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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5-2020年中国氢能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

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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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氢能被视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人类对氢能应用自200年前就产生了兴趣，

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就广泛开展了氢能研究。 　　早在1970年，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研究中心就提出了&ldquo;氢经济&rdquo;的概念。1976年美国斯坦福研

究院就开展了氢经济的可行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种因素的汇合增加了氢能经济

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包括：持久的城市空气污染、对较低或零废气排放的交通工具的需求、

减少对外国石油进口的需要、CO2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储存可再生电能供应的需求等。氢

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新能源，被视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

是人类的战略能源发展方向。世界各国如冰岛、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不同的国家之间

在氢能交通工具的商业化的方面已经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虽然其它利用形式是可能的（例如

取暖、烹饪、发电、航行器、机车），但氢能在小汽车、卡车、公共汽车、出租车、摩托车

和商业船上的应用已经成为焦点。

 　　中国对氢能的研究与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为发展本国的航天事

业，对作为火箭燃料的液氢的生产、H2/O2燃料电池的研制与开发进行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

。将氢作为能源载体和新的能源系统进行开发，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21世纪以

来，为进一步开发氢能，推动氢能利用的发展，氢能技术已被列入《科技发展&ldquo;十

五&rdquo;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能源领域）》。

 　　氢燃料电池技术，一直被认为是利用氢能解决未来人类能源危机的终极方案。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工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在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今天，发

展新能源汽车已迫在眉睫，用氢能作为汽车的燃料无疑是最佳选择。

 　　虽然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基本已经被突破，但是还需要更进一步对燃料电池产业

化技术进行改进、提升，使产业化技术成熟。这个阶段需要政府加大研发力度的投入，以保

证中国在燃料电池发动机关键技术方面的水平和领先优势。这包括对掌握燃料电池关键技术

的企业在资金、融资能力等方面予以支持。除此之外，国家还应加快对燃料电池关键原材料

、零部件国产化、批量化生产的支持，带动燃料电池产业链的延伸。同时政府还应给予相关

的示范应用配套设施，并且支持对燃料电池相关产业链予以培育等。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氢能汽车未来有望发展成为朝阳产业。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氢能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告》共八

章。首先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接着介绍了氢能源的概念、优点、制备与

应用等。然后报告对国际国内氢能源产业的发展做了详实的分析，并具体介绍了氢燃料电池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最后报告对氢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商务部、财政部、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

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氢能产业有个系

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氢能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第一章

　2012-2014年新能源产业分析

 　　1.1　2012-2014年世界新能源发展总体状况

 　　　　1.1.1　国际新能源产业结构面临发展变局

 　　　　1.1.2　2013年全球新能源市场持续扩张

 　　　　1.1.3　2014年国际新能源市场发展态势

 　　　　1.1.4　经济全球化下国外新能源开发的策略

 　　1.2　2012-2014年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1.2.1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取得的进步

 　　　　1.2.2　2013年我国新能源产业规模扩张

 　　　　1.2.3　2014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态势

 　　　　1.2.4　中国新能源产业逐步向优势区域集聚

 　　　　1.2.5　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导向分析

 　　1.3　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机遇

 　　　　1.3.1　我国新能源产业面临的政策机遇

 　　　　1.3.2　传统能源压力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1.3.3　产业结构调整为发展新能源发展提供良机

 　　　　1.3.4　我国新能源设备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

 　　　　1.3.5　我国新能源产业投资潜力巨大

 　　1.4　新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4.1　中国新能源产业化发展的主要瓶颈

 　　　　1.4.2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1.4.3　制约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因素

 　　　　1.4.4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5　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

 　　　　1.5.1　加快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

 　　　　1.5.2　促进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路

 　　　　1.5.3　发展壮大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策略简析

 　　　　1.5.4　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　氢能源的相关概述

 　　2.1　新能源的相关介绍

 　　　　2.1.1　新能源的概念与界定

 　　　　2.1.2　新旧能源的更替规律

 　　　　2.1.3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向

 　　2.2　氢能源简介

 　　　　2.2.1　氢能源的概念

 　　　　2.2.2　氢能源的优点

 　　　　2.2.3　氢能的主要来源

 　　　　2.2.4　氢能源的贮存及运输

 　　2.3　氢能的应用

 　　　　2.3.1　氢能源的主要应用领域

 　　　　2.3.2　氢能的生活利用与环境保护

 　　　　2.3.3　氢能源在航空器上的应用

 　　　　2.3.4　未来氢能的应用范围将扩大

 　　2.4　氢能源的利用与制备技术

 　　　　2.4.1　氢能利用的主要技术

 　　　　2.4.2　氢能源的制备方法

 　　　　2.4.3　利用可再生资源制氢的技术分析

 　　　　2.4.4　浅析高表面活性炭吸附储氢技术

 　　　　2.4.5　解析氢能对洁净煤技术流程创新的作用

 

