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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氢源。韩城市焦炉煤气资源丰富，煤化工产业基

础成熟，具备年产20亿立方米氢气的潜力。2020年，主

要从事液化天然气生产的陕西旭强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下称旭强瑞）在年产10万吨液化天然气生产装置的基础

上，建成了综合利用液化天然气余气制氢5000万立方米/年

项目。旭强瑞还将富余氢气通过再加工提纯生产为高纯

氢气，纯度达到99.999%。同步引入了年产1.5亿标方天

然气裂解制氢项目，全市氢气总产能提升至2亿立方米。

2022年，《陕西省“十四五”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出要打造“韩城-渭南-西安”城际氢能廊道。

同年，韩城市建成陕西关中地区首座加氢站，并与维纳

氢能、北京氢璞创能等企业合作制造氢燃料电池重卡，

共交付45辆氢燃料电池重卡用于龙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区内短倒运输及陕北、山西等周边长途运输。

2023年2月8日，维纳氢能与旭强瑞合作的“韩城-西

安城际氢能重卡运输测试运营”正式启动。氢燃料电池

重卡满载货物，清晨从韩城出发，途径京昆高速、榆蓝

高速、连霍高速、西安绕城高速到达西咸新区维纳长庆

加氢示范站加注氢气，将货物配送至咸阳市后返程，单

程全长270公里，在当天室温近零度的低温环境下依旧出

色地完成了运输作业。

如今，韩城的加氢站每天大约有50台车需要加氢，

供不应求，维纳氢能计划在韩城建一个全国最大的加氢

站，设计加注量达10吨。“我们的选址距离氢源就是一

墙之隔，氢通过管道传输，可以节省拉运的成本。”廖

伟说，“氢气的储运是世界难题，目前主要运氢方式是

气态长管拖车，成本极高，管道运输必须在氢源附近，

难以大规模推广。”

除 了 气 态 储 氢 ， 还 有 液 态 储 氢 和 固 态 储 氢 两 种 方

式，只是技术尚未实现商业化。液态储氢包含低温液态

储氢和有机液态储氢两种技术路线，只是受制于高昂的

成本，目前两种技术路线仍处于研发示范阶段。固态储

氢是近年来的新亮点，时有技术突破，但其材料成本以

及规模化应用条件仍未成熟，同样处于研发和商业化应

用的早期阶段。

“ 带 动 氢 燃 料 汽 车 市 场 ， 最 重 要 的 是 让 氢 车 跑 起

来。”廖伟说。维纳氢能自我定位为氢能产业链上的运

营商和服务商，是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为了将产业链

闭环，维纳氢能自主研发维纳氢运系统，集氢站管理、

氢车调度、驾驶员管理、运单管理、安全监管、碳追溯

为一体的氢能运力平台，恰好解决了当前氢能运力管理

普遍面临的运力调配不合理、车务管理繁复、运输数据

难利用、氢车运营经验少的问题。

维 纳 氢 能 希 望 ， 陕 西 能 尽 快 出 台 加 氢 站 的 管 理 办

法，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运营的政策能尽快落地，

同时给予氢燃料电池汽车一些补贴。“我们积极做前面

的事情，当国家政策的东风来了，我们陕西能承接住，

共同把这个产业能做上去，那才是我们收获的季节。”

廖伟说。

“西部氢能之都”

其 实 ， 整 个 陕 西 发 展 氢 能 最 合 适 的 地 方 是 陕 北 ，

尤其是榆林市。首先，榆林有发达的煤化工业，为制备

氢气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其次，榆林因煤炭运输需要，

有超过十万辆重卡汽车在周边短途运输线路上，氢能源

重 卡 在 这 里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场 景 。 也 是 为 此 ， 《 陕 西 省

“十四五”氢能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打造的另

一条城际氢能廊道是“榆林-延安-西安”。

榆 林 的 目 标 是 “ 打 造 西 部 氢 能 之 都 ” 。 早 在 2 0 2 0

年，榆林便引进华秦新能源公司打造氢能产业园，布局装

备制造、制氢、储氢、用氢等氢能利用的全产业链。2022

年，由陕西延长石油、国家电网陕西新能源、陕煤集团、

陕汽控股等企业共同出资的陕西氢能产业发展公司落地

榆林，注册资本22.8亿元，计划在榆林投资2800亿元，建

成从制氢、储氢、加氢到氢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2023年，榆林开始举办西部氢能博览会，先后获批

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入围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

市，氢能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期。今年8月14

日，榆林市政府办印发《榆林市打造氢能产业示范区若

干政策（修订）》，从八个方面对榆林氢能产业发展提

出了全方位的支持政策，并明确榆林每年继续设立3亿元

专项资金支持氢能产业发展。其中对于氢能在交通领域

的应用也给予大力支持：“对一次性购置10辆（含）以

上氢燃料电池货车，按照车辆购置金额的40%给予轻中小

型货车、重型货车分别不超过每台30万元、60万元的补

贴。对购置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按照车辆购置金额的40%

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80万元。对氢气终端销售价格不

高于每公斤20元的加氢站，给予每公斤15元、最高不超

过400万元的运营补贴。”

2023年4月，陕西首个氢能运营平台重卡短倒运力场

景在榆林投运，该场景将以容纳1万辆氢能重卡为目标。

预计到2026年，榆林将完成氢能运力运营平台的搭建，

推广5000辆氢燃料电池重卡，重点在榆林市开展短倒运输

场景示范应用，在榆林市和周边地区的交通枢纽和高速公

路布局50-100座加氢站供应重卡运营的氢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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