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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4月主要省市高纯氢价格保持低位稳定，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不断扩大：4
月上海/北京/广东/河南/河北高纯氢（≥4N）市场主流价格为 2.7/2.3/2.3/2.1/2.2
元/Nm3，环比上月均持平。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统计数据，4月中国氢价指数

生产侧指数保持不变，为 30元/千克。从可再生能源制氢情况来看，4月全国

共有 72个可再生制氢能源项目，环比增加 2.86%，合计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

达 862.2MW，环比增加 0.79%，从地区来看已覆盖 24 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涉及 65 家企业。技术路线以碱性电解水制氢（AE）为主，项目规模达

到 734 兆瓦，占比 85.1%；电力来源主要来源于光伏，项目规模达到 613.9 兆

瓦，占比 71.2%；应用方向以交通为主，项目规模达到 304.3 兆瓦，占比

35.1%。

4月下游加氢站建成与运营数量增加，燃料电池车当月产销量环比提升，可

再生氢能消纳规模扩大：4月我国已建成加氢站 499座，环比增加 5.27%，覆

盖 31个省市自治区；在运营加氢站 286座，环比增加 1.06%，累计日供给能

力达到 22.05万千克，其中固定站 175 座，占比 61.2%，从压力等级来看，

35 兆帕加氢站 250 座，占比 88.0%。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的统计数据，4月中

国氢价指数消费侧指数为 51.3 元/千克，环比下降 6.04%。燃料电池方面，4
月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产量 331辆，环比增加 5.27%，燃料电池车商用车产量

326辆，环比增加 33.06%；4月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销量 285 辆，环比增加

27.8%，燃料电池车商用车销量 286 辆，环比增加 25.99%。可再生氢能消纳

方面，4月我国可再生氢能项目累计消纳规模 862MW，环比增加 0.8%，其中

炼 化 / 交 通 / 合 成 甲 醇 / 合 成 氨 消 纳 289/307/160/46MW ， 环 比

+1.4%/32.7%/0%/-62.2%，分别占总消纳的 33.49%/35.58%/18.56%/5.28%。

5月氢能政策与项目加速推出：政策方面，5月全国统筹与各地政策规划积极

出台，财政部、国务院等进一步出台补贴政策或产业指导政策，从地方来看，

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等地均有氢能产业相关政策出台或推进。项目方面，5
月中石化制氢加氢站项目、河北张家口风电光伏发电综合利用（制氢）示范项

目、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圣圆能源风光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等在制氢环节均有推

进，随着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未来有望进一步扩大我国绿氢的供给和需求规模。

投资建议：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实以及项目的建设完成，绿氢制取与应用端的

商业化进程有望加速推进。从短期来看，未来行业上下游供需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有望提升市场的活跃度，建议关注涉及可再生氢能消纳、燃料电池生产的相

关行业；从中长期来看，中游储运环节有政策扶持但实际效果依然偏弱，未来

相关建设力度有望加强，建议关注加氢站、气态/液态/固态氢气储运等细分行业

的发展情况。

风险提示：政策进展不及预期、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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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氢能月度数据变化情况

表 1：氢能月度数据变化情况

产业链

位置
数据类别

上期

2024-03
本期

2024-04
环比

（绝对值）

环比

（百分比）

上游-氢
气价格

上海市场:市场价(主流价):氢气(高
纯氢≥4N)（元/Nm3）

2.70 2.70 - -

北京市场:市场价(主流价):氢气(高
纯氢≥4N)（元/Nm3）

2.30 2.30 - -

广东市场:市场价(主流价):氢气(高
纯氢≥4N)（元/Nm3）

2.30 2.30 - -

河南市场:市场价(主流价):氢气(高
纯氢≥4N)（元/Nm3）

2.10 2.10 - -

河北市场:市场价(主流价):氢气(高
纯氢≥4N)（元/Nm3）

2.20 2.20 - -

上游-可
再生能

源制氢

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数量（个） 70.00 72.00 2 2.86%
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总规模（MW） 855.40 862.20 7 0.79%
中国:风电利用率:当月值（%） 96.30 - - -

