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吕梁锚定“建设北方氢能产业

高地”这一目标，依托自身比较优势，抢先布

局、强化保障，着力推动氢能“气—站—运—

车—用”全产业链发展，氢能产业“全面开

花”。

目前，该市氢能产业发展综合指数连续

两年位列全省第一，今年又入选全国氢能产

业发展活力城市之一，入列全国第一方阵。

资源优势：
发展氢能产业的底气

吕梁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焦化和非常规

天然气生产基地，现有 1.6 亿吨煤炭、3800

万吨焦化、35 亿立方非常规天然气产能，新

能源“绿电”装机规模达到 283 兆瓦，具备

“四位一体”发展煤气化制氢、工业副产制

氢、天然气制氢、电解水制氢的资源优势。

“吕梁制氢成本每千克 8元至 10 元，远

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我们规划在 2030年

实现氢气生产能力 50 万吨以上，建成加氢

站 100 座以上，投运氢能车辆 3万辆以上，

全产业链产值达 1000 亿元以上。”吕梁市工

信局总工程师王荣奇说。

正因如此，省委、省政府将氢能产业链

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 10 条产业链之一，并

把吕梁市鹏飞、美锦两大集团列为“链主”企

业倾斜支持，为吕梁氢能产业注入了强大信

心和动力。

其中，鹏飞集团自 2019年开始，谋划布

局建设全球领先的氢能示范基地———鹏湾

氢港氢能产业园，打造了集制、储、运、加、

用、研及装备制造于一体的现代化氢能产业

体系。2023年，鹏飞集团成为我省氢能产业

链“链主”企业，并当选山西省氢能产业联盟

理事长单位。

开启“绿灯”出台推动
氢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2024年 7 月，吕梁市出台了试行的推

动氢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其中规定，吕梁市政府每年设立不低于

1 亿元氢能产业支持资金，各县市区政府、

吕梁经开区结合实际制定相关支持政策。

发挥科研经费、财政预算内投资、技术改造、

中小企业奖励等资金引导作用，鼓励氢能产

业发展。同时，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的产业

转型股权投资基金，并发挥科研经费、财政

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引导作用，“真金白银”支

持氢能产业发展。

同时，还规定了若干激励政策。例如：

为推进加氢站建设，对氢气零售价格不

高于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示范目

标价格的加氢站，按照实际加氢量，给予每

千克 5元的运营补贴，每站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为推动氢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对氢

能领域制造项目，在投产并形成销售后，

按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一定比例

的奖励。

为拓展应用市场规模，鼓励产煤（矿）重

点县和省级工业经济开发区对区域内大宗

货物运输实施清洁能源车辆替代，每年按

5％－8％比例替换使用氢能车辆。

为鼓励氢能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对围

绕氢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并实现产业

化的技术创新项目（企业），按项目技术研发

投入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对新创建成功的

氢能产业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分别给予 2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的资金

奖励。

为做好要素保障，该市统筹土地规划、

建设用地计划、占补平衡等指标，保障氢能

项目建设。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

改革，探索“一块标准地＋一次承诺、实现企

业零跑腿”服务模式，重点项目从备案到竣

工验收，审批时间压缩 50%以上。

项目带动
氢能产业发展不断向前迈进

近年来，上海申能、氢晨科技、浙江蓝

能、东风汽车等行业龙头纷纷落地吕梁，联

合共建“氢能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氢能汽车

先进制造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全面铺

开总投资 263 亿元的 16个氢能产业项目。

今年 11月 26日，随着吕梁经开区新材

料产业园区绿电离网制绿氢项目、氢能共享

单车生产及配套项目签约，实淳重卡氢能产

业基地项目等一批氢能重点产业链项目开

工，吕梁氢能产业发展又向前迈进一步。

目前，吕梁氢能产业“气—站—运—

车—用”全产业链全面推进，已形成 13 万吨

制氢能力，11 座加氢站建成投用，600 辆氢

能车辆投入运行，年产 1000 辆氢能商用车

生产线投产，率先建成全国具备纯商业化运

营的氢能重卡应用示范场景。

在此基础上，吕梁市将以交通领域的示

范应用为突破，逐步拓展氢能在工业、家庭、

建筑等多领域的示范应用，“以用促进”带动

氢能产业打开更大空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氢”动能。力争到 2025年底，全

市制氢能力达到 20 万吨以上，建成加氢站

50 座，氢燃料汽车保有量突破 5000 辆，氢

能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 50家，形成较为

完备的氢能产业发展生态体系，建成华北地

区重要的氢能供应基地、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氢能应用先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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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建设北方氢能产业高地

阅读提示

氢能是全球公认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之一，

也是推动能源结构变革、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路径。基于这一认识，吕梁市近年来积极抢抓

氢能产业发展机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在加

快建设北方氢能产业高地的进程中不断迈出新

步伐。

那么，吕梁抢抓氢能产业发展机遇有哪些先

决条件？施行了哪些产业支持政策？氢能产业发

展目前取得了何种进展？就这些问题，本文现逐

一解答。

晋能控股集团大同机电装备公司中央机厂

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穆子靖律师

参加首期全国涉外仲裁人才培训班

太原市人民医院

举办“互联网 +护理服务”启动仪式

太原市中医医院

向迎泽区中医医院捐赠健康教育处方

晋中信息学院书院部联合三达书院、智能工程学院分工会

师生集体生日会形式创新显精彩

太原市交通学校

邀请省委党校曹扬副教授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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