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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海南将启动海上风电制氢和氢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引发了政协委员们的热议。
作为燃烧后产生水的元素，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能源之一，有着“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二次能源”的美

誉。而运用海上风电制氢，将绿电转化为绿色能源产品，也被认为是制氢的效率与成本各项比较之下的最优解之
一。围绕海上风电制氢与应用，政协委员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子遥

概念
海南制氢有着天然资源优势

在追问海南如何启动海上风电制氢和氢能综合

利用示范项目前，有一个首要问题摆在眼前——海

南为何要探索制氢和氢能产业？

作为燃烧后产生水的元素，氢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干净的能源之一，有着“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

二次能源”的美誉。近年来，美国、日本、韩国、欧盟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出台相应政策，将发展氢能产

业提升到国家能源战略高度。2022年，我国首个氢

能产业中长期规划——《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年）》正式出台，对我国氢能发展做出

顶层设计和积极部署，首次明确提出氢能是未来国

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氢能对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支撑作用，要求各地应因地制宜布局

氢能产业，有序在交通、储能、发电等领域探索运用，

并加快完善氢能发展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

在此背景下，氢能的推广运用也随即展开。而

在不少专业人士看来，氢能也是海南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打造清洁能源岛的重要答案之一。

据了解，环海南岛海域的天然气、风电、地热能、

潮流能等资源丰富，可供氢能的生产。而天然气制

氢、水电解制氢和甲醇制氢等三种当前国际工业制

氢主流方案中，海南在前两者也具备相当优势。尤

其是利用目前海南大力推动的海上风电产业进行海

上电解水制氢，有着广阔的前景。

“从能源转化的角度，电裂解水制氢相当于从能

源上多转化了一次，这也使得目前这一制氢的技术

叠加在陆地上的制电成本后，总体成本相对较高。”

省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

院院长李世杰表示，“而海南探索海上风电制氢能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海上风电的发电量受风

能影响，是不稳定的，其电力的并网或存储的成本也

相对较高。而我们将这一电能直接用于裂解水制

氢，则可以一举解决电难以储存或并网以及陆地电

解水制氢成本较高这两个问题，比较之下是一举两

得的。从意义上，这也是海南着力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打造清洁能源岛的生动实践。”

海南省政协委员，国家能源集团海南电力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富军也有着同样的观点。

“海南的海上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丰富，可以加

快一批海水制氢、可再生能源制氢的示范项目建设，

其中，海上风电可主要以制氢、制氨、制甲醇等为方

向。”李富军说道。

探索
海上风电制氢
“高频”出现于相关规划中

围绕海上风电制氢，海南已经展开梳理与规划。

从省级层面，海上风电制氢“高频”地出现在由海南

省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于近期联合印发的《海南省氢能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下称《规划》）当

中。《规划》明确提出，随着海上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制

氢逐步成型，海南将重点推进相关清洁能源的电解水制

氢技术。按照初步测算，到2025年，海南氢能产量预计

超过20万吨/年；到2030年，海南氢能产量预计约为50

万吨/年。

制氢的策略有了，产出的氢又该如何运用呢？

作为海南围绕氢能颁布的首个中长期规划，《规划》

提出海南将分阶段围绕氢能产业进行培育推广，逐步打

造“一区（绿氢产业示范园区）、两平台（氢能产业创新支

撑平台）、多基地（场景应用示范基地）”的产业发展空间

格局，重点在船舶、汽车、航天、化工等场景与领域进行

氢能源产业推广。

“《规划》为海南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指导思路与实

施路径，我建议以《规划》为引领，进一步制定促进氢能

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等配套政策，明确氢能的制、储、输、

用，项目的建设标准、审批程序、运营管理方式等，考虑

探索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建设可再生能源制氢加氢一体

站项目。”在省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的界别联组会议上，李

富军的发言得到了众多与会委员的认可。

作为行业人士，他观察到广东省已率先出台了《加

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加快氢能产业的集聚发展；河北省也出台了《氢能

产业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建设可

再生能源制氢加氢一体站，引导新产业、新业态的发

展。在他看来，海南围绕着全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海

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等背景，抓住绿色能源市场空间，

推动清洁能源和氢能产业的融合发展，围绕文昌航天发

射用氢、环岛高速加氢等特色场景，推动一批示范性、标

志性的氢能项目工程的落地，带动省内氢能产业发展。

李世杰则认为，在用氢领域，海南还可以氢能源汽

车为侧重点展开探索。“海南电力的生产与供应并不算

富裕，如何做到充电需求与电力供应的动态适配，保障

电力安全持稳运行，或将成为海南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持

续思考的课题。此外，目前海南也还没有电动汽车的电

池降解技术以及相关企业的落地。在此基础上，探索推

广氢能源汽车，逐步推动加氢站并轨现有加油站，不失

为一个值得探索的发展方向。”李世杰直言。

观点
围绕能源产业链
积极“延链”“扩链”

除了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清洁能源

岛建设的重要意义，从产业角度，发展海上风电

制氢还对延长与夯实相关产业链有着现实意

义。委员们表示，从海上风电到氢能制造与运

用，海南正围绕能源产业链积极“延链”“扩链”。

启动海上风电制氢，首先需要海上风电项

目的上马。2022年，海南省工信厅印发的《海

南省风电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

提出，按照“在空间布局上尽可能集中，打造风

电产业园”的思路，正着力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

产业链（群）。一批涉及风电装备研发制造、总

装集成、运输安装、风场开发、运维保障等海上

风电全产业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海南海上风电

产业链生态正逐步搭建。2023年全省发改和

改革工作会议也提出，今年海南将全力推动海

上风电项目有序开工建设。

“东方是海南进行海上风电开发的主要市

县之一，2022年11月，全球首台7兆瓦级抗台

风漂浮式风机和首台海南造10兆瓦海上大兆

瓦风电机组在东方下线投用，实现从‘0’到‘1’

的突破，标志着海南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建设全

面提速。”在今年的海南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

东方市政协主席潘乙宁便建议海南进一步加快

推动海南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他认为，围绕海上风电产业，海南应考虑建

立省级协调联动机制，建立省领导牵头的专项

协调工作机制，协同推进已核准的7个海上风

电项目的审批工作；同时，还应以龙头企业促产

业集群化发展，发挥龙头企业作为产业链“链

主”的作用，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促进“风机零

部件制造-整机制造-风电场运营维护”的海上

风电全产业链发展；在海上风电制氢等技术领

域，可依托国家科研项目，深化高校、科研院所

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加强深远海风电制氢、制

氨、储氢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培育风电制氢及

氢能应用产业生态，将海南打造成为国家深远

海风电装备产业发展创新高地。

与潘乙宁一样，致公党海南省委会也认为，

现阶段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从省级

层面建设海上风电协调统筹机制，由省领导牵

头，发改、生态、工信、军民融合、南方电网等多

部门参与，及时解决深远海各风电项目在审批、

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此外，还可提探索出

台省管海域海上风电投资和管理所需的政策法

规，对深远海海上风电建设与运维作出系统规

范。从“延链”“扩链”的角度，致公党海南省委

会也建议进一步发展风电制氢，延长风电产业

链，推动氢能在工业等多领域多场景的推广应

用，形成从海上风电到氢能制造、应用的产业集

群；同时，积极引进、培育一批氢能企业参与延

伸海上风电产业链，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制氢、氢

制绿氨、氢制甲醇等多能融合技术解决海上风

电消纳问题，将绿电转化为绿色能源产品，共同

推动海南氢能产业发展，助力海南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与清洁能源岛的建设。

万宁百万千瓦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效果图。（来源：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