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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不喝油,取暖不烧气？

2050年将迎来“氢能时代”
《经济参考报》1 月 9 日刊发题为《“氢能时代” 中国加快探索氢能经济》的报道。 文章称，汽车发动机不“喝油”了，建筑取暖不烧天然气了，重工业热力来源告别黑煤球了……未来，

替代这些传统能源的有可能就是氢能和燃料电池。 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北京未来科学城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发展大会”，与会专家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幅未来图景。

“氢能时代”来临
氢能通常是指氢在物理与化学变化过

程中释放的能量。 它更加清洁、高效并可再
生，相比于潮汐能、风能等，氢能更便于储
备、运输，同时它也是“能源互联网”中的重
要纽带。 氢能来源多样，可以从化石能源中
获取，也可以从工业副产品、合成甲醇、生物
沼气中获取。如今，氢能正在走向规模化、商
业化。

基于这些特点，燃料电池成为氢能的重
要应用成果，具有燃料能量转化率高、噪音
低以及“零排放”等优点，从 20 世纪末以来
便受到各国关注，其研发、示范和商业化应
用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中国工程院院士汤
广福表示，能源消费正在发生变革，高效节
能、智慧用能是现代能源消费模式的典型特
征。

国际氢能委员会发布 2017 年发布报告
称，氢能源是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式，预计
在 2050年之前，通过更大规模的普及，氢能
源将占整个能源消耗量的大约 20%。 数据显
示，2017 年全球燃料电池机组数量增长
15%，达到 7万多套。

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德国、日本、
韩国等国家均在氢能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入。 在日本、美国、德
国等地，氢燃料电池车部分已经投入使用。
丰田 FCV 燃料电池商业车最大续航里程
约 700 公里，美国“尼古拉”燃料电池拖车

头最大输出 1000 马力， 德国已批准燃料
电池火车应用于商业化。

不仅是汽车，发电、工业能源、建筑等，
同样是氢能和燃料电池的重要应用领域。在
日本，家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已投入使
用，使家庭有了自己的“发电站”和“供暖
站”。航天领域，大推力火箭的动力来源也大
多采用氢能。

中国企业、研究机构也在“紧盯”氢能
源。 2017 年 7 月，北京市科委、昌平区政
府联合主办北京未来科学城氢能技术协
同创新平台签约仪式，推动打造代表国内
氢能领域最高科研水平的协同创新平台，
首批签约的 12 家科研单位共有 24 个氢
能研发团队。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教授毛宗强介绍， 我国有超强的氢气供
应能力，目前氢气来源还是以煤炭、天然
气为主， 可再生能源制氢尚处于示范阶
段。

成本高、氢站少氢燃料电池的短板
“燃料电池汽车或者动力是我们未来车

从化石燃料为主走向电动化路径当中非常重
要的途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艳
华说。 近期在由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燃料电池分会参与主办的“第一元素”
2018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年度发展论坛上，
氢燃料电池汽车未来路在何方成为最热的话
题之一。

近两年，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正式进入
产业化元年，国家与地方陆续发布了《“十三
五”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
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及规划。 氢燃料电池
汽车已在上海、郑州、张家口、佛山、云浮、十
堰等多地实现商业化运营。 国内各大知名汽
车企业纷纷布局，传统能源企业、汽车零部
件企业、产业资本也相继在氢能及燃料电池
产业加码投入。

国家很早就将氢燃料电池汽车列为新
能源汽车三大发展方向（包括混合动力、纯
电动、燃料电池）之一，然而与前两种新能源
车相比，氢燃料电池汽车至今仍处于示范运
营阶段。 究其原因，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高制
造成本和加氢站的布局偏少是制约产业发
展的关键因素。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有
代表性的氢燃料电池系统研制企业。重塑能
源科技商务拓展部总监高雷告诉记者，上海
已经投入营运的 500 辆 7.5 吨载重氢燃料
电池物流车，动力系统均由重塑提供，补贴
前售价高达 148万元，补贴后仍要近 40万，
而同等规格的柴油车只要十几万。除了研发
成本高，国内燃料电池产业链不完整也是一
大原因。

“像膜增湿器、氢气循环泵等关键零部
件， 国内几乎买不到， 都要靠国外进口。 ”
高雷说，氢燃料电池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当初
的困境很像，只有大规模应用，生产制造成
本才能降下来，“就储氢瓶来说，量没有上去
的时候， 单个价格在 5 万元左右。 当做到
500辆的时候，价格就降到了 2万元。 ”

另一方面，国内加氢站的建设也是短板
之一。 上海嘉定区江桥镇加氢站运营方嘉氢
实业副总经理田丽莉说， 建一个加氢站，涉
及安监、质监、消防等多个部门，对于新兴事
物没有可以参照的规划文件，审批流程远比
一般的加油站复杂。

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经在
运行的加氢站约 10座， 在建的有 20 多座。
相比之下，日本全国的加氢站已经超过 100
座，仅东京地区就有 14座。“加氢站太少，燃
料电池汽车跑不起来。而燃料电池汽车不规
模化运营，企业就没有动力投资加氢站。 如
果不打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僵局，氢能
的利用很难开展起来。 ”田丽莉表示。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蒋
利军称， 氢能及燃料电池在生产、 存储、运