中国:光伏发电利用率:当月值（%） 96.40 - - -
下游-加
氢站

已建成加氢站数量（座） 474 499 25.00 5.27%
在运营加氢站数量（座） 283 286 3.00 1.06%

下游-燃
料电池

车

中国:产量: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

车):当月值（辆）
268

331 63 23.51%

中国:产量:商用车(燃料电池):当月

值（辆）
245

326 81 33.06%

中国:销量: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
当月值（辆）

223
285 62 27.80%

中国:销量:商用车(燃料电池):当月

值（辆）
227

286 59 25.99%

下游-可
再生氢

能消纳

项目总计（MW） 855 862 7 0.80%
——其中:炼化(MW) 285 289 4 1.40%
——其中:交通(MW) 231 307 76 32.76%

——其中:合成甲醇(MW) 160 160 - -
——其中:合成氨(MW) 121 46 -75 -62.24%

资料来源：Wind、氢界、iF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注：统计时间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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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氢能月度数据走势汇总

图 1：氢能上游数据汇总（元/Nm3、个、MW、%）

资料来源：Wind、氢界、iF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注：统计时间为 2020年 1月 1日-2024年 5月 31日

图 2：氢能下游数据汇总（座、辆、MW）

资料来源：Wind、氢界、iF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注：统计时间为 2020年 1月 1日-2024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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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氢能政策汇总

1、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5月 29日，国务院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旨

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强化碳排放强度管理，分领域分行

业实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更好发挥节能降碳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氢能方面，《行动方案》指出要统筹推进氢能发展，加强氢冶金等低碳冶炼技术示范应用，

加快推广新一代离子膜电解槽等先进工艺，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鼓励可再生能源制氢技

术研发应用，支持建设绿氢炼化工程，逐步降低行业煤制氢用量。

2、财政部下达第一年度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补贴

5月 2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其中包含第

一年度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奖励共 114219万元，共覆盖 10个省级行政区 23市区，其中省

级奖励金额 TOP 5分别是上海 3.04 亿元、北京 2.98亿元、河南 2.38亿元、河北 1.72亿元、

广东 7687 万元。从具体城市来看，除了上海北京之外，河南郑州、河北唐山均超过了 1亿元。

此外，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4 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显示，2024 年度预拨

1108118万元，其中包含对符合条件的城市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攻关和示范

应用给予奖励。

图 3：2024年各省市燃料电池汽车补贴资金（万元） 图 4：2024年各地级市/区燃料电池汽车补贴资金（万元）

资料来源：北极星氢能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北极星氢能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3、成都市印发《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 2024 年工作要点》、《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

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召开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氢

能成为 2024年成都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打造的重点产业链之一

5月 7日，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 2024 年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相较去年成都产业建圈强链发力打造的 8个产业生态圈、28
条重点产业链，此次印发的《工作要点》显示，低空经济、氢能成为今年成都实施产业建圈强

链行动打造的两条重点产业链。自此，成都产业建圈强链重点产业链累计达 30条。

5月 20日，为加快形成以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为主的汽车产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氢燃

料电池商用车产业显示度和竞争力，抢占国内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新赛道，成都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等 9部门发布《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
2026年）》（下称“《行动方案》”），并提出到 2026年，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及关键零部件核心技



产业月报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6/10

术取得突破，实现车辆规模化推广应用，带动成本持续下探，建成覆盖全市域、辐射成都都市

圈的氢能保障网络，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更加健全，产业综合实力和示范推广

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的目标。同日成都市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指出未来 3年成都将聚

焦建设“绿氢之都”，采取系列超常规举措，实施“六大工程”，推动氢能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25%
以上，规模三年翻一番，进入全国前五。

《工作要点》强调打造“制储输用”全产业链，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再添新动力；《行动方

案》强调成都市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的全面发展与示范应用领先、加氢站建设基本成网；新型

工业化推进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在 2023年印发的《成都

市产业建圈强链优化调整方案》中，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涵盖生态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三条

重点产业链，此次成都将氢能作为建圈强链重点产业链打造，拓宽了绿色低碳产业“朋友圈”，

未来氢能将成为成都建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的“关键词”。

4、深圳市发布《深圳市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5年）》

5月 10日，深圳市发改委发布《深圳市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5年）》，其

中发展目标指出，到 2025年，深圳市氢能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突破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电堆、膜电极、双极板、质子交换膜、碳纸、催化剂、制氢设备、储氢装

