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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宁波将实施十大行动

7月16日，宁波全市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
统筹经济增长、能源安全、碳排
放、居民生活“四个维度”，以数
字化改革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根
本动力，以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
构调整为主要路径，实施碳达峰十
大行动，率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低碳转型。

一要实施能源领域达峰行动，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严格控制煤炭
消费总量，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建立现代能源体系。

二要实施工业领域达峰行动，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推进高碳行业有序达峰，构建高质
量的低碳工业体系。

三要实施建筑领域达峰行动，
提升新建建筑绿色低碳标准和既有
建筑能效，推行绿色建造方式，推
动低碳城乡建设，使建筑与自然和
谐共生。

四要实施交通领域达峰行动，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高运输组织
效率，推广低碳交通工具，倡导绿
色低碳出行，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
系。

五要实施农业领域达峰行动，
完善农业区域布局、产业体系和生
产经营体系，降低农用机械和渔业
船舶碳排放，推动农业碳排放量稳
中有降。

六要实施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着力发挥制度之能、强化技术支
撑、提升管理效率，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节能降碳。

七要实施循环经济推进行动，
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积极
培育低碳循环产业，扎实推进园区
循环化发展，不断健全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八要实施科技创新攻关行动，
建强绿色科创平台，攻关关键核心
技术，集聚高端人才团队，推动绿
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九要实施碳汇能力提升行动，
科学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强
生态空间保护，增强森林、湿地、
耕地、海洋等固碳功能，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

十要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结合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倡导
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扩大绿色产
品服务新供给，构建绿色低碳生活
新场景。

据中国宁波网

氢能竞争力，宁波位列第9

每天加氢规模可达500公斤的宁波首个加
氢示范站，4月开工建设，6月底就建成，创造
了国内建设单座加氢站的最快纪录。

承建方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首个加氢示范站占地19亩，氢能供应来
自镇海炼化第四套炼油氢气回收装置，纯度达
99.98%，满足为氢燃料电池车加氢的标准。加
注氢燃料的过程与加油类似，仅需几分钟。

记者从市车管所了解到，目前，宁波尚未
有上牌的氢能电池乘用车或商用车。因此，该
站也尚未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目前，镇海炼化总产氢能力36万
Nm3/h （标准立方米/小时），经全厂氢气平
衡后，尚有2.5 万 Nm3/h氢气可供外送。未
来，镇海炼化在加氢示范站基础上，新增每
日充装供氢能力4000千克，建设浙江省最大
加氢母站。

事实上，宁波是一座富氢之城。作为全国
七大石化基地之一，目前全市石化产业制氢
规模已达47.63万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宁波可外供副产氢约7.23万吨/年。按照氢燃
料电池乘用车百公里耗氢1千克（每年 200 千
克/辆）计算，可供约36万辆氢燃料电池乘用
车使用。

在去年发布的《中国氢能城市竞争力30强
榜单》中，宁波位列第9。能有这样的排名，
与宁波优秀基础密不可分。

宁波装备制造业基础好，拥有全国最大的
石化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地，已形成8个
超千亿级制造业产业集群，可为氢能装备产业
发展提供雄厚的产业基础。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
第一，港航物流产业发达，氢能在港区装卸、
集疏运等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空间广阔。

宁波还拥有发达的汽车产业，汽车整车生
产企业12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4400多
家，产业转型升级意愿强烈，中车、吉利等龙
头企业已经在氢能汽车领域开展研究，燃料电
池汽车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建成首个加氢站
宁波“氢能城市”迈出一小步

氢能被誉为“21世纪的
终极能源”，是目前最具潜力
的清洁能源。国际氢能委员
会预计，到2050年，氢能
将承担全球18%的能源终端
需求，燃料电池汽车将占据
全球车辆的20%-25%。

日前，宁波首个加氢示
范站落地镇海，将用于为氢
燃料电池车加注燃料。这意
味着，宁波正式迈入氢能交
通时代。

宁波发力氢能产业建设

2020年 9月，中国宣布，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氢能成为达成目标的有效路
径。尤其在燃料电池应用中，将创造
万亿级新能源市场。

中国氢能联盟预计，至 2050
年，氢能在中国终端能源体系中
占比至少达到 10%，氢气需求量
接近 6000 万吨。其中，交通运输
领域用氢 2458 万吨，占该领域用
能比例约 19%；燃料电池车产量
达520万辆/年。

今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将氢能与储能纳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已有23
个省及直辖市出台氢能产业专项政
策，纷纷“抢滩部署”。

宁波氢能产业项目也呈现加速落
地之势。

2019年，宁波与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清
洁能源研发创新和示范应用基地，并
取得阶段性成果——

首台搭载国家电投自主氢燃料电
池电堆的氢能公交车样车顺利下线；

双方合作成立的汇能（宁波）电
力研究院、宁波氢能研究院、宁波绿
动燃料电池有限公司、宁波氢远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均已揭牌运行；

国家电投生产的燃料电池电堆及
系统产品氢腾在慈溪发布；

……
目前，宁波在氢能产业链的多个

环节已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
累。其中，由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创办
的宁波索福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
国内唯一销售标准化电堆产品的高温
燃料电池公司，在高温燃料电池发电
系统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此外，国网浙江电力在慈溪市建
成氢能产业园，开展基于工业园区的
氢电耦合直流微网示范工程；宁波绿
动慈溪滨海经开区示范加氢站5月中
旬开工建设；中科院材料所新能源技
术研究所官万兵博士团队在低温燃料
电池堆技术产业化领域领先全国。

氢能赛道有大机会

据国资委发布的信息，目前，超
过三分之一的中央企业已经在制定包
括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等全产业
链布局，取得了一批技术研发和示范
应用成果。 中信证券指出，央企对
氢能产业的参与充分体现了氢能赛道
的发展前景。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
地区先后推出氢能产业发展指导意
见、行动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对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数量、加
氢站建设数量、加氢能力、产氢能力
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

宁波也正在谋划更加详细的实施
办法。记者了解到，宁波市氢能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5年）（征
求意见稿）已制定完毕。

根据新一轮目标，到 2025 年，
宁波氢能产业产值突破400亿元，集
聚氢能企业超过40家，其中引进或培
育燃料电池及燃料电池汽车龙头企业
2-3家；到2035年，宁波氢能产业产
值突破1500亿元，集聚氢能企业超
过100家，其中引进或培育燃料电池
及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龙头企业1-2家。

在制氢、运氢、储氢、加氢以及
燃料电池全产业链方面——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围绕车载
氢能产业链，重点发展氢燃料电堆、
氢燃料电池系统、氢燃料电池物流
车、专用车和无人机产业；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榭
开发区：强化氢能产业链上游制氢优
势，提高氢气供应能力；

江北区、镇海区：重点开展氢能
应用相关技术的研发攻关，打造氢能
创新中心；

前湾新区、北仑区、鄞州区：建
设燃料电池汽车生产基地，布局燃料
电池乘用车，探索推进燃料电池公交
车、物流车、集卡车、叉车等应用示
范，同时积极推进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批量生产和市场投放等。

“根据实际情况，在原有基础
上，我们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科学谋
划，相信随着即将出台的新规划，宁
波可以抓牢氢能这股风口，加速向
前。”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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