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气产量占比超30%
中国稳居全球第一产氢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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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梁谦刚

50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试图“驯服”引

发糖尿病、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细胞。目前大多数已获批疗法是通过

抑制人体整个免疫反应来发挥作用，这通常能

缓解症状，但会使患者面临更高的感染和患癌

风险。因此，科学家们各出奇招，试图治愈这

些疾病，还人们健康的生活。

去年底，在圣迭戈举行的美国血液学学会

年会上，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法比

安·缪勒博士报告了一组最新研究数据：15名

自身免疫疾病患者在接受CAR-T细胞疗法后

重获新生，其中第一批接受治疗的患者已保持

了两年多的无病状态。

据科技日报，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

的报道中指出，历经几十年尝试，这一结果让

人们燃起了彻底治愈糖尿病、狼疮及多发性硬

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希望。

CAR-T 疗法利用名为 T 细胞的免疫细

胞。研究人员先将T细胞从患者体内取出，对

其进行基因工程改造，使其产生嵌合抗原受体

（CAR），得到的CAR-T细胞随后被重新导入

患者体内。

CAR-T细胞疗法先驱卡尔·朱恩教授曾

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尽管

CAR-T细胞疗法治疗红斑狼疮还需要更大规

模研究和更长期随访来证实，但这一疗法的确

极具潜力。

多家A股公司透露布局进展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中国细胞治疗市

场规模将由 2021年的 33亿元增长至 2030年

的 584 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53%。其

中，CAR-T细胞疗法市场规模将由 2021年的

23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287亿元。

A股市场上，布局 CAR-T疗法的相关上

市公司超 20家。截至 3月 26日收盘，概念股

合计A股市值3531亿元。

国际医学在互动平台表示，下属医疗机构

开展CAR-T项目研究 40余项，已完成国家临

床研究备案项目5项，涉及白血病、淋巴瘤、多

发性骨髓瘤等诸多适应症。

中源协和于2023年在细胞治疗领域阶段

性成果不断，全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已有1项

CAR-T药物获批上市，2项处于Ⅱ期临床试验

的干细胞药物，5项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的

干细胞药物。

华东医药与科济药业合作进行商业化的

CAR-T产品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的中国上市

申请已于2022年10月获得受理。

安科生物旗下的博生吉公司已开发成功

多个细胞产品并进入临床验证阶段，其中自主

研发的 CD7-CAR-T 细胞注射液和靶向 B7-
H3的CAR-T细胞注射液均已获批中国注册

临床。

10只概念股估值不足30倍

今年以来，CAR-T 概念股整体表现低

迷。截至3月26日收盘，概念股年内平均下跌

16.7%。药明康德、和元生物、阳普医疗、百普

赛斯、睿智医药跌幅排在前五位。

药明康德累计跌幅 34.77%居首位，该公

司 2023 年实现净利润 96.07 亿元，同比增长

9%。与历年同期相比，公司净利润创下历史

新高。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超过1200家，

过去 12个月服务的活跃客户超过 6000家，全

球各地客户对公司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截

至2023年末，剔除特定商业化生产项目，公司

在手订单同比增长18%。

估值水平来看，截至3月26日收盘，10只

概念股滚动市盈率低于30倍，包括博腾股份、

新开源、药明康德、姚记科技、复星医药等。博

腾股份滚动市盈率为 11.67 倍，排在最低位

置。该公司发布业绩预告显示，2023年预计

实现净利润为 2.4亿元~3.41亿元，同比下降

83%~88%。

CAR-T疗法新突破
10股估值不足30倍

证券时报记者 匡继雄

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的氢能，最近作为