置等关键零部件和装备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形成一批技术领先、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

新型企业，制储输加用市场机制、标准体系和管理机制更加健全，市场化示范推广一批燃料电

池车辆，建设加氢站不超过 5座，建设创新载体不少于 15家，推动深圳市主导或参与制修订

氢能领域国际国内标准不少于 20项，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重点任务包括打造氢能

产业核心技术策源地；打造氢能产业先进制造集聚地；打造氢能多场景应用示范基地；打造氢

能产业配套服务体系。

5、无锡市印发 2024 年氢能产业发展工作要点

5月 10日，根据《无锡市氢能和储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无锡市氢能

和储能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特制定并印发《2024 年无锡市氢能产业发展工作要点》，指出到 2024
年底新招引氢能产业链企业(项目)7家(个)以上，规上企业突破 20家，规上营业收入超过 155
亿元、同比增长 10%以上；培育氢能产业创新载体(平台)5个，新增省级以上产业创新中心 2
家以上；常态化运营氢燃料电池汽车公交车 5辆以上、新推广各类氢燃料电池汽车 20 辆以上，

氢燃料电池船舶应用示范项目实际落地。此外，无锡市围绕“构建氢能产业创新体系”“壮大氢

能产业规模”“创新培育氢能应用场景”“建立多元氢能供应体系”等方面梳理了重点工作，明

确未来无锡市氢能产业发展主要方向。

6、广州市发放氢能新政，加强补贴措施

5月 16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开征求《关于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意见的公告。补贴方面，该政策指出：对加氢站终端售价 2024年底前低于 30元/
公斤的、终端售价 2025年底前低于 28元/公斤的、终端售价 2026年底前低于 26元/公斤的，

市级财政按照氢气实际销售量 5元/公斤的标准奖励给加氢站，每站每年补贴不超过 150万元。

对轻型氢燃料电池车辆（总质量小于 4.5吨）、中型氢燃料电池车辆（总质量 4.5吨及以上，小

于 12吨）、重型氢燃料电池车辆（总质量 12吨及以上）三种车型，在每个自然年内行驶里程

最高按 0.5元/公里、1.0元/公里、2.5元/公里予以运营补贴，不足 1公里的按 1公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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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扬州市发布《扬州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25年）》

5月 18日，扬州市发改委正式发布《扬州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25 年）》。

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全市产业基础良好、生态环境优良、应用场景广泛等组合优势，聚焦重

点赛道、招引重大项目，突破核心技术、强健产业链条，营造产业生态、加快示范应用，推动

氢能产业成为全市经济新增长点，助力制造强市建设，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能源

供应体系，将扬州打造成为全省氢能交通应用特色示范区和长三角氢能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4. 氢能项目进展汇总

1、中石化制氢加氢站项目开始招标

5月 8日，中石化氢装上阵能源（青海）有限责任公司海东物联产业园综合加能站新建项

目招标，招标范围包括综合加能站新建工程(主要包括:500标方/小时碱性电解水制氢成套设备、

增压储存成套设施、加氢成套设备等的采购安装；加油加氢区域罩栅安装约 1000 ㎡；站房、

制氢间、维修间等建筑面积约 1600㎡等)的采购、施工及安装调试运行等。

2、河北张家口风电光伏发电综合利用（制氢）示范项目启动

5月 9日上午，河北张家口风电光伏发电综合利用（制氢）示范项目活动在康保鸿蒙新能

源一期制氢工厂项目基地举行。河北鸿蒙新能源有限公司康保风光制氢项目总占地 602亩，总

投资 41 亿元。其中，一期工程占地 207亩，投资 7.73 亿元，2024 年计划投资 1.5亿元，亩

均投资 373万元，主要建设制氢及附属的液化、存储、充装设施，制氢能力每小时 2万标方，

日产氢气约 30吨，配套建设每天 5-10吨的氢气液化装置。一期项目建成后，发电加制氢预计

年产值约 6亿元，年纳税 1.02亿元，亩均税收 49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80多个。

