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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灰氢：指通过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燃烧产生的氢气，在生产过程中会有二氧化碳等排放。灰氢的生产成本较低，制氢

技术较为简单。

蓝氢：指将天然气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或自热蒸汽重整制成的氢气，生产过程中使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技术捕获温室气

体，来实现低排放生产。

绿氢：指通过使用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制造的氢气，生产过程中基本没有碳排放。

化石燃料制氢：指通过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制备氢气，是目前主要的制氢方法。

工业副产氢：指现有工业在生产目标产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氢气。

电解水制氢：指应用领域为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储能发电的蓄电池 。本报告中提到的“储能电池”均指储能锂电池。

高压气态储氢：指氢气在高压下（15.2～70.9兆帕）装盛在气体瓶中储存和释放的储氢方法。

低温液态储氢：指将氢气压缩冷却所产生液体分离后，将其储存在高真空的绝热容器中的储存方式。

金属合金固态储氢：指某些具备强大捕捉氢气的金属，在一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吸收氢气后进行储存的方式。常见的储氢合金八廓

钛锰系、镧镍系、钛铁系等。

加氢站：指为氢燃料电池汽车提供氢气的燃气站，将不同来源的氢气通过压缩机增压储存在站内的高压罐中，再通过加气机为氢燃料

电池汽车加注氢气。

氢燃料电池车：指用氢做为动力，通过燃料电池将储存的氢和氧产生化学反应，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电动车。

碳中和：是2020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30年环保发展目标，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

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

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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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概况
在氢能利用途径中，制氢是前提，众多企业逐渐进入氢能

产业布局制氢，加大对制氢产业的建设与投入，制氢行业

市场规模迅速提升， 2021年我国制氢产值规模达到4346

亿元。

企业加大投入及市场空间大

制氢是指氢气制备的工艺过程。氢能属于二次能源，

需要消耗其他一次或二次能源并通过工艺技术获得。

制氢概述

在氢气制备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2021

年我国制氢产量约3300万吨，同比增长32%。我国主要由

化石原料（煤制氢、天然气重整等）和工业副产氢制氢，

占比合计达到97%；电解水制氢仅占比3%，制氢规模小。

我国制氢情况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氢
气
来
源

制氢方式主要包括化石燃料制氢、工业副产氢、电解水制氢定义与分类

制氢是指氢气制备的工艺过程。氢能属于二次能源，需要消耗其他一次或二次能源并通过工艺技术获得 。在氢能利用方面，制备是第一个关键性的

技术环节。氢能源按生产来源划分，可以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三类，目前我国氢气主要来自灰氢；主流的氢气制备方式包括化石燃料制氢 、

工业副产氢、电解水制氢等。

灰氢

• 石油、天然气、煤等化石能源制氢

• 制氢成本较低但碳排放量大

蓝氢

• 化石燃料+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制氢

• 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但捕集成本较高

绿氢

• 风电、水电、核能、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电解制氢

• 制氢过程完全没有碳排放，但成本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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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我国制氢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企业加大产业布局发展历程

1985年以来，中国制氢行业的发展经历了包括萌芽期 、初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以及持续发展在内的几个阶段。2002年以前，我国制氢技术薄弱，

国家对行业发展的重视程度缺乏，制氢行业发展缓慢；2003-2015年，国家出台制氢技术支持政策，国家能源集团等大型企业开始涉足制氢产业，行业得

到初步发展；2016-2020年，随着双碳政策的需求，以宝丰能源、阳光电源等为代表的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光伏制氢领域开始深入研究 、推进技术演变和革

新；2021年以来，国家愈加重视氢能源的发展，支持、规范氢能源的利好政策频出，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国家电投、国家电网等大型央企加

