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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绿氢，是通过使用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制造的氢气，例如通过可再生能

源发电进行电解水制氢，在生产绿氢的过程中，完全没有碳排放。绿氢是真正的清洁能源，

被称为&ldquo;零碳氢气&rdquo;。我国可再生资源丰富，绿氢制取潜力巨大，未来发展前景广

阔。由此可见，尽管所有&ldquo;颜色&rdquo;的氢都将在未来发挥作用，但归根结底，绿氢是

最具可持续性且真正无碳的，因此它也正成为全球氢能发展的焦点。

全球绿色氢市场的增长是由关注减少碳排放和扩大绿色氢生产技术推动的。然而，氢储能的

资金成本仍然过高，制约了氢储能市场的发展。相比之下，良好的绿色制氢技术在未来几年

将有新的机遇。到2030年，仅绿氢发电的潜在总市场（TAM）就有可能翻一番，从目前

的1250亿美元增加到2050年的1万亿美元。  

目前，绿氢制取主要的种类为电解水制氢，其余煤制氢、天然气制氢等均不能达到绿氢标准

。而几种制氢方式中只有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绿氢的低碳排放要求，并且制氢成本也较低，

具有极高的经济性和较低碳排放。电解水制氢技术也被视为未来最有潜力的制氢技术。由于

目前水解制氢成本较高，所以2021年中国制氢方式主要以煤制氢为主，占比达64%，其次天然

气制氢、工业副产氢分别占比14%、21%，电解水制氢占比仅为1%左右。2021年中国电解水制

氢设备市场规模超过9亿元，出货量超过350MW。  

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在发电示范方面

，《规划》提出按照因地制宜思路建设一批氢燃料电池与分布式发电、备用电源、以热电联

供为主的能源综合利用等有机结合的示范项目。工业领域的氢替代主要强调绿氢在冶金、化

工、煤制油等领域的应用示范。2022年4月7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ldquo;十四五&rdquo;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加快突破新

型催化、绿色合成、功能-结构一体化高分子材料制造、&ldquo;绿氢&rdquo;规模化应用等关

键技术。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面对日益严峻的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识。自2015年《巴黎协议》设定

了2021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举措，越来越多

的国家正在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并采取积极行动，发展绿氢便成为实

现碳中和的有效路径。2022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可

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制氢利用，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

示范，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低、氢能传输用产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推进可再生能源发

电制氢产业产业化发展，打造规模化的绿氢生产基地，实现相关领域的绿氢替代。2022年10



月9日，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重点围绕可再

生能源制氢、电氢耦合、燃料电池及系统等领域，增加标准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氢能质量、

氢能检测评价等基础标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绿氢行业发展趋势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十二章。首

先介绍了绿氢产业的基本概念和全球发展现状，接着分析了现下国内绿氢产业的发展环境和

市场发展情况，并对电解槽和质子交换膜两个重点细分领域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随后对

绿氢产业的关键绿电来源&mdash;&mdash;光伏制氢技术和风电制氢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同

时分析了绿氢产业的重点应用领域以及绿氢产业主要企业的经营状况，然后分析了绿氢产业

的投资机遇、投资风险及投资建议；最后报告对绿氢产业的发展趋势及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

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

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

，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

绿氢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绿氢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

考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绿氢产业相关概述  

1.1　绿氢产业基本介绍  

1.1.1　氢气产生来源途径  

1.1.2　绿氢产业基本定义  

1.2　发展绿氢原因分析  

1.2.1　能源利用价值  

1.2.2　制氢降碳优势  

1.2.3　国家政策支持  

   

第二章　2021-2023年全球绿氢产业发展分析  

2.1　全球绿氢产业发展综述  

2.1.1　绿氢产业发展背景  

2.1.2　绿氢产业发展现状  

2.1.3　全球绿氢产业规模  

2.1.4　全球绿氢规模效应  



2.1.5　全球绿氢成本变化  

2.1.6　全球绿氢企业布局  

2.1.7　扩大绿氢部署建议  

2.2　欧盟绿氢产业发展分析  

2.2.1　欧盟绿氢发展计划  

2.2.2　欧洲绿氢项目进展  

2.2.3　德国绿氢产业发展  

2.2.4　法国绿氢产业发展  

2.2.5　意大利铁路绿氢化  

2.3　亚洲绿氢产业发展分析  

2.3.1　亚太地区绿氢产业进展  

2.3.2　日本推进绿氢产业发展  

2.3.3　韩国绿色产业发展分析  

2.3.4　印度绿氢产业发展挑战  

2.3.5　阿曼绿氢产业发展目标  

   

