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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业内认可的与燃油车持
平的车用氢气价格在35元/公斤。
陈文淼透露，目前国内各加氢站氢
气真实价格都在每公斤50元以上。
氢气用得贵，关键在于制氢、运输
以及加氢站费用等多个环节成本
高。现在，潍柴正在济南和潍坊等
地寻找富产氢资源的企业合作，开
展制氢加氢一体化以及管道输氢
的示范运行，将氢燃料电池车辆使
用成本降到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

出现在挂牌仪式上的孙少军，
头一天还身处北京的2022世界新
能源汽车大会上。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从这次大会感受到整
个氢能产业链一片火热，制、储、
运、加、用，每个环节都在攻关。

过去三年间，氢燃料电池发动
机成本处在一个快速下降状态，原
来15000元/千瓦，现在最低报价
2000元/千瓦。在世界新能源汽车
大会上，亿华通董事长张国强甚至
预测，2030年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成
本可降至200元/千瓦，低于传统内
燃机价格水平。

山东制氢资源密集，港口码头
船舶很多，这些都是推广整车氢能
发动机的重要场景。从这次挂牌仪
式上亮相的潍柴氢能动力“集团
军”来看，在氢能重卡港内牵引、氢
能重卡干线运输、氢能轻卡城市物
流和冷链运输等细分市场，潍柴推
出了一系列商业化产品，从单点突
破向多元化发展。此次运营交接，
除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潍柴还联
合整车厂批量交付氢燃料电池轻
卡、重卡等。

掌握了全球领先氢能发动机
技术的潍柴，现在正四处结盟。
2020年8月，山东重工与山东港口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1年11月牵
手山东能源；2021年11月潍柴与中
国长江航运集团签署战略协议，12
月与青岛市签订战略协议。

五种技术路线齐发
未来主推取决于市场

在产业变局的十字路口，多种
技术路线杂糅，产业巨头在新能源
产业的路径选择上，展现了极为严
谨的态度。

在2020年举行的首届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潍柴董事长
谭旭光说，“这三年，我走遍了全世
界，就是为了寻求对技术的准确把
握。”这一年疫情最严重时，谭旭光
发布了《2020要成为科技创新里程
碑式的转折年》的内部讲话，讲话
内容由谭旭光构思撰写并经过近
20次修改完善，会前召开17次专题
会议进行深入研究，明确了新产
品、新科技、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
大课题和未来发展方向。

孙少军表示，国创中心现在正
沿五个方向进军，除了氢燃料电池
外，一方面不断提升传统柴油机热

效率，以减少油耗，降低排放，目前
潍柴出品的柴油机本体热效率最高
已达51.09%；同时还在气体发动机、
氢内燃机以及纯电方向进行研发。

从全球看，从纯电动到氢燃料
电池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但现阶
段氢燃料电池大规模应用有障碍，
氢燃料电池成本、使用寿命，氢气的
价格、来源等制约了氢能产业发展。

“这五条路线我们同时在走，
边走边看。未来主推哪一个，取决
于市场接受程度。如果氢燃料电池
成本和氢气价格下降很快，我们就
转到这里。”孙少军说。

在这场能源大变局面前，潍柴
几乎储备了所有技术路线。记者注
意到，早在2019年10月，潍柴还与吉
利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发甲
醇发动机，布局甲醇重卡市场。

打造产业集聚区
形成规模优势

8月26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张玉卓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氢
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主论坛
上说，中国氢能产业快速发展正处
于规模化的前夜。氢能产业规模化
发展离不开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和
应用场景的多元化拓展，氢能产业
未来发展应按照先试点、建标准、
扩规模的路径，实现以示范促研
发、以集群强产业、以场景促应用、
以政策育生态、以开放拓网络，以
规模化带动经济性，推动氢能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在这场产业大变局中，行业巨
头依托自身优势，四处布局，与布
局新兴产业的地方政府结成了更
深的战略同盟。

今年8月，宁德时代落地济宁，
“附加条件”就是与济宁能源合作，
开发京杭大运河清洁能源应用，在
济宁投建新能源船舶动力电池厂，
与济宁市构建的千亿内河航运产
业深度绑定。

潍坊是鲁氢经济带节点城市，
目前，潍坊市每年工业副产氢70万
吨，可支撑10万台以上燃料电池商
用车规模化运营。现在，美国空气
公司、海化集团、华电潍坊电厂等
一批高纯氢制导项目加快推进，初
步形成了以潍柴为龙头，大中小企
业相互协作，制、储、运，加、用，齐
头并进，氢燃料电池研发、制造、应
用一体发展的氢能全产业链条。

履职潍坊即将满一个月的潍
坊市委书记江敦涛也出现在这次
挂牌仪式上。从鲁氢经济带节点城
市淄博到另一节点城市潍坊，江敦
涛对于“以集群强产业、以政策育
生态”显然有着深刻认知。他在挂
牌仪式上强调，希望潍柴完善产业
链、供应链共享机制，打造更富竞
争力的氢能产业集群，形成本地产
业链闭环。只有集群发展，形成规
模优势，才能形成更强的竞争力，

进一步打开产业发展的上升通道。
在“以政策育生态”上，潍坊走

在全国前列。记者注意到，为推动
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
条发展，潍坊不少创新政策在国内
都是首发，对全国都具有借鉴意
义，比如潍坊鼓励站点合建，只要
合法建设的加油站、加气站，扩展
加氢功能时无须再办理规划建设
相关手续。目前潍坊有5座加氢站
在运营。

潍坊市在今年1月出台的政策
中，将制氢、运氢、多类燃料电池产
品等最高补贴提高到1000万元；今
年3月潍坊市生态环境委员会出台
的相关政策中透露，2023年潍坊市
氢能产业总产值要突破10亿元。