大对制氢产业的布局，进一步推动制氢行业的发展。

萌芽期 初步发展期 快速发展期 持续发展

制氢产业处于萌芽期，我

国制氢技术基础薄弱，工

业制氢制备主要依靠国外

技术和设备

1985年-2002年

国家出台技术支持政策，

推动氢能技术的发展，研

究石化能源制氢、工业副

产氢等制氢技术。企业开

始布局制氢产业

2003年-2015年

我国政府提出了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国内市场上

激起了氢能产业热，行业

龙头开始布局可再生能源

电解水制氢

2016年-2020年

国家明确氢能为重点发展方向，

对制氢产业利好政策的出台，

大型央企加大制氢产业投入，

新技术、下游广泛的需求带动

行业规模增长

2021年至今

1985-2002 2003-2013 2014-2015 2016-2020 2021 2021-未来

• 《科技发展"十
五"规划》

• 《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

• 2015年 ， 国 家
能源集团布局煤
制氢

• 2019年，嘉化能源
采用氯碱副产氢的
方式制氢

• 2019年，宝丰能源
进军制氢行业，建
设光伏制氢项目

• 2019年，阳光电源
布局光伏制氢

• 2021年，《能源领
域5G应用实施方案》

• 2021年，《关于组
织开展“十四五”
第一批国家能源研
发创新平台认定工
作的通知》

• 2021年， 《“十四
五”原材料工业发
展规划》

• 以中国石化、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国家电投、
国家电网、中国大唐、
华电集团、三峡集团等
为代表的央企发力布局
氢能全产业链

• 2022年，《氢能产业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2021-
2035年）》

• 2022年，《智能光伏产
业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1-2025年）》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制氢行业作为氢能利用至关重要的一环，规模将保持持续增长市场规模

氢能作为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等领域，国家明确氢能为

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在氢能利用途径中，制氢是前提，众多企业逐渐进

入氢能产业布局制氢，加大对制氢产业的建设与投入，制氢行业市场规模

迅速提升，2021年我国制氢产值规模达到4346亿元，随着国家对制氢产

业的不断支持及投入，预计到2026年我国制氢产值规模将达到7825亿元。

2017-2026年中国制氢产值规模及预测（亿元）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

2017-2026年中国各制氢方式产值规模及预测（亿元）

目前我国主流的制氢方式分为化石能源制氢、工业副产氢和电解水制

氢三种，其中化石能源制氢依托丰富的资源、成熟的技术水平，制氢规模

占比最大，其次为工业副产氢，电解水制氢由于成本过高、技术的缺乏，

制氢规模较小，2021年化石能源制氢、工业副产氢、电解水制氢的产值规

模分别为3010亿元、1040亿元、29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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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目前灰氢制取布局企业众多，蓝氢、绿氢参与企业相对较少产业链图谱

中游上游 下游

氢气制备

我 国 氢 气 分 为“ 灰 氢 ”、 “ 蓝 氢”和 “ 绿

氢” ，目前主要来自灰氢煤制氢、天然气等
制氢占80%左右

制氢市场格局分散，国家能源集团和中石化为
最大的制氢企业

氢气储运制氢材料

煤炭

工业副产

• 焦炉煤气

• 氯碱尾气

• 丙烷脱氢

天然气

电解水

其他

灰氢制取

蓝氢制取

绿氢制取

储氢：分为低温液态储氢、高压气态储氢、固

态储氢，目前普遍采用高压气态储氢，但固态
储氢方式将成为发展趋势

运氢：分为管道运输和公路运输，长管拖车是
主要运输方式，管道运输建设投资大，应用较
为有限

加氢站建设与运营

加氢站的建设以中石化、中石油、厚普股份三

家企业为主

加氢站集成设备CR5市占率约为90%

加氢站建设成本中，氢气压缩机占总成本比重
最大，达到近30%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我国天然气产量逐年增长，价格有所回落

制氢原材料煤炭、天然气等资源丰富，但价格涨跌不一产业链上游

2021年我国原煤产量41.3亿吨，增长5.8%，相较于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丰

富；近几年煤炭价格整体呈上涨态势 ，截至2022年5月，我国煤炭价格为
1280.2元/吨。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价格增长迅速

2017-2022年中国煤炭价格走势（元/吨）2017-2022年中国原煤产量（亿吨）

35.24 36.98 38.46 39.02
41.3

18.1
693.4

554.2 544.5
653.8

861.5

1280.2

我国天然气产量逐年增长，2021年产量达到2052.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价格2021年飞速增长后有所回落，截至2022年5月，我国天然气价格为
7148.6元/吨。

1474.2
1610.2

1736.2
1888.5

2052.6

924

2017-2022年中国天然气产量（亿m³）

6625.9

4349.4

4362.8 4714.2
8437.2

7148.6

2017-2022年中国天然气价格走势（元/吨）

我国焦炭与焦炉煤气产量有所波动

2021年我国焦炭产量4.64

亿吨，与上年相比减少1%.。按
照1吨焦炭产生约400m3的焦炉
煤气计算，2021年我国焦炉煤
气产量达到1858亿立方米。截
至2022年5月，我国焦炭价格为