第三章　2021-2023年中国绿氢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政策环境  

3.1.1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3.1.2　绿氢政策制定指南  

3.1.3　双碳意见方案引领  

3.1.4　石化工业指导意见  

3.1.5　氢能发展中长期规划  

3.1.6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3.2　经济环境  

3.2.1　国民经济综述  

3.2.2　工业经济运行  

3.2.3　对外经济分析  

3.2.4　固定资产投资  

3.2.5　宏观经济展望  

3.3　技术环境  

3.3.1　新型催化涂层制氢  



3.3.2　绿氢制取技术整合  

3.3.3　液氨转换技术分析  

3.3.4　高温气化制氢技术  

3.3.5　绿氢空气提取技术  

3.4　能源环境  

3.4.1　能源行业生产情况  

3.4.2　能源行业结构升级  

3.4.3　可再生能源发展  

3.4.4　能源行业未来趋势  

3.5　氢能环境  

3.5.1　氢能产业发展政策  

3.5.2　氢能产业发展现状  

3.5.3　氢能产业投资趋热  

3.5.4　氢能产业发展前景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绿氢产业发展综合分析  

4.1　绿氢产业发展综况  

4.1.1　绿氢产业发展背景  

4.1.2　绿氢产业发展现状  

4.1.3　绿氢制取关键环节  

4.1.4　绿氢行业发展动态  

4.1.5　企业争相布局绿氢  

4.1.6　不同制氢技术效能  

4.1.7　绿氢能源占比结构  

4.2　2021-2023年电解水制氢市场发展分析  

4.2.1　电水解制氢基本概述  

4.2.2　电解水制氢市场规模  

4.2.3　电解水制氢竞争格局  

4.2.4　电解水制氢不同成本  

4.3　绿氢产业重点城市布局  

4.3.1　北京  

4.3.2　上海  



4.3.3　广州  

4.3.4　深圳  

4.3.5　成都  

4.3.6　丽江  

4.4　绿氢产业规模化挑战  

4.4.1　电解水制氢难题  

4.4.2　氢气存储难度较大  

4.4.3　氢能运输制约较多  

4.5　绿氢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4.5.1　坚持绿色低碳路线  

4.5.2　坚持绿氢创新引领  

4.5.3　坚持科学产业生态  

4.5.4　坚持市场主导规律  

   

第五章　2021-2023年绿氢产业重点细分领域分析-电解槽  

5.1　电解槽基本概况  

5.1.1　电解槽概念概述  

5.1.2　电解槽主体结构  

5.1.3　电解槽产品分类  

5.2　电解槽产业发展综况  

5.2.1　电解槽产业发展历程  

5.2.2　电解槽制氢稳定性需求  

5.2.3　电解槽制氢市场现状  

5.2.4　电解槽制氢市场规模  

5.2.5　企业开发PEM电解槽  

5.3　电解槽行业企业发展竞争分析  

5.3.1　电解槽企业数量规模  

5.3.2　电解槽企业区域格局  

5.3.3　电解槽企业竞争格局  

5.3.4　电解槽行业竞争壁垒  

   

第六章　2021-2023年绿氢产业重点细分领域分析&mdash;&mdash;质子交换膜  



6.1　全球质子交换膜行业发展分析  

6.1.1　行业发展现状  

6.1.2　行业企业分布  

6.1.3　出货量结构占比  

6.2　中国质子交换膜行业发展概况  

6.2.1　行业地位认知  

6.2.2　市场发展现状  

6.2.3　行业产业链条  

6.2.4　行业发展动态  

6.2.5　行业企业布局  

6.3　中国质子交换膜行业市场发展  

6.3.1　质子交换膜市场规模  

6.3.2　质子交换膜成本占比  

6.3.3　质子交换膜企业分析  

6.4　中国质子交换膜行业竞争分析  

6.4.1　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6.4.2　购买者议价能力  

6.4.3　供应商议价能力  

6.4.4　潜在者进入威胁  

6.4.5　替代品替代威胁  

6.4.6　现有竞争者威胁  

6.5　中国质子交换膜行业区域发展分析  

6.5.1　山东省  

6.5.2　江苏省  

6.5.3　浙江省  

6.5.4　广东省  

   

第七章　2021-2023年光伏制取绿氢产业发展分析  

7.1　中国光伏行业运行现状  

7.1.1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7.1.2　光伏发电消纳形势  

7.1.3　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7.1.4　光伏设备运营状况  

7.1.5　光伏项目建设动态  

7.2　中国光伏绿氢发展概述  

7.2.1　光伏绿氢发展价值  

7.2.2　光伏制氢基本步骤  

7.2.3　光伏制氢企业布局  

7.2.4　光伏绿氢协同共进  

7.2.5　光伏绿氢项目动态  

7.3　中国光伏绿氢市场发展综况  

7.3.1　光伏绿氢扶持政策  

7.3.2　光伏制氢路线汇总  

7.3.3　光伏制氢市场规模  

7.3.4　光伏制氢项目规模  

7.3.5　光伏制氢成本对比  

7.4　新疆光伏绿氢产业发展分析  

7.4.1　政府政策支持产业发展  

7.4.2　新疆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7.4.3　新疆光伏制氢典型项目  

   