3、中国能建中标纯氢输送管道工程施工项目

5月 10日，中国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所属葛洲坝油气公司成功中标首个纯氢输送管道工程

施工项目，实现氢能领域再突破。深圳能源纯氢输送管道工程施工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

克前旗上海庙经济开发区，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条绿氢输送管道。由深圳能源光伏制氢项目制

氢站向开发区内相关能源化工企业提供用气。该项目是继张掖氢能综合应用示范项目、中国华

能甘肃绿电制绿氢示范项目之后中国能建承担的又一氢能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投产的首条纯氢输送管道，可为内蒙古地区氢能产业链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圣圆能源风光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招标

5月 16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圣圆能源风光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 50MW 光伏

及 14000Nm³/h制氢项目(二期)发布制氢设备采购一、二标段招标公告。一标段采购 6000Nm³/h
电解水制氢系统设备，合同估算价为 4270万元。二标段采购 3000Nm³/h电解水制氢系统设备，

合同估算价为 24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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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发能源前郭县源网荷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获批

5月 21日，吉林省正式公布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申请水发清洁能源（松

原）有限公司前郭县源网荷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新能源发电建设指标函》的复函，明确支持水

发清洁能源（松原）公司投资建设前郭县源网荷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前郭县源网荷储氢氨醇

一体化项目总体投资 121亿元，包含风力发电、氢氨醇绿色化工、农业三个板块，其中风电装

机规模 130万千瓦（80%自发自用，20%余电上网），年发电量 42.90 亿度，配套建设 2.6 万

千瓦/5.2万千瓦时储能设施，总投资约为 65亿元；氢氨醇化工项目制氢年产量 19.9 亿立方米，

合成氨产量 5万吨/年，甲醇产量 40万吨/年，总投资约为 56亿元。项目建成后，相当于年度

节约标煤约 139.8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38.76万吨。

6、中煤 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制氢及储氢设备开始招标

5月 22日，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发布了 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以下简称“中

煤鄂尔多斯液态阳光项目”）新能源制储氢工程 EPC总承包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指出，中

煤鄂尔多斯液态阳光项目是通过风光可再生能源绿电制取绿氢，绿氢同现有装置排放废气中回

收的 CO2合成甲醇，项目由 625MW 风光可再生能源发电、2.1万吨/年电解水制储氢、10万

吨/年二氧化碳加绿氢制甲醇（含二氧化碳捕集精制）和公辅工程等单元组成。本次招标范围包

括电解水制氢单元、氢气储存单元和压缩单元的详细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7、东方电气绿氢合成氨合成甲醇一体化项目落地辽宁

5月 23日，东方电气与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绿氢合成氨合成甲醇一体化项目”

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分两期建设，预计新能源装机 160万千瓦，年制绿氢 6.4万吨，年制合成

氨 36万吨。其中一期新能源装机 80万千瓦，年制绿氢 3.2万吨，绿氨产能 18万吨，计划 2024
年 10月开工，2026 年四季度投产。二期与一期同等规模，计划 2026 年开工，2028 年底投产。

该项目将以绿色化工产业(合成氨合成甲醇)为龙头，建设立足营口、辐射辽宁并延伸至东北亚

的绿氢、绿色能源集散基地，打造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百万千瓦绿色能源制备和消纳基地。项

目通过开发氢能产业、绿色能源产业，打通可再生能源与辽宁船舶、石化、钢铁、交通等优势

产业的协同发展通道。

8、国能宁夏电力六盘山电厂 2×1000MW机组扩建工程制氢系统设备采购招标

5月 28日，国家能源集团发布了宁夏电力六盘山电厂 2×1000MW 机组扩建工程制氢系统

设备采购公开招标项目招标公告。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新材料产业园，招标范围为

采购制氢系统设备，包括设备的整套设计、制造、检验、试验、包装、运输和安装指导、配合

和方案优化工作等。

5. 风险提示

1、政策进展不及预期：绿氢的生产以及燃料电池、加氢站的推广进程受宏观以及各地政

策规划、补贴措施等影响较大，若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则可能对行业上下游供需产生

影响；

2、研发进展不及预期：氢能行业的发展与运行效率依赖于材料的化学性能和产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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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若技术研发不及预期则影响行业整体的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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