3160.7元/吨。

43142.643820
47126.2

47116.1 46445.8

19801

2017-2022年中国焦炭产量（万吨）

1726 1753 1885 1885 1858

792

2017-2022年中国焦炉煤气产量（亿立方米）

1765.4
2255.8

1719.6 1926

3898.5

3160.7

2017-2022年中国焦炭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我国制氢产业呈现北多南少的区域特征，且行业竞争格局分散产业链中游

我国制氢以化石原料和工业副产氢为主，电解水制氢规模小

在氢气制备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2021年我国

制氢产量约3300万吨，同比增长32%。我国主要由化石原料（煤制氢、
天然气重整等）和工业副 产氢制氢 ，占比合计达到97%；电解 水制氢
仅占比3%，制氢规模小。

我国制氢市场竞争格局较为分散，龙头企业占比仅30%

我 国 制 氢 规 模 市 场 格 局 分 散 ，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和 中 国 石 化 是 国 内 氢
气 产 量 最 大 的 两 家 企 业 ， 合 计 占 比
30%， 其 他 多 为 中 小 企 业 ， 制 氢 规
模 小 。 随 着 其 他 大 型 企 业 进 入 氢 能
源 行 业 ， 氢 能 源 行 业 的 市 场 集 中 度

将有望进一步提升。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氢气生产区域分布图

2017-2021年中国制氢产量 2021年中国制氢方式占比

2021年中国制氢企业竞争格局

21%

3%

63%

13%

76%

工业副产氢 电解水制氢

煤制氢 天然气制氢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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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

10%

5%

14%

32%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制氢产量（万吨） 增长率（%）

高

低

从 区 域 分 布 看 ， 我 国 氢 气 生 产

区 域 集 中 在 西 北 和 华 北 地 区 ， 主 要
依 托 化 石 能 源 的 制 氢 优 势 。 其 中 内
蒙和山东产量超过400万吨，达到最
大；新疆、陕西和山西产量超过300
万 吨 。 而 长 三 角 、 珠 三 角 制 氢 产 量

较少。

14%

16%

70%

国家能源集团 中国石化 其他

氢气来源 制氢企业 制氢方式 氢气来源 制氢企业 制氢方式

灰氢

国家能源集
团

煤制氢

蓝氢

凯美特气 碳捕捉技术

滨化股份 氯碱副产氢 远达环保 碳捕捉技术

嘉化能源 氯碱副产氢 昊华科技 碳捕捉技术

东华能源 PDH副产氢

绿氢

中国石化 风光制氢

华昌化工 煤制氢 隆基股份 光伏制氢

美锦能源 焦炉煤制氢 宝丰能源 光伏制氢

鸿达兴业 氯碱副产氢 金风科技 风电制氢

我国主要制氢企业及制氢方式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化石原料和工业副产是当前制氢的主流方式，未来电解水制氢占比将提升产业链中游

煤制氢依托资源、成本及技术优势成为制氢最主要方式

目前，化石能源制氢占制氢方式的 主要市场 ，而我国“富煤缺油

少气”的能源特点，技术成熟以及制备成本较低的优势，使得煤制氢工
艺的产氢量在国内占比最高，已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可再生资源的快速增长、技术进步及成本的下降，电解水制氢
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2020年以来我国风电和光伏装机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截止2021

年，我国 风电装机 和光伏 点装机 容 量分别为3.28亿千 瓦、3.07亿千 瓦，
占国内发电整体装机容量比重分别为13.8%和12.9%。 2021年我国风
电和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达到1.01亿千瓦，其中风电新增4757万千
瓦，光伏发电新增5297万千瓦。风电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结构占
比的进一步提升为发展电解水制氢，实现零碳排放构建了资源基础。