第八章　2021-2023年风电制取绿氢产业发展分析  

8.1　中国风力发电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8.1.1　行业发展概况  

8.1.2　风力发电规模  

8.1.3　总体装机容量  

8.1.4　区域装机容量  

8.1.5　风电利用现状  

8.1.6　企业竞争态势  

8.1.7　风力发电电价  

8.2　风电制氢产业发展概述  

8.2.1　风电制氢技术概况  

8.2.2　风电制氢技术特征  

8.2.3　风电制氢产业链条  



8.3　风电制氢市场综况  

8.3.1　国际风电制氢发展  

8.3.2　国内风电制氢现状  

8.3.3　风电制氢成本效益  

8.3.4　风电制氢项目动态  

8.3.5　海上风电制氢趋势  

8.3.6　风电制氢发展前景  

8.3.7　风电制氢发展对策  

8.4　风电制氢产业发展问题对策分析  

8.4.1　风电制氢发展问题  

8.4.2　风电制氢发展对策  

   

第九章　2021-2023年绿氢产业重点应用领域分析  

9.1　电力领域  

9.1.1　电力产业应用现状  

9.1.2　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  

9.1.3　绿氢无碳家庭供暖应用  

9.1.4　电力行业氢能应用问题  

9.1.5　电力行业氢能应用对策  

9.2　化工领域  

9.2.1　化工领域应用现状  

9.2.2　煤化工耦合绿氢发展  

9.2.3　绿氢化工生产应用  

9.2.4　绿氢炼钢行业应用  

9.2.5　绿氢+化工发展前景  

9.3　航天及医疗领域  

9.3.1　产业应用现状  

9.3.2　航天绿氢应用  

9.3.3　医疗绿氢应用  

   

第十章　2020-2023年中国绿氢产业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1.1　企业发展概况  

10.1.2　经营效益分析  

10.1.3　业务经营分析  

10.1.4　财务状况分析  

10.1.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0.1.6　未来前景展望  

10.2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1　企业发展概况  

10.2.2　经营效益分析  

10.2.3　业务经营分析  

10.2.4　财务状况分析  

10.2.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0.2.6　公司发展战略  

10.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1　企业发展概况  

10.3.2　经营效益分析  

10.3.3　业务经营分析  

10.3.4　财务状况分析  

10.3.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0.3.6　公司发展战略  

10.3.7　未来前景展望  

10.4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4.1　企业发展概况  

10.4.2　经营效益分析  

10.4.3　业务经营分析  

10.4.4　财务状况分析  

10.4.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0.4.6　未来前景展望  

10.5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1　企业发展概况  

10.5.2　经营效益分析  

10.5.3　业务经营分析  



10.5.4　财务状况分析  

10.5.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0.5.6　公司发展战略  

   

第十一章　中国绿氢产业投资分析及风险预警  

11.1　绿氢产业投资机遇  

11.1.1　政府重视氢能发展  

11.1.2　智能能源体系发展  

11.1.3　碳中和目标推动  

11.1.4　电力成本降低  

11.1.5　行业进步空间大  

11.2　绿氢产业投资风险  

11.2.1　技术效益不强  

11.2.2　能源地域性强  

11.2.3　成本居高不下  

11.2.4　补贴不及预期  

11.2.5　蓝氢依旧为主  

11.3　绿氢产业投资建议  

11.3.1　周期投资建议  

11.3.2　产业投资建议  

11.3.3　企业投资建议  

   

第十二章　2024-2030年中国绿氢产业发展前景趋势预测  

12.1　绿氢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12.1.1　绿氢发展前景  

12.1.2　水解制氢前景  

12.1.3　绿氢市场前景  

12.1.4　绿氢应用前景  

12.1.5　项目建设前景  

12.2　绿氢产业发展趋势预测  

12.2.1　氢能产业趋势  

12.2.2　氢能应用趋势  



12.2.3　绿氢技术趋势  

   

图表目录  

图表1　氢气的来源  

图表2　各类技术路线制氢成本（包含碳排成本）趋势预测  

图表3　各类绿氢项目细分生产成本预测  

图表4　全球主要电解槽设备制造企业及技术路径  

图表5　氢能价值链各环节的全球性氢能政策数量  

图表6　2017-2021年中国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7　2017-2021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图表8　2022年GDP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9　2017-2021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0　2021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1　2021-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12　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13　2017-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图表14　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5　2021年主要商品出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6　2021年主要商品进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7　2021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金额、增长速度及其比重  

图表18　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9　2021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20　2021年中国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自查投资（不含农户）比重  

图表21　2021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图表22　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与运营能力  

图表23　2021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24　2021-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5　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26　四类电解水制氢对比  

图表27　太阳能光解水制氢技术对比  

图表28　生物质能制氢技术对比  

图表29　电解空气中冷凝水蒸气示意图  



图表30　2021-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增速月度走势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3745.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37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