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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向“新”提“质”，淄博何以迈进“氢”时代
山东省未来产业集群名单显

示，淄博市氢能及储能产业集群
成功入围，这一面向未来的产业
集群，正是山东新质生产力的代
表。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新常态出
现的生产力新质态，相对于传统
生产力，更注重创新、高效和可持
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起点是“新”，关
键在“质”，落脚于“生产力”，而淄
博这座百年工业城市也一直在向

“新”提“质”的道路上持续发力，
氢能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可以说，在这条赛道上，淄博
已经走在了前列。

记者 寇文奇 张文珂

淄博样本

11月15日，东岳“氢进万家”

示范项目正式运行。东岳集团总

裁王维东介绍，该项目包括质子

交换膜的持续创新进步和阴离

子交换膜的科研和产业化应用，

纯氢管网规划与敷设及集成绿

氢、灰氢的综合供能系统集成开

发等关键技术，将在全国率先实

现园区生态良性循环的氢能

“制—储—输—用”运行系统。

位于淄博市桓台县的东岳

氟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

岳集团)可以说是淄博市氢能及

储能产业集群的一个示范样本，

吸引着众多合作伙伴及投资者

纷至沓来。

从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小厂，

发展成氟硅行业的国际化大型

企业集团，创建于1987年的东岳

集团已成长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氟硅材料生产基地、中国氟硅行

业的龙头企业。

深耕新材料、新能源、新环

保数十年的东岳集团也抓住“双

碳”经济的机遇，站在了“双碳”

经济时代的“最前沿”。

2017年，东岳集团创立山东

东岳未来氢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东岳未来氢能)，研发出

氢 能 产 业 核 心 技 术 的“ 三 张

膜”——— 氢燃料电池质子膜、水

电解制氢膜、钒液流电池储能

膜，并通过权威机构认证成功推

向市场。

沿着科技、环保、国际化的

发展方向，东岳集团在氢能产业

完成了一轮又一轮规模的扩张

与提升。从“三张膜”到“万家

氢”，东岳集团展示出淄博氢能

产业的典型样本，映射出淄博新

质生产力的升级之路。

事实上，东岳的案例在淄博

并不是孤本。

在淄博高新区的齐鲁储能

谷，这个定位于储能产业的专业

园区，由零碳智慧产业园、固态

锂电池产业园、先进储能装备创

新产业园以及零碳智慧研究院

组成。

目前，储能谷一期项目已获

得中国华能、华为科技、北京卫

蓝、北京海博思创等行业头部企

业定向投资。

待全部建成后，齐鲁储能谷

将形成国内最长、最齐全、最高

端的储能、光伏及风电产业链

条，打造全国先进的风、光、储产

业聚集地。

“氢”力量

“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备

受关注。

淄博作为一座拥有百年历

史的工业城市，在“双碳”战略的

指引下，以氢能为核心的新能源

产业正成为淄博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

记者获悉，近年来，淄博市

委、市政府将氢能产业作为淄博

重点布局的新经济、新赛道，聚

力打造氢能生产利用标杆城市。

据悉，淄博市政府先后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鼓励氢能产业发

展的意见》《关于支持氢能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淄博市氢能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

2030)》等一揽子加快氢能产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努力建成山东

“鲁氢经济带”、两纵两横“氢走

廊”重要节点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22年

1月12日，国家五部委正式批复

河北、河南省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城市为第二批示范城市群，

标志着全国“3+2”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格局正式形成，淄博市成为

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进入京津冀、

上海、广东、河北、河南五个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的合作城

市。

事实上，这一成就反映的是

淄博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领域

的实力和优势，同时也是龙头企

业——— 东岳集团的示范引领作

用。

截至目前，东岳未来氢能

150万平米燃料电池膜及配套项

目，总投资16 . 1亿元，一期项目

已投产，二期单体项目正在建

设，三期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

(ETFE)等项目已启动。

除此之外，淄博还成立齐鲁

智行综合运营平台，氢能应用场

景也在不断丰富。

记者从淄博市工信局获悉，

目前，淄博已布局建设6座加氢

站，日加注能力3 . 5吨；累计投入

示范运营车辆310辆，包括200辆

城市公交和110辆物流车，运营

总里程突破1500万公里。

12月15日，山东首座管道输

氢到站加氢站——— 中国石化淄

博“微管网”加氢站在淄博市正

式投入运营。其占地面积3545平

方米，打造了“氢-站-车”一体化

应用场景，日加氢能力400公斤，

最高可满足50辆以上车辆到站

加注氢气。

“氢”力量不断涌入，为淄博

打造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产业链

产业集群，关键在“链”。只

有形成产业链，产业集群的示范

效应才能更加凸显。

根据可查资料，全国41个工

业行业大类中有40个在淄博实

现了规模化发展，而淄博根据主

导产业，全力推动20条优势产业

链做大做强。

以氢能、储能为代表的绿色

能源产业链，正是上述产业链中

较为成熟的一个案例，按照官方

定位，绿色能源产业链涵盖光

伏、风电、储能等重点板块领域。

除东岳未来氢能与齐鲁储

能谷，组成淄博绿色能源产业链

的企业还有仁丰特材年产50万

平米氢燃料电池用核心材料气

体扩散层项目，国内知名企业亿

华通、爱德曼在淄博落地的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产业化项目，舜泰

汽车燃料电池冷藏车项目……

以氢燃料电池汽车为例，

“燃料电池膜—电堆—发动机—

整车”的产业链，已经在淄博实

现了本地化生产。而这种产业链

的组成，将极大提升淄博在氢能

及储能产业的竞争优势。

立足氢能及储能产业集群

发展，淄博有着长期规划。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8月24

日，淄博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2022—2030年)》，提出

到2030年，燃料电池发动机和整

车产能分别达到5万台、2千辆，

推广燃料电池汽车4000辆……

最终打造“一城、两核、四基地”

的氢能全产业链新格局。

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淄博而

言，氢能既是机遇，更是未来。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山东省

未来产业集群名单，虽有15个产

业集群入围，但这1 5个集群却

仅分布在济南、青岛、淄博、枣

庄等 1 0座城市，相对来说，这

一名单中的产业集群具有领先

性和难以复制性。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

究院院长董彦岭表示，2018年

以来，山东针对自身传统产业

和重化产业比重高、四新经济

比重低的特征，适时推出新旧

动能转换工程，建立起有利于

四新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要

素保障机制。

“近年来，‘四新’产业占比

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

瞪羚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也开

始批量成长，山东省转方式调

结构已经跃升到一个新的台

阶”。

事实上，“四新”产业正是

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聚焦于淄

博，2023年前三季度，全市“四

新”产业投资增长14%，占全部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比 重 达 到

6 0 . 1 %，同比提高 4 . 1个百分

点，新经济投入不断加力。

显然，从氢能突围，更多的

新质生产力将在淄博得以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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