多

优质客户资源和良好的品牌声誉。

数据来源 :企业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型号G40

额定功率40kw

氢燃料电池系统产品

型号G60

额定功率65kw

型号G80Pro

额定功率80.5kw

型号G120

额定功率12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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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堆生产线，国内产业化规模最大的燃料电池龙头企业国鸿氢能

广东国鸿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是一家以氢燃料电池为核心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目前国内产业化规模最大的燃料电池龙

头企业，也是广东省政府及佛山与云浮两市打造燃料电池标杆项目。

国鸿氢能核心产品以燃料电池电堆及动力系统为主，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堆生产线，电堆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目前公司已有5000多辆装

载国鸿氢能产品的商用车交付使用，总运营距离超过1.3亿公里。

目前，公司电堆的产销总量超过了5000台，销售额超4亿元，实现利润3000多万元。2022年6月国鸿氢能的配套数占比达到了42.2%；在总装机功

率方面，国鸿氢能装机总功率25000KW，配套数和装机总功率双首位。

企业布局项目 企业竞争优势

客户合作稳定

在 国 内 ， 国 鸿 氢 能 与 美 锦 能 源 、 飞 驰

汽车、鸿基创能、河钢集团、京东等龙头企

业保持长期战略合作；在国外，搭载国鸿氢

能产品的汽车出口马来西亚，也实现了我国

氢燃料电池汽车出口零的突破。

注重技术研发

公 司 成 功 实 现 研 发 创 新 的 自 主 化 、 核

心材料与生产装备的国产化、生产制造的高

品质规模化，并与重庆地大工研院、清华大

学、福州大学等机构进行校企合作，推动科

研成果的市场转化，解决技术“卡脖子”问

题

数据来源 :企业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氢燃料电池系统产品（部分）

燃
料
电
池
电
堆

鸿芯GⅢ
输出功率超200KW

鸿芯GI
功率6-84kW的单电堆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鸿途H240
兼容100~400kW功率输
出，可多系统并联成兆瓦
级系统输出

鸿途H120
兼容100~400kW功率输
出，也可多系统并联成兆
瓦级系统输出

日期 项目动态

2022.4

鸿芯GIII电堆和鸿途H系列系统将在内蒙古
自治区重大引进项目--鄂尔多斯国鸿“大功
率氢燃料电池电堆生产及氢能商用车动力
系统集成”项目中投产，配备全国最先进的
数字化生产线，核心零部件和生产母机
100%自主化

2022.1

国鸿氢能与九丰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是公司在氢能战略落地方面一个
重要里程碑。双方将在氢能利用领域展开
长期深入合作，携手助力国家“双碳”战略
目标的实现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聚焦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核心零部件技术已逐渐实现国产化重塑股份

上海重塑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2015年9月，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常熟、云浮和佛山分别设有基地。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技术提供商，

获得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第二批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荣誉称号，2020年“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21年工信部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称号。

重塑股份专注于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燃料电池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燃料电池工程应用开发服务。目前，公司已开发完成32-56kW
CAVEN系列和63-130kW PRISMA镜星系列两代燃料电池系统。此外公司在电堆、DC/DC、空压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环节取得突破并逐步实现国产
化、产业化。

据重塑股份招股书公开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9月末，公司营收为1.6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燃料电池系统相关产品的销售，燃料电池系统占比
高达94.98%。配套公司燃料电池系统的氢燃料电池车辆总行驶里程已超过8000万公里。

企业业绩情况 企业竞争优势

市场开拓优势

公 司 与 国 内 外 知 名 车 企 如 一 汽 解 放 、

东风汽车、宇通客车、三菱扶桑等建立了深

入的合作，此外公司的燃料电池技术应用地

区覆盖国内华中、华北、长三角、珠三角，

以及德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外市场

场景开发优势

公 司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产 品 已 用 于 客 车 、

运输车、冷藏车、保温车、洒水车、半挂牵

引汽车、垃圾车、自卸车等多款燃料电池汽

车车型；同时，公司已在船舶、工程机械等

领域开展燃料电池技术应用探索

数据来源 :企业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氢燃料电池系统产品

产品型号 产品图 产品特点

镜星
十二+

130kW燃料电池系统
，用于重型车辆

镜星
六

63kW燃料电池系统，
用于轻、中型车辆

镜星
八

88kW燃料电池系统，
用于轻、中型车辆

镜星
十一

110kW燃料电池系统，
用于重型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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