“前沿新兴产业”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引起广泛关注。

氢能是典型新质生产力

从要素构成来看，氢能的“新”主要表

现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

动对象。

首先，新型劳动者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关

键要素。氢能产业涉及制氢、储运、加注、用

氢等多个环节，链条较长，需要具备高技能和

专业知识的复合性新型人才。

其次，新型劳动资料在氢能生产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氢能生产使用的设备、工

具和技术需要具备高效节能、可再生能源兼

容性、智能控制、环保及安全可靠等特点，这

些要求推动了在氢能生产过程中使用高效的

能源转换设备、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等新型

劳动资料。

第三，新型劳动对象凸显了氢能的应用

前景。随着顶层设计的落地和氢能产业技术

的快速发展，氢能的应用场景范围正在不断

扩大。如，在交通领域，除了氢燃料电池车

辆，火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也逐渐引入

氢能技术；在工业领域，氢能正在被广泛应用

于高温热能、化工原料和合成燃料等领域；在

建筑领域，微型燃料电池、燃料电池供暖等应

用也是氢能的新方向。这些“新”的应用领域

展示了氢能的前景和潜力。

氢能的“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本质。氢能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的重要载体，推动交通、工业等用能终端的能

源消费转型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发展，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传

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是高质量。氢能作为优质的二次能

源，可替代汽油、柴油等能源，与锂动力电池

形成互补。相比传统燃料，氢燃烧或电化学

产物仅为水，无碳排放和污染物，且具有更高

的能量密度。与锂电动汽车相比，氢燃料电

池车续航更长，加注迅速，无需充电。在供给

侧能源安全方面，氢可以以水为原料制取，储

量丰富，可循环制取；此外，采用风电、光伏电

解水制氢可以解决弃风弃光的消纳问题，进

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通过加速培育

氢能相关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有助于构

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

新增长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必然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

约型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客观上就是

在发展绿色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绿色生产

力，氢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先进。氢能产业链各环节都需

要先进的技术支持。如，氢燃料电池技术的

发展使得氢能能够在交通、储能等领域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随着氢能产业的发展，相关

的关键设备和重大产品的技术也在不断进

步，以满足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要求。

二是产业先进。氢能产业正在逐步形成

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工业副产氢

和可再生能源制氢等多种制氢方式。此外，

氢能产业还涉及交通、储能、工业等多个应用

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氢能应用生态。

我国已成为
全球第一产氢国

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将

氢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地位，抢占产业发展先

机和制高点，我国也紧跟全球氢能产业发展

前沿，2022年出台《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2021—2035年）》，为氢能产业提供国家

层面的顶层设计。截至目前，北京、江苏、天

津、山东、四川、河北等20多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均陆续出台了省级氢能产业发展规