 第三章　2012-2014年全球氢能源产业分析

 　　3.1　世界氢能源的开发利用

 　　　　3.1.1　世界氢能产业发展总体概况

 　　　　3.1.2　世界各国氢能研发的相关政策

 　　　　3.1.3　世界主要国家氢能开发应用的对比

 　　　　3.1.4　国际私营机构对氢能的商业化利用

 　　　　3.1.5　国际氢能源领域市场化提速

 　　　　3.1.6　世界氢能源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3.2　美国



 　　　　3.2.1　美国政府扶持氢能源技术研发

 　　　　3.2.2　美国实现无人机氢动力飞行

 　　　　3.2.3　美国企业投资建设氢燃料站

 　　　　3.2.4　美国氢能源开发面临重重挑战

 　　　　3.2.5　美国氢能利用的发展规划

 　　3.3　俄罗斯

 　　　　3.3.1　俄罗斯争做世界氢能研究的领跑者

 　　　　3.3.2　俄罗斯氢能研发采取公私合作模式

 　　　　3.3.3　浅析俄罗斯氢能技术发展状况

 　　　　3.3.4　俄罗斯氢能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步

 　　　　3.3.5　解析俄罗斯对原子能氢燃料的构想

 　　3.4　加拿大

 　　　　3.4.1　加拿大重视氢能源技术的研究

 　　　　3.4.2　加拿大氢能源研发和应用状况

 　　　　3.4.3　加拿大投资兴建液态氢能加工厂

 　　　　3.4.4　加拿大氢能开发利用发展规划

 　　3.5　日本

 　　　　3.5.1　日本的氢能源产业发展状况

 　　　　3.5.2　日本未来的氢经济发展预测

 　　　　3.5.3　日本氢能开发利用的前景

 　　3.6　其他国家

 　　　　3.6.1　巴西对氢能源的研发状况

 　　　　3.6.2　冰岛氢能的发展状况

 　　　　3.6.3　意大利建成世界首座氢能发电站

 　　　　3.6.4　韩国利用填埋场可燃性气体生产氢燃料

 　　　　3.6.5　德国建成世界首座风力-氢混合发电站

 

 第四章　2012-2014年中国氢能源产业分析

 　　4.1　中国氢能开发利用的必要性

 　　　　4.1.1　国内氢能利用的优劣势分析

 　　　　4.1.2　中国氢能资源的储藏量大

 　　　　4.1.3　中国开发氢能源基础条件丰富



 　　　　4.1.4　氢能源开发利用的战略意义

 　　4.2　中国氢能产业的发展概况

 　　　　4.2.1　中国氢能开发利用回顾

 　　　　4.2.2　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的现状

 　　　　4.2.3　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基础

 　　　　4.2.4　我国稳步推进氢能源开发利用

 　　　　4.2.5　中国注重氢能产业相关技术储备

 　　4.3　氢能源开发利用的特性

 　　　　4.3.1　氢能源的利用效率分析

 　　　　4.3.2　氢能源利用的安全性分析

 　　　　4.3.3　氢能源利用的成本费用分析

 　　4.4　中国氢能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4.4.1　我国氢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4.4.2　制约氢能源开发利用的瓶颈因素

 　　　　4.4.3　中国氢能开发利用相关标准缺失

 　　4.5　发展中国氢能行业的对策建议

 　　　　4.5.1　积极加快氢能源开发利用的对策

 　　　　4.5.2　发展壮大我国氢能产业的对策措施

 　　　　4.5.3　氢能开发利用应注意的要点

 　　　　4.5.4　中国氢能源产业的发展战略

 