制氢
类型

制氢方
式

优点 缺点
能源效
率（%）

氢气
价格

碳排
放

成熟
度

化石
能源
制氢

煤制氢
制氢产量高，
成本低，技
术成熟

• 制备过
程碳排
放量大

• 需提纯
去除杂
质

63
10-

15

20-

25 大规
模应
用天然气

制氢
产量高，成
本低

83
13-

20
10

工业
副产
氢

焦炉煤
气制氢

副产物制氢，
成本低 • 需提纯

去除杂
质

提取制
氢＞80，
转化制
氢＞60

6-11 ＜5
大规
模应
用

＞80
10-

17
＜5氯碱制

氢
制氢纯度高

电解
水制
氢

风电、
太阳能
等制氢

产品纯度高，
制氢过程无
碳排放

• 尚未实
现规模
化应用

• 制氢成
本高

45-55
13-

46

25-

30

小规
模应
用

制氢方式比较

风电与光伏装机量及占比（亿千瓦，%） 风电与光伏新增装机量（万千瓦）

3.28 3.07

13.8%

12.9%

风电装机 光伏点装机

4757

5297

风电新增装机 光伏新增装机

在我国“碳中和，碳达峰”的大背景下，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解水

制氢相对于化石燃料和工业副产氢在碳排放的优势日益凸显，且随着技
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电解水制氢成本也将进一步降低。此外，电解水
来源中水电、风电、光电以及核电等可再生能源也将迎来快速发展 。因
此未来电解水制氢方式有望大规模增长。

数据来源 :国家能源局，亿渡数据整理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高压气态储氢、长管拖车运输是氢气储运的主要方式，加氢站建设数量增长幅度快产业链下游

目前储运方式为高压气态储氢通过长管拖车的方式运输

储氢方式包括高压气态储氢、低温 液态储氢 、金属合金固态储氢

三种，其中高压气态储氢由于成本低、使用方便、储存条件易满足等优
势成为目前储氢的主流方式。而金属合金固态储氢的安全性、稳定性优
点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点。

我国加氢站建设数量已居全球第一

全球加氢站数量持续增长， 2021年全球新增142座加氢站，累计

建成685座，中国占比32%，已跃居首位。2021年中国累计建成加氢
站218座，在营加氢站超过160座。加氢站的建设以中石化、中石油、
厚普股份三家企业为主，中石化已建成74座，中石油为8座，厚普股份
在建加氢站78座。

三种储氢方式比较
2017-2021年全球及中国加氢站建设数量（座）

在氢气运输方面，我国现阶段主要以高压气态长管拖车运输为主 ，

管道运输仍为短板弱项 。高压气态长管拖车氢气储存压力为20MPa，
单车运载量约300公斤氢气，技术及装备制造较为成熟。液态储运、固
态储运均处于小规模实验室阶段。在管道输氢方面，我国目前氢气管道
里程约400公里，在用管道仅有百公里左右。

国内涉足氢气储运的公司主要包括 中集安瑞科 、京城股份、中材

科技等，已掌握35MPa储存装置的生产能力，70MPa储存装置正在研
发中。

储氢类型 储氢量 优点 缺点 应用

高压气态储氢 1-5.7
成本低、技术
成熟

储量低、技
术要求高

商业化，应
用于乘用车

低温液态储氢 5.7-10
储氢体积小、
密度和纯度高

储存要求高、
液化耗能高

应用于航空
航天领域

金属合金固态储氢 1.0-4.5 安全、稳定
成本高、不
易运输

未来重点发
展方向

328
369

432

553

685

10
26

51
118

218

3% 7%

12%

21%

32%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全球加氢站累计数量 中国加氢站累计数量 占比（%）

建成74座

建成8座

在建78座

数据来源 :亿渡数据整理

加氢站区域布局图

高

低

我 国 加 氢 站 建 设 数 量 中 ， 广 东

依托政府的支持，加氢站布局遥遥领
先 其 他 省 市 ， 数 量 超 过60座 ， 其 次
为上海，建设数量44座。

从 分 布 区 域 来 看 ， 我 国 加 氢 站
主要涉及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呈

现出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支持政策、碳中和以及下游应用领域的需求将推动制氢行业的发展驱动因素

数据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亿渡数据整理

颁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核心内容

2022.3.29 国家能源局
《2022年能源工
作指导意见》

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探索氢
能技术发展路线和商业化应用路径。
加快新型储能、氢能等低碳零碳负
碳重大关键技术研究

2022.3.23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
（2021-2035 
年）》

充分发挥氢能清洁低碳特点，推动
交通、工业等用能终端和高耗能、
高排放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到
202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10-20
万吨/年

2022.3.22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规划》

新能源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安全高
效储能、氢能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
高，减污降碳技术加快推广应用

2022.3.21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十四五”新型储
能发展实施方案》

拓展氢储能、热储能等应用领域，开
展依托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氢储能、利
用废弃矿坑储能等试点示范

