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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氢能产业规划落地，有望为板块带来政策催化剂。规划方案量

化目标明确、应用场景丰富，有助于氢能产业产值扩张及下游需求的拓展，

也利好市场对氢能市场前景的预期。继续推荐氢能产业链有先发优势的龙

头，同时也可关注在京津冀区域有产业布局的相关公司。 

政策目标明确，规划路径清晰，产业落地可期。8 月 16 日，《北京市

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公布，

方案对北京氢能产业做了明确的定位，对氢能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产量和产

值目标做了规划，详细说明了氢能产业布局、京津冀产业链协同以及产业

重点任务。政策规划路径清晰，产业应用场景多元丰富，有利于政策的落

地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量化目标清晰，区域产值空间增长明确。按照方案提出的目标，北京

市 2023 年拟建成 37 座加氢站，推广燃料电池车 3000 辆，全面降低终端

应用成本超过 30%。 

2025 年再新建成 37 座加氢站，推广车辆超过 1 万辆，累计推广分布

式发电系统装机规模 10MW 以上。2023/2025 年，全市氢气用量每天达

到 50/130 吨，我们预计上述规划在 2025 年对应燃料电池车销售收入在

120～150 亿元，加氢站建设的资本开支在 8～10 亿元，氢气终端销售收

入在 17～18 亿元。同时，方案也考虑了京津冀的区域产业链协同，规划

2025 年三地氢能产值达到 1000 亿元，市场增长空间明确，利好区域企业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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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多元应用场景，凸显氢能优势。规划内容的亮点之一是明确了氢

能多种应用场景，除了传统的燃料电池车之外，提出“构建京津冀燃料电

池重卡货运走廊”，推广氢燃料车替换柴油车 4400 辆，预计可以充分发

挥氢燃料车在环保及续航里程上的优势；“以生鲜和医药市场等冷链物流、

流通配送和工厂作业仓库为重点，推动 5000 辆氢燃料叉车替换”，预计

可以有效发挥氢燃料车在低温环境下的工作优势。“推动建设 5 个兆瓦级

以上、若干百千瓦级分布式发电示范项目”，为后续氢能在分布式能源和

大规模储能的应用奠定基础。方案还鼓励“探索氢能在轨道交通、船舶、

无人机、医疗、农业及食品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氢能场景应用的规划，

既显示出氢能作为能源转换载体的灵活特性，也体现出“碳中和” 

政策背景下氢能在交通领域之外的广阔应用空间。 

风险因素：关键技术进展速度低于预期；产业链成本下降幅度低于预

期。 

投资策略。目前各地方氢能产业规划或政策陆续落地，为产业发展带

来了新的催化剂，同时国产化推进和技术进步也带动了产业链成本不断下

降，氢能产业化正在加速推进，市场规模扩张在即，行业实现盈利料也为

期不远。我们推荐在氢能产业链各环节积极布局、有先发优势的公司：燃

料电池系统龙头亿华通、全产业链布局的美锦能源、在燃料电池关键材料

质子交换膜有突破的东岳集团、在氢能压缩设备上有充分储备的冰轮环境

以及绿氢先行者宝丰能源。同时可关注在京津冀区域产业链有布局的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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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旭阳集团（焦炉尾气制氢）及中集安瑞科（加氢站建造服务及储氢瓶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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