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依托自贸港政策探索氢氨醇贸易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氢能或是海南建

设清洁能源岛的重要答案之一。

继去年海南首次将“启动海上风电制氢

和氢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后，今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了

“加快海上风电场建设，带动海上风电装备

产业发展。谋划工程机械维修和再制造产

业，率先开展海上风电制氢工程示范”，体

现了海南对制氢用氢探索的重视。

记者了解到，从政策层面，海南也有了

氢能发展的路径规划。去年1月，《海南省氢

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

已由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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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平台、多基地”的

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探索电解水制绿氢消纳

并存储，重点在船舶、汽车、航天、化工等

领域进行氢能源产业推广。

就在去年底，海南探索氢能又有了新动

向。去年11月5日，德国西门子能源与申能

股份、国家能源集团海南公司、大唐集团海

南公司在进博会海南馆举行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确定共同推动海南海上风电制绿氢绿

醇，助力海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海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地理

位置、政府支持、生态环境保护需求、新能

源汽车推广、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及技术

研发和创新平台等优势，有望成为中国乃至

亚太地区重要的氢能产业基地，具有打造

‘氢能岛’的巨大潜力。”在今年的海南省两

会上，海南省政协委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

特聘专家李晟说道。

通过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氢能

相关企业也得以更好地对海南氢能产业的发

展有所了解，并为海南氢能发展提供更多思

路。苏州青骐骥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集团总裁余智勇表示，最近该公司与海南已

经有了初步接触，包括海南目前正着力推广

的海上风电，以及位于文昌的国际航天城

等，对于氢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或需求。

在他看来，未来海南除了探索风电制氢

氨醇和相关的汽车、航运等场景应用外，还

可以依托自由贸易港的贸易自由便利，探索

对于氢氨醇等能源的出口。“制氢氨醇在国

内已经有了一定的普及，相比之下，氢氨醇

的贸易与运输才是目前这一行业更具开发潜

力的领域，值得我们作为行业发展的重大机

遇去共同探索与实践。”余智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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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新能源体系，共创世界绿色未来”分论坛

从“原料”上升为“能源”
氢能发展在年会上引热议

氢能从“原料”上升为“能源”

谈及氢能，或许不少人觉得离我们的日

常生活很遥远。但从国家层面，氢能已被美

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列

为国家战略能源，在能源结构转型中，氢气

所扮演的角色已被各方寄予厚望。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也持续加深对氢能

的探索与关注。去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能源法》，氢能被纳入我国能源管理体系；

而如今，各方对氢能的关注度也延续到了博

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

“氢能肯定是未来能源的组成部分，但是

目前我们在制氢储氢以及使用方面都面临很

多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3月26日，在博

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专设的“加快构建新

能源体系，共创世界绿色未来”分论坛上，

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说道。他表示，现在中

国和挪威都有相关能源公司在通过合作来解

决这些问题。“在挪威也有很多海上风电项

目，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研究来形成完善

的制氢储氢解决方案，从长期来看对海上风

能的发展也将更加有力。”戴伟恩说。

“以前我们都没有把氢当做能源，只是把

它作为一个工业生产中的原料来对待。其实

我们把氢和电进行对比，电仅仅是一个能量

的载体，它自身是不能存储的，我们要依靠

其它方式才能把它存储下来；而氢既是能量

的载体又是物质转化的单元，生产过程中我

们可以把氢和能源同时加入作为反应，这个

秉性决定了未来二次能源体系中我们要把氢

作为主体来对待，它具有与电同等的重要

性，甚至比电更为重要。”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郭烈锦如是说。

他认为，与传统能源相比，如今的新能

源体系缺少一个能够随时随地、因地制宜把

间歇性、不连续、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存储

下来的一个二次能源。而经过几十年科学研

究，各方目前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个二次能

源就是氢能。

以技术转型更高效地生产氢

与郭烈锦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

事长宋海良。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宋海良

表示，在各方积极倡导新型能源体系的过程中，必须

解决风、光等新能源的间歇性、波动性、不连续性等

问题，因此需准备一体化的储能方案，而氢能就是一

种最好的介质。作为行业内的领跑企业之一，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已牵头成立了储能联盟，还率先在吉林围

绕绿电、绿氢、绿氨、绿甲醇等能源进行投资，建设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

郭烈锦称，之所以此前各方没有把氢作为能源主

体来对待，是因为氢的成本太高，包括生产成本、输

运存储的成本等，且此前通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化石能源生产氢，也存在一定污染与生态影响。而如

今，利用绿色不排碳的方法转化氢能的技术已经成

熟，而且生产氢的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郭烈锦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与转型十分

重要。“其实用传统的光伏发电或者风力发电，再通过

电解水制氢，转化效率并不高。但如果我们改变方

式，比如把太阳能的光电效应、光化学效应、光热效

应等都耦合起来，同时设计好新型的能源转化体系，

既产电又产氢，效率就可以大幅提高。再比如风力发

电，目前主流的风力发电制氢技术是利用风力推动叶

轮转动发电再制氢，但未来可以探索将风的气动力和

风能的热力耦合起来，这个效率就可以提高更多。所

以我认为在氢能的更广泛应用中，技术转型与提高是

必不可少的。”郭烈锦说。

作为国内知名的氢能装备企业，苏州青骐骥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集团总裁余智勇也在博鳌亚洲

论坛2025年年会期间谈到了氢利用的重要意义。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的背景下，我认为未来五年

是氢能从示范化应用到规模化应用的一个重要转型

期，也是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氢能可

以提升新能源体系的韧性，通过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的

耦合，我们能以风光制储一体化的方式，有效解决目

前新能源规模化消纳的问题。此外，氢能贸易也是未

来绿色互联的重要载体，可以推进国际能源系统的重

构。”余智勇说道。

氢能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干净的能源之一，有着

“新石油”的美誉。随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能源法》在去年11月获得
通过，氢能被纳入我国能源管理体
系。而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
会上，氢能的发展与应用前景也引
起了众多与会嘉宾的热议。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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