2022.2.10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关于完善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
施的意见》

推进氢能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完
善加氢站点布局及服务设施。探索
输气管道掺氢输送、纯氢管道输送、
液氢运输等高效输氢方式

2022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集中发布促进氢能产业发展的

支持政策，明确氢能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

国家支持政策凸显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202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力争在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 。氢能源是一种高效环保、高能量密度以及相对安
全性的能源 ，是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目标的重要途径 ，发展氢能具有重要
意义。在双碳背景下，受益于氢能下游应用场景的大幅需求 ，氢能产业链
上游制氢行业将最先受益，得到快速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对制氢行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从需求端来看，氢能应用领域广泛 ，可用于交通、储能、发电、工业

等。氢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氢能最重要的应用领域 ，受到国家的大力推广，
且《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到2025年氢燃料
电池车保有量5万辆。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氢
燃料电池车保有量1.07万辆。若需要实现保有量目标，则十四五期间氢燃
料电池车销量需要实现高增长。从供给端来看，氢是一种二次能源，在地

球上几乎没有现存的氢 ，需要将含氢物质进行提取加工后方能得到氢气，
因此氢气行业的规模化发展至关重要。

氢气供给端和下游应用领域的大力需求

1.07

5

2021年 2025年

2021年和2025年中国氢燃料电池车保有量（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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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能源是我国首家实现规模化生产绿氢的企业,目前已形

成全球最大的3亿标方绿氢 /年、1.5亿标方绿氢 /年产能，

计划将通过以新能源制氢代替化石燃料制氢。

美锦能源布局“煤-焦-气-化-氢”一体化的产业链，形成了

从研发—生产制造—商业化应用的“氢能源全生命周期”

创新生态链，打造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氢能产业集群。

东华能源利用富氢原料丙烷、丁烷、乙烷资源，发展

氢能产业链，通过PDH（丙烷脱氢）副产高纯度氢气

的销售和综合利用。2021年公司PDH副产氢能力达到

7.5万吨/年。

第二章

相关企业
介绍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布局“煤-焦-气-化-氢”一体化的完整的产业链美锦能源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723)于1997年成立，是全国最大的独立商品焦和炼焦煤生产商之一，也是氢能全产业链布局的头部企业。

公司布局“煤-焦-气-化-氢”一体化的产业链，形成了从研发—生产制造—商业化应用的“氢能源全生命周期”创新生态链，打造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的氢能产业集群。

美锦能源布局氢能全产业链

美锦能源以传统焦化业务为基础，积极布局氢能产业链，推动氢能

产业与煤焦化产业协同发展。公司 上游布局氢气 “制-储-运 -加”用 产
业链；中游搭建从膜电极-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整车制造的核心装备产
业链；下游推进六大区域发展战略。

现有焦化产能715万吨/年，副产品焦炉煤气中富含55%的氢
气，可提取氢气6.4万吨/年，具备低成本大规模制氢的产能。
同时与北京冬奥会供应企业北京环宇京辉进行合作。

制氢环节

拥有8座在运营加氢站，主要分布在广东、山西、北京、浙江
等地，并规划十四五期间建设100座加氢站

加氢环节

参股国鸿氢能、鸿基创能，深度布局电堆、膜电极等关键领
域

燃料电池零
部件环节

在核心区域山东、山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6

大地区持续布局扩张业务
扩张战略

控股氢燃料汽车整车制造企业飞驰汽车公司
燃料电池整
车环节

美锦能源净利润爆发式增长得益于低成本制氢优势

2021年美锦能源营收达到212.88亿元，增长66%；净利润飞速增

长267%至31.25亿 元。主 要由于 炼焦过程 中释放 的焦炉 煤气含 有大 量
副产氢气，低成本制氢为产品提升附加值。随着公司加大对氢能产业的
深入布局，公司业绩将得到持续稳定的增长。

2017-2021年美锦能源营业收入（亿元） 2017-2021年美锦能源净利润（亿元）

122.38
151.47 140.9 128.46

212.88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2.08

20.69

10.82
8.51

31.25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日期 主要内容

2021.7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配套建设的焦炉煤气变压吸附制氢项目（一期）
已建成并投入生产，产能2000Nm³/h，可分离出99.999%的高纯氢，并配
套建设加氢母站

2022.5
公司将投资45亿元建设贵州六盘水市六盘水路喜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落地
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美锦能源制氢产业最新动态