输、使用等环节还面临着供应链和使用链协
同推进的问题，氢能源的提供方和氢能应用
产品的生产方还需要形成创新体系。

拓领域、亮身份加快探索氢能社会
首届北京未来科学城氢能与燃料电池

技术发展大会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
表处能源环境处高级项目主任张卫东表示，
中国的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的兴起，将决定
性地推动全球氢能和燃料电池研发及产业
的发展。 中国有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氢能经济”。

“氢能经济”不仅要考虑氢能如何快速
落地，更要将氢能放在农业、工业、能源产
业、交通行业、服务业等整体发展的大格局
下通盘考虑。 张卫东说，除了提升研发技术、
改进使用材料等，氢能及燃料电池应用实现
成本下降的关键因素在于市场规模，中国恰
能成为市场规模大幅增加的重要推动力。

研究机构莫尼塔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内
市场对氢能使用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将
氢局限于传统化工生产的单一场景。 事实
上，氢能作为储能介质能够横跨电力、供热
和燃料三个领域，推动能源供应端融合。

对于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诸多
与会专家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尽快明确氢气的“身份”。 当前，我
国对氢气按照危化品进行重点监管，这导致
加氢站在规划、 用地和建设层面困难重重。
如果把氢气看作一种燃料，就需要摘掉危化
品的“帽子”，同时明确相应的主管部门。

二是针对制氢、储氢、加氢、运氢等一系
列环节，明确技术标准和检测体系。 有了清
晰的标准体系，整个氢能产业的发展会更有
方向性和针对性，也能激励社会资本参与其
中。

三是集中精力开展燃料电池系统的关
键零部件技术攻关。要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
制造成本的下降，关键在于批量化生产和关
键零部件技术攻关。

“燃料电池行业越来越受关注。 ”上海重
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林琦表示，行业协会在协助产业打通企业到
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通道、承担行业标准制
修订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组织行业进行技术
攻关等方面需承担起应有之责任。 /新华社

春运即将来临，选择乘坐飞
机返乡的旅客呈逐日递增之势。
航空公司提醒：旅客乘坐飞机出
行应选择正规购票渠道。

2019 年春运从 1 月 21 日
（腊月十六） 开始， 到 3 月 1 日
（正月廿五）结束。 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总经
理陈茂俊说， 根据大数据分析，

近期航空公司的航班承运人数
不断增长，作为“一带一路”沿线
主要城市，西安至广州、北京、哈
尔滨、三亚等多条航线机票销售
火爆，“一票难求”渐成近期航空
运输特点。

陈茂俊说， 随着春运的临
近，2019年春运乘机高峰即将到
来，为方便旅客乘机，航空公司

特别提醒：旅客购票应通过正规
渠道，务必到正规售票处或航空
公司官方网站，以防一些不法分
子以特低票价为诱饵进行诈骗
或者旅行网站兑票出现问题，影
响出行。

同时， 旅客购票时需留下
可以联系到本人的联系方式，
航空公司在航班变动时能够及

时通知到本人。 航空公司提醒
广大旅客：若遇到大雪、大雾等
恶劣天气， 建议旅客到达机场
前先致电航空公司服务热线确
认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同时，建
议旅客关注各航空公司官方微
信进行航班动态查询， 以免耽
误出行。

/新华社

记者 9 日从教育部获悉，在各地
的努力下，目前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确保工作数据真实、 准确，教
育部近期部署全国 26 个省份交叉核
对整改情况工作，同时派出工作组赴
河北、山西、江西、山东、四川、贵州等
6省份，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培训机
构， 详实了解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并
以“双随机”抽查方式核对各省校外
培训机构整改数据。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在治理过程
中存在的数据动态更新不及时、备案
和公示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督举报机
制不健全、平台信息录入进度慢等问
题，教育部强调，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数据核实工作至关重要，各地要
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实事求是，严禁
弄虚作假。 要畅通群众和媒体监督渠
道，根据线索严查相关问题，追究相
关责任，举一反三，不断堵塞漏洞，不
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体系。

/新华社

航空公司：
乘坐飞机出行应选择正规购票渠道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
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
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
济南市管辖； 设立济南市莱芜
区，以原莱芜市莱城区的行政区
域为莱芜区的行政区域；设立济
南市钢城区，以原莱芜市钢城区

的行政区域为钢城区的行政区
域。

据山东省有关部门介绍，调
整后，济南市辖 10 区 2 县，面积
10244 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人
口 870万。 济南、莱芜地域相连，
人缘相亲，风俗相近，经济联系

紧密，人员往来频繁。 尤其是近
年来，山东省大力推进济莱协作
区建设， 已初步形成融合发展、
一体发展的良好格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专家王开泳认为，此次
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进一步优

化济南市城市空间布局，推进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有利于更好发
挥省会城市的带动、示范、辐射
作用，构建与京津冀地区多元互
补、协调联动、合作共赢的产业
体系和发展格局。

/新华社

国务院批复同意
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

教育部：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已
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