 第五章　2012-2014年氢燃料电池产业分析

 　　5.1　氢燃料电池的概念与技术

 　　　　5.1.1　氢燃料电池的概念与原理

 　　　　5.1.2　浅析氢燃料电池的优缺点

 　　　　5.1.3　氢燃料电池的环保问题分析

 　　5.2　2012-2014年国际氢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

 　　　　5.2.1　全球燃料电池产业概况

 　　　　5.2.2　全球氢燃料电池研发应用情况

 　　　　5.2.3　美国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概况

 　　　　5.2.4　韩国首尔加速氢燃料电池业发展

 　　5.3　2012-2014年中国氢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



 　　　　5.3.1　国内氢燃料电池行业重点研发机构简介

 　　　　5.3.2　我国氢燃料电池技术和应用取得长足进步

 　　　　5.3.3　我国氢燃料电池无人机成功首飞

 　　　　5.3.4　国内氢燃料电池市场发展态势

 　　　　5.3.5　氢燃料电池发展面临的挑战

 　　　　5.3.6　加快氢燃料电池研发及应用的对策

 　　5.4　氢燃料电池电堆安全性测试项目的综述

 　　　　5.4.1　影响氢燃料电池电堆安全性的因素

 　　　　5.4.2　国内车用储能装置的测试项目

 　　　　5.4.3　国内燃气汽车的安全性测试项目

 　　　　5.4.4　氢燃料电池电堆的安全性测试项目

 

 第六章　2012-2014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分析

 　　6.1　氢燃料电池车的基本介绍

 　　　　6.1.1　氢燃料电池车的概念

 　　　　6.1.2　氢燃料电池车开拓绿色氢能时代

 　　　　6.1.3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优势分析

 　　　　6.1.4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环境效益

 　　6.2　燃料电池汽车用氢源分析

 　　　　6.2.1　燃料电池的燃料概述

 　　　　6.2.2　车用燃料电池的氢源特点及获得途径

 　　　　6.2.3　车用氢气的形式及储存方式

 　　　　6.2.4　燃料电池汽车氢源选择研究

 　　　　6.2.5　车用燃料电池氢源发展前景分析

 　　6.3　2012-2014年世界氢燃料电池车产业分析

 　　　　6.3.1　世界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6.3.2　日本成全球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领跑者

 　　　　6.3.3　美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市场发展升温

 　　　　6.3.4　德国汉堡氢燃料电池大巴应用情况

 　　　　6.3.5　挪威成功研发氢燃料电池叉车

 　　6.4　2012-2014年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业分析

 　　　　6.4.1　中国加快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步伐



 　　　　6.4.2　我国汽车企业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成果

 　　　　6.4.3　国内多款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于世博会

 　　　　6.4.4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6.4.5　我国氢燃料电池城市客车市场综述

 　　　　6.4.6　制约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的因素

 　　6.5　氢燃料电池车发展对策及前景展望

 　　　　6.5.1　促进中国氢燃料汽车发展的建议

 　　　　6.5.2　燃料电池车是节能环保汽车的最终解决方案

 　　　　6.5.3　氢燃料电池车将是汽车发展的必然选择

 　　　　6.5.4　我国氢能源汽车未来发展须迎难而上

 　　　　6.5.5　客车成氢燃料电池汽车初期阶段的发展方向

 

 第七章　2012-2014年国内重点氢能开发企业分析

 　　7.1　上海神力科技

 　　　　7.1.1　公司简介

 　　　　7.1.2　神力科技燃料电池关键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7.1.3　神力科技国家863重点项目顺利完成验收

 　　　　7.1.4　神力科技储能电池技术研发获突破

 　　7.2　北京飞驰绿能

 　　　　7.2.1　公司简介

 　　　　7.2.2　飞驰绿能公司氢燃料电池研发获突破

 　　　　7.2.3　飞驰绿能氢燃料电池应用潜力巨大

 　　7.3　北京世纪富原

 　　　　7.3.1　公司简介

 　　　　7.3.2　承担课题简介

 　　　　7.3.3　研发产品列举

 　　7.4　新源动力

 　　　　7.4.1　公司简介

 　　　　7.4.2　新源动力零排放发动机在世博中应用

 　　　　7.4.3　新源动力积极研发新一代电堆模块

 　　　　7.4.4　新源动力公司发展成就及未来规划

 　　7.5　上海攀业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5.1　公司简介

 　　　　7.5.2　上海攀业氢燃料电池出口欧盟市场

 　　　　7.5.3　风投资金助力上海攀业氢能源发展

 

 

第八章　中国氢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

 　　8.1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预测

 　　　　8.1.1　十二五期间新能源产业仍将快速发展

 　　　　8.1.2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8.1.3　未来新能源产业细分市场前景预测

 　　　　8.1.4　未来新能源将成能源结构重要组成部分

 　　　　8.1.5　我国新能源产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路线

 　　8.2　氢能产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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