数据来源 :企业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我国首家通过电解水制氢方式规模化生产绿氢的企业宝丰能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989）成立于2005年，公司主要业务是以煤替代石油生产高端化工产品，打造了集“煤、焦、气、

甲醇、烯烃、聚乙烯、聚丙烯、精细化工、新能源”于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

2019年公司开始布局氢能产业，成为我国首家实现规模化生产绿氢的企业 ,目前已形成全球最大的3亿标方绿氢/年、1.5亿标方绿氢/年产能，计划将

通过以新能源制氢代替化石燃料制氢。此外公司还将布局下游储氢、运氢、加氢等多领域，实现氢能全产业链的发展。

宝丰能源建成国内最大的太阳能电解水制氢项目

2021年4月，宝丰能源建设的国家级“太阳能电解制氢储能及应用

示范项目”正式投产 ,是全球单厂规模最大、单台产能最大的电解水制氢
项目。

该项目采用20万千 瓦光伏发电装 置 和产能为2万标方/小时 的电解
水制氢装置，生产的氢气纯度达到99.999%，发电成本控制在0.068元
/度，绿氢综合成本降至每标方0.7元。

项目投产后可每年减少煤炭消耗25.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
44.5万吨。

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

宝丰能源营收与净利润业绩呈稳定增长态势

2021年宝 丰能源 营业收 入与净 利 润增长迅 速 ，营 收达 到233亿 元，

同比增长46%，净利润达到70.7亿元，同比增长53%。

2017-2021年宝丰能源营业收入（亿元） 2017-2021年宝丰能源净利润（亿元）

123.01 130.52 135.68
159.28

233

6%
4%

17%

46%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营业收入（万亿元） 增长率（%）

29.23
36.96 38.02

46.23

70.7

26%

3%

22%

53%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净利润（亿元） 增长率（%）

公司将重点研发利用光伏新能源电解水制氢新技术 ，规划自2022

年起每年增加绿氢产能3亿标方，年新增减少碳排放量的5%，力争20年
时间率先实现企业碳中和。加快探索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进程，努力
成为世界级煤基新材料供应商和“绿氢”生产供应商。

数据来源 :企业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专业服务、技术领先

通过PDH（丙烷脱氢）副产高纯度氢气的龙头企业东华能源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21）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古都南京。公司依托中东油田和北美页岩气的优质烷烃资源，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打造国内最大的聚丙烯新材料和氢能源的生产商。

公司利用富氢原料丙烷、丁烷、乙烷资源，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氢气的可持续生产；通过PDH（丙烷脱氢）副产高纯度氢气的销售和综合利用。

宝丰能源建成国内最大的太阳能电解水制氢项目

2021年东华能源PDH副产氢能力达到7.5万吨/年，氢气实现销售

1.872万吨；并已在宁波、张家港，茂名三个生产基地面向中国约70%
的消费市场，随着氢能下游产业链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基于长三角地区
氢能生态圈的优势，公司有望成为主流氢能供应商。

东华能源与氢能产业链相关企业已打造氢能源公交车运营生态圈 ，

目前运营 车辆40余 辆，已 实现安 全平稳运营 并计划每 年新增运
力，实现大规模商用

张家港基地

2021年11月公司的氢气充装站顺利进入运营阶段，其设计充装

能 力 为8000m³/h, 在 国内 排 名第 一 。 此 外公 司 正规 划与 宁 波 市
政府、氢能企业共同打造物流集卡的氢能运营

宁波基地

公司的茂名基地目前处于在建阶段，公司已规划20万吨/年合成

氨、100万吨/年生物航煤项目，通过能源不断完善氢能产业链

茂名基地

2021年东华能源业绩有所下滑

2021年东华能源营收为2.61万亿元，与上年同比下降9%；净利润

达到12.08亿元，同比下滑0.3%。其中氢气利润为2.14亿元，同比增长
53.95%，正逐步打开商用客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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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

聚丙烯

丙烯

氢气等副产气

其他

液化石油气与聚丙烯为东华能

源的主营产品，2021年液化石油气
营 收 占 比 59.93% ， 聚 丙 烯 占 比
32.43%； 氢 气 等 副 产 气 占 比 不 超
过1%， 对 公 司 业 绩 的 贡 献 目 前 略
低。但随 着公司 大力布 局氢气 的发

展，预计将比例将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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