“只要是企业发展所需，项目建
设所需，只要是潍坊所有，潍坊所
能，一定拿出最好的政策，提供最好
的服务，营造最好的环境，与潍柴携
手共建最好的产业生态，更快推动
潍坊进入氢能世界。”江敦涛说。

此次挂牌仪式上，200辆装配
潍柴氢燃料电池的公交车同时交
付潍坊公交，这使得潍坊成为全球

“在跑”氢燃料公交车最多的城市。
目前，潍坊12米燃料电池公交车实
际运营工况百公里氢耗已经达到
全球最低。

潍柴于2019年首次在潍坊批
量投放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目前，
搭载潍柴氢燃料电池的公交已经
落地潍坊、济南、聊城、济宁四市。

在济南市场上，2018年首次投
放了装配潍柴氢能动力系统的公
交车。2022年7月，400台比亚迪纯
电动公交车在济南投运。

处于规模化前夜的氢能产业，
面临足够多的竞争对手，也面临足
够大的市场。这个巨大的市场，只
有充分开放，充分竞争，才能促进
产业健康发展。“国创中心的战略
就是开放，聚集资源。这是一个国
家平台，我们一定是为行业服务
的。”孙少军说。

把开放作为战略，传递出这个
“国字号”创新大平台对于当下产业
竞争新阶段的新要素的清晰认知。
通过各种“叠加”出来的动力，这个

“国字号”平台的资源配置、创新策
源、产业引领等功能才会涌现出
来。

潍柴这个从2010年开始布局
氢能赛道，掌握全球领先氢燃料动
力电池技术，并且建成万套级制
造基地的传统动力巨头，会不会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能源革命中跃
升为新的产业枢纽，归根到底取
决于格局有多大，开放的步子迈
得有多大。

记者 蔡宇丹

16单位共建国家平台
探索市场化运营体系

2021年4月16日，国家燃料电池
技术创新中心在济南揭牌，时隔一
年多正式挂牌，意味着这家“国字
号”创新中心进入正式运营阶段。

记者了解到，国创中心以潍柴
动力为主体，联合清华、同济、中科
院大化所、中国重汽、陕西重汽、山
东国惠、中通客车、中车青岛等15家
产业链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
优质创新资源共建。

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
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少军在接受采
访时透露，国创中心在试运营期间，
进行了市场化运营体系的探索，成
立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实施独立
法人运营，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
经理、主任负责制，在共同研发、共
同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现
有中高端科技人才200余人。

这个“国字号”研发中心以燃料
电池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使命，重
点面向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储能、
发电等领域，聚焦燃料电池共性关
键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技术研究、测
试评价技术研究和相关研发平台建
设，开发了15kW～200kW系列化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依托科技部“氢进
万家”科技示范工程，形成了“黄河”
雪蜡车、氢能热电联供、高速加氢
站、氢能港口建设、氢燃料电池客运
船等一系列转化成果。

2021年4月，国创中心牵头承担
了科技部与山东省联合实施“氢进
万家”科技示范工程一期项目，在青
岛港建成全国首个“氢+5G”港口、
港口加氢站；在济青高速淄博南服
务区建成全国首个高速加氢站；在
济南东服务区建成全国首个零碳服
务区；在潍坊建成全国首个氢能低
碳园区；在泰山钢铁建成全国首个
钢铁行业副产氢纯化管道供氢加氢
母站。

潍柴方面透露，在青岛港进行
集装箱运输的49吨牵引车，整车满
载续航里程已达600公里，单月装载
达800标箱，每百公里氢耗8公斤，按
35元/公斤计，与柴油车基本持平；
按100辆重卡测算，每年可减排二氧
化碳13000吨。

高速路上的加氢站、港口、园
区，国创中心在这些典型场景上发
力，建设示范项目，目的就是可复
制、可推广。这些“全国第一”也说
明，必须要链接更多上下游，建立更
加开放的产业生态，才能解开氢能
产业发展的“结”，进行更大规模的
推广应用。

用氢成本快速下降
产业处于规模化前夜

氢能产业发展的“结”是什么？
现在，挂着“绿牌”，加载潍柴氢

燃料动力系统的卡车，正沿着青岛
港到淄博的固定线路跑。

为什么要沿固定线路跑？因为
固定线路有地方加氢。目前，山东省
只有青岛、潍坊、淄博、济南四地建
有加氢站，氢燃料物流车、运输车只
能在示范区跑，氢燃料轻卡和重卡
的发展受限于加氢站布局和数量。

目前，潍柴的4 . 5吨氢能城市
物流车续航已超过500公里。相关
技术人士表示，工业副产氢成本
在10—20元/公斤，如果当地没有
制氢厂，超过100公里运送半径，用
氢成本就很贵了。

氢气太贵，就没有人加氢；没有
人加氢，就没人建加氢站；加氢站越
少，氢气就无法大面积推广使用，价
格就越贵。

如何解开这个结？
今年6月，潍柴动力执行总裁陈

文淼在2022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氢能价值链构建及合作论坛
上表示，当前产品推广中，关键是
找到合适场景，寻找真正让氢燃
料电池在客户那里具有竞争力的
场景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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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上午，200辆装配潍柴氢燃料电池的公交车交付潍坊公交。 资料片

8月27日，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创中心）在潍柴举行挂牌仪式。
“我们要把全国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从制氢、储氢、运氢，到氢发动机全产业链进行研究开发，输出

技术，对全行业开放。欢迎全国的产业人才加入国创中心。”国创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出的
强烈开放信号，将处于规模化前夜的氢能产业的竞争新要素勾画出来。那就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广泛结
盟，抱团发展，形成更大规模应用，推动氢能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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