划，加速培育氢能产业。

根据制取及碳排放量不同，制氢可分为

灰氢、蓝氢和绿氢三种类型。其中，目前市

场上绿氢占比还很低，不过未来随着电力成

本下降，绿氢将成为主流。

据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统计，2022年

我国氢气产量约为 3533万吨，占全球氢气

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稳坐全球第一大产

氢国的宝座。

从制氢结构来看，目前以化石能源制氢

为主，2022年煤制氢产量达到1985万吨，占

比56%；其次为天然气制氢，占比21%。

从区域分布来看，西北、华东、华北位居

国内氢气产量的前三名，合计占比达到

74%，这主要是由于西北、华北地区矿产资

源丰富，而华东地区化工园区聚集，均在制

氢方面存在优势。

据中国氢能联盟数据，到2050年，若要

实现净零排放，全球对氢气的需求量将达到

6.6亿吨，其中中国约为 1.95亿吨，占比近

30%。从增速看，2020年~2050年间每10年

中国氢气需求量平均复合增速为 4.8%、

10.6%、5.9%。

国内企业加速布局
氢能产业关键设备

电解槽、储氢瓶、加氢站是氢能产业中

不可或缺的设施，分别承担着氢气生产、储

存和供应的重要功能。

1.电解槽
电解槽是绿氢赛道的核心设备。据势银

公司统计，国内已布局或规划碱性电解槽的企

业近200家，具备质子交换膜电解槽生产能力

的企业和机构有30家左右。2023年国内电解

槽企业产能为11.5GW，且在2025年均有扩产

计划，预计2025年全国产能超40GW。

电解槽行业仍处于群雄逐鹿阶段，根据

高工产业研究院统计，2023年出货量前三企

业为派瑞氢能、隆基氢能（隆基绿能子公司）、

考克利尔竞立。

国内独立第三方产能规模居前的企业

包括隆基氢能、阳光氢能（阳光电源子公

司）、派瑞氢能、天津大陆、国富氢能、三一氢

能（三一集团子公司）等公司。国内终端客

户亦培育出多家成规模的电解槽企业，如中

石化体系的石化机械、康明斯恩泽，华电体

系的华电重工，中能建体系的北京电力设备

公司，以及国电投体系的长春绿动等企业。

2.储氢瓶
根据内部结构选取材料不同，储氢瓶主

要分为纯钢制金属瓶（I型）、钢制内胆纤维

缠绕瓶（II型）、铝内胆纤维缠绕瓶（III型）及

塑料内胆纤维缠绕瓶（IV型）。其中，IV型

储氢瓶具备高储氢质量密度和低成本的优

势，未来具有较大应用潜力。目前主流储氢

瓶企业如中材科技、中集氢能、天海工业（京

城股份子公司）等正加紧推进 IV型瓶产品

的生产验证和产能建设。

3.加氢站
加氢站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等用氢技术

推广的必备基础设施。根据香橙会研究院数

据，2023年全国新建成加氢站62座，累计建

成407座，数量全球第一。按各地区提出的

氢能发展目标，到2025年，我国将建成加氢

站超1000座，未来两年加氢站将进入加速建

设期。中石化、厚普股份、上海舜华等企业在

氢能产业及加氢站建设方面积极布局。

交通及电力领域
应用潜力大

氢能下游有交通、电力、化工、冶金等应

用场景。其中，氢能在交通及电力领域具备

较大潜力，主要设备包括氢燃料电池和氢燃

气轮机。

1.交通
目前，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运营集中

在公交和物流领域，这与现阶段燃料电池汽

车的中长途、中重载、固定路线运载定位相

符。在 400km~800km的中长途里程中，燃料

电池汽车的续航优势较纯电动汽车更为明

显。此外，燃料电池及储氢系统的质量能量

密度远高于纯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大幅提

升了中型和重型货车的载货能力。

据中汽协数据，2023年全年燃料电池汽

车产销量分别为 5710辆、5843辆，同比增长

分别为55.3%、72%，产销成绩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12月燃料电池汽车产量 1298辆、销量

1512辆，分别同比增长 98.8%、149.1%。后续

随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政策持续实

施及非城市群政策积极跟进，氢燃料电池汽

车将实现稳步增长。

2.电力领域
火力发电是当前全球主要的发电来源之

一，但其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导致大量二

氧化碳排放。采用氢为基础的绿色氢或绿色

氨，可以有效解决火电行业低碳转型的问

题。通过煤电掺氨燃烧至纯氨燃烧和气电掺

氢燃烧至纯氢燃烧，实现火电向低碳调节电

厂的转变。

火电掺氨主要有燃气轮机掺氨和锅炉掺

氨两种形式，其中燃气轮机掺氢为实现碳中

和的重要技术路径。国内外公司在燃气轮机

掺氢领域持续取得突破。目前通用电气（GE）
在全球已有超过 100台采用低热值含氢燃料

机组在运行，累计运行小时数超过 800万小

时，其中部分机组的燃料含氢量超过50%，积

累大量实践经验。GE将零碳排放的燃气技

术分为五步，目标在 2030年前GEHA燃气机

具备 100%的烧氢能力，最终实现零碳排放。

国内开展氢燃气轮机相关项目的公司包括上

海电气、杭汽轮集团、国家电投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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