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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西安在围绕氢能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装备制造、关键材料等领域加速集聚了一

批优质企业、落地了一批重点项目。

“从全国来看，西安氢能产业发展基础条件

比较好。”有氢能企业负责人表示。

另外，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制

取的绿氢潜在产能也不小。预计至“十四五”

末，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将达到6000万千

瓦左右，绿氢潜在产能约8万吨/年。

除了发展氢能产业所需的充足气源，西安也

有潜力巨大的氢能应用市场。全国范围内，陕西

北部、内蒙古南部、山西西部、甘肃和宁夏东

部，在这一片区域有大量矿区、钢铁和水泥厂，

有四五百万辆商用燃油、燃气重卡，这为氢燃料

电池重卡应用提供了理想的应用场景。

参与这场氢能产业竞逐的背后，西安有何

“底牌”？

据统计，陕西副产氢折合纯氢资源超过

200万吨/年，其中高品质副产氢约20万吨/年。

产量大意味着氢气价格可以足够低，目前副产氢

制氢成本每公斤8元至10元，200公里内终端氢

气成本低于每公斤35元，远低于粤、沪等地

区，可达到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考核指

标。

去年以来，又有维纳氢能科技、德燃动力、

而且，西安工业覆盖41个行业大类中的

36个，聚集了国内航天1/3以上、航空近1/4的

科研和生产力量，工业领域的氢能应用市场广

阔。随着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加速，西安作为

“四型”国家物流枢纽以及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建设承载城市，交通物流领域亦将成为氢能及

燃料电池应用的主要突破口。

早在2021年3月，隆基绿能便与上海朱雀投

资合资，成立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隆基

创始人李振国亲自“挂帅”，进军“光伏制

氢”。

正是依托以上优势，西安发展氢能产业大有

可为。

政策加码，抢占氢能“风口”

比克新能源技术等多家氢能产业链上、中、下游

企业安家西安。

截至2022年底，西安氢能相关企业超30

家，主要为氢能装备制造企业。其中隆基氢能、

华秦新能源等企业绿氢制备及储氢装备技术在全

国处于领先水平。陕汽麾下总部位于泾河新城的

德创未来当选为2022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优秀

企业，其氢燃料电池商用车销售量全国领先。今

年1月西咸新区维纳-长庆加氢示范站正式建成

投运。

同时，在科技创新层面，西安拥有西安交通

大学、西工大、西电、西安工大、长安大学等全

国知名的氢能科研高校，拥有西交大动力工程多

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西交大电气学院电力设备

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西交大流体机械国家

专业实验室等国家级实验室，以及航天六院、西

工大新能源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在制

氢、储氢、用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等方面，

已形成一批技术成果。

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的支持与引导下，西

安的氢能企业和科研院校“产、学、研、用”同

步发展进一步深化，制氢、储运、电堆制造、动

力集成、变速器及整车制造等方面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能力持续增强，可为西安氢能产业发展提供

强大科研支撑。

因此，谁能在技术领域破解“卡脖子”难

题，谁就有望在氢能时代的角逐中取得领先。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依托氢能产业发展优

势，陕西省各级层面共同发力，近年来密集出台

氢能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有着很高的

技术要求，但是在一些成熟的技术领域，我国在

氢能产业链的一些关键技术上还面临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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