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对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要求，统筹

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推动加氢站建设，推进可再生能源制氢等低碳

前沿技术攻关，加强氢能生产、储存、应用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规模化应用。

《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加快氢能技术研发

和示范应用，探索在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规模化应用。“十四五”规划《纲

要》提出，在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

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为促进氢能产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经国

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明确了氢的能源属性，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

氢能清洁低碳特点，推动交通、工业等用能终端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低碳

转型。同时，明确氢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是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

《规划》提出了氢能产业发展基本原则：一是创新引领，自立自强。积极推

动技术、产品、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集中突破氢能产业技术瓶颈，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二是安全为先，清洁低碳。强化氢能全产业链重大风险

的预防和管控；构建清洁化、低碳化、低成本的多元制氢体系，重点发展可再生

能源制氢，严格控制化石能源制氢。三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氢能利用的商业化路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产

业规范发展。四是稳慎应用，示范先行。统筹考虑氢能供应能力、产业基础、市

场空间和技术创新水平，积极有序开展氢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示范，避免一些

地方盲目布局、一拥而上。

《规划》提出了氢能产业发展各阶段目标：到 2025年，基本掌握核心技术

和制造工艺，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万辆，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

制氢量达到 10-20万吨/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00-200万吨/年。到 2030年，形

成较为完备的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氢及供应体系，有力支撑碳达

峰目标实现。到 2035年，形成氢能多元应用生态，可再生能源制氢在终端能源

消费中的比例明显提升。

《规划》部署了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系统构建氢能产

业创新体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打造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持续提升

核心技术能力，推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二是统筹建设氢能基础设施。因地制宜

布局制氢设施，稳步构建储运体系和加氢网络。三是有序推进氢能多元化应用，

包括交通、工业等领域，探索形成商业化发展路径。四是建立健全氢能政策和制

度保障体系，完善氢能产业标准，加强全链条安全监管。

《规划》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氢能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协调解决

氢能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氢

能产业的重要意义，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压实责任，强化政策引导和支持，通过采取试点示范、

宣传引导、督导评估等措施，确保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