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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它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利用其它能源制取的，而不像煤、石油、天然

气可以直接开采，今下几乎完全依靠化石燃料制取得到，如果能回收利用工程废氢，每年大

约可以回收到大约1亿立方米，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氢能是公认的清洁能源，作为低碳和零碳能源正在脱颖而出。21世纪，我国和美国、日本

、加拿大、欧盟等都制定了氢能发展规划，并且目前我国已在氢能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

，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为氢能技术和应用领先的国家之一，也被国际公认为最有可能率先实

现氢燃料电池和氢能汽车产业化的国家。

      上半年，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上半年全行业生产保

持正常，市场需求增长平稳，价格触底回升，效益整体保持向好势头，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但是，行业效益分化加剧，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成本高位运行，外需疲软，进出口压力

不断增大。

      一、201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石油和化学工业 根据统计局数据，截至6月末，石油和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29284家，累

计增加值同比增长8.7%；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23万亿元，下降1.1%；利润总额2887.0亿元，降

幅7.2%，分别占全国规模工业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的11.8%和9.6%；资产总计11.99万亿元，增

幅2.8%，占全国规模工业总资产的12.1%；进出口贸易总额2254.6亿美元，下降15.0%，占全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2%，其中出口820.6亿美元，降幅8.5%，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8.3%。

      上半年，石油和化工行业主营收入利润率为4.63%，同比回落0.31点；每100元主营收入成

本为84.43元，同比增加0.40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3.8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26.4天

。行业亏损面为16.9%，与上年同期持平。

 2016上半年石油和化学工业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石油加工业

      截至6月末，石油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1364家，累计增加值同比增长9.4%；实现主营收

入1.35万亿元，下降7.3%；利润总额878.6亿元，增长177.3%；资产总计1.69万亿元，增长3.6%

；负债合计9917.0亿元，资产负债率58.74%。

      上半年，全国原油加工量2.67亿吨，同比增长2.8%；成品油产量（汽、煤、柴油合计，下

同）1.71亿吨，增长2.8%，其中，柴油产量8708.7万吨，下降2.6%；汽油产量6423.0万吨，增

长8.9%。上半年，出口成品油1679.3万吨，增长66.7%；出口总额68.5亿美元，增长5.9%。



      1～6月，炼油业主营收入利润率为6.49%，同比上升4.32点；每100元主营收入成本73.55元

，同比下降4.35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1.4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9.8天。行业亏损

面20.1%，同比缩小2.7个百分点。

 2016上半年石油加工业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本对氢能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

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

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

国对氢能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

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对氢能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对氢能行业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对氢能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

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

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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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水电解制氢技术主要是仿苏产品，主要生产厂家为哈尔滨机联机械

厂的DY型常压水电解制氢设备，加压双极性压滤式水电解制氢装置的发展是中船重工第七一

八研究所在总结以前的科研成果并吸收国内外同类装置优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从而结束

了我国没有加压水电解制氢装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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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蒸汽电解制氢系统主要由一次能源系统和固体氧化物电解池系统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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