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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
当前格局及经济地理效应

周亚敏

　 　 摘要： 氢能是国家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年来，
世界各国逐渐加大部署氢能的力度并形成了全球氢能竞赛态势， 其本质是各国受能源安全与脱碳压力的二

维驱动， 进而在全球氢价值链中寻求有利的分工位置。 各国依据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形成不同导向的国家

氢能战略， 主要有大规模进口氢、 大规模出口氢和自给自足氢并加以规模化工业应用这三种类型。 各国差

异化导向的氢能战略有助于构建全球氢经济地理新格局。 各国政府逐渐将氢外交纳入国家经济外交议程，
积极发展与氢相关的投资及贸易关系。 全球南方国家应借助全球氢能发展浪潮， 加快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并

开发多应用场景， 以氢能为抓手促进经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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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协定》 温控目标与全球碳中和共识促使经济社会朝着脱碳化方向发展， 并催生出诸多零碳

技术及产业链条。 氢气作为一种不含二氧化碳的能源载体， 其燃烧产物只有水， 具有气候友好特征；
生产氢气是一项转换业务而非开采业务， 具有环境友好特征； 氢气转换所需矿物投入远低于可再生能

源， 如风电和光电， 具有矿物友好特征； 氢气能够帮助 “难以消减” （ｈａｒｄ ｔｏ ｄｅｂａｔｅ） 的部门实现脱

碳， 如航空、 海运、 钢铁生产和化学品制造等部门， 具有独特替代价值。 出于上述原因， 近年来各国

逐步加大对氢能开发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 初步形成全球氢能竞赛态势。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第 ２８ 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 ２８） 进行首次全球盘点后， 也提出要加快部署

低碳制氢技术。① 绿色氢能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和能源变革的重要方向，
也将成为世界各国能源技术与产业竞争的焦点。② 本文将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各国参与

氢能竞赛的比较优势和切入点， 展示当前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 格局及经济地理效应。

一、 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

全球氢能竞赛突出体现为近五年出台氢能战略的国家数量不断攀升。 ２０１７ 年全球只有日本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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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氢能战略， 而当前出台国家氢能战略的国家或地区已达 ３０ 余个。 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中国、
韩国、 印度等经济体纷纷发布国家氢能计划并制定路线图。 根据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的净零排放情景

评估， 氢气消费量将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７００ 万吨增至 ２０５０ 年的 ５ ２８ 亿吨， 其中 ６８％ 将通过电解法产生，
３８％将通过化石燃料产生。① 根据氢能理事会的评估， ２０５０ 年全球氢市场将满足最终能源需求的

１８％ ， 与氢相关设备 （如电解槽、 加氢站和燃料电池） 的销售额每年可达 ２ ５ 万亿美元并创造 ３０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 每年可减少 ６０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②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评估则更为乐观， 认为 ２０５０
年氢市场将满足高达 ２４％的最终能源需求并带来 １１ 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③ 氢能已成为守成国与崛

起国争夺技术、 市场和经济优势的新场域。 各国在国内层面受脱碳压力与能源安全的二维驱动， 不断

寻求在全球氢价值链中占据有利的国际分工位置。

（一） 国内层面受能源安全与脱碳压力的二维驱动

氢是一种可持续、 多功能和多来源的能源载体， 可持续是因为它不会直接排放温室气体或空气污

染物， 多功能是因为它可以广泛应用于运输、 工业、 电力和建筑等领域， 多来源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电

力和化石能源电力均可制氢。 国家层面实施氢能开发计划主要是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加快推进脱碳

进程两个方面来考量的。
从能源安全角度而言， 氢能超越太阳能和风能之处在于其不存在间歇性问题， 不受白天黑夜或严

冬酷暑等因素的刚性约束。 作为一种可存储、 可调度的能源载体， 氢能优于风光等间歇性能源， 也优

于并网电池。 从技术上而言， 氢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与消费。 大部分国家既可以是氢的生产国

同时也可以是氢的消费国， 出口国不大可能将氢贸易武器化， 进口国也不大可能受制于一个小的卡特

尔供应商。④ 任何形式的氢能都可增强一国的能源独立性和复原力，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加强能源安全：
第一， 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进口依赖； 第二， 缓解能源价格波动； 第三， 通过多样化方式提高清洁能源

系统的灵活性和韧性。 目前， 推出氢能战略的国家都将 “提升能源安全” 视为发展氢能的协同目标之

一。 恰恰是未能实现能源独立的国家或地区， 如日本、 德国和欧盟等， 率先实施氢能战略， 这从侧面

反映出氢能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潜力。 国际组织也在积极推进氢能发展议程， 比如 ＩＥＡ 从能源

安全和技术安全方面展开相关工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 （ ＩＡＥＡ） 对核能制氢提供深入见解， 七国集团

（Ｇ７） 和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则为潜在的氢能国际俱乐部模式提供平台。
从缓解脱碳压力角度而言， 氢能的优势在于其可与气候议程相关联。 助力实现碳中和是国家层面

实施氢能战略的重要考量之一， 与能源安全考量并驾齐驱。 建构氢经济并将其从国家层面拓展至区域

层面乃至全球层面， 对实现巴黎气候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尤其是对于长途运输、 化工、 冶金和钢铁等

行业而言， 仅靠电气化很难抑制排放， 实现大规模的深度脱碳相当困难， 这些 “难以消减” 的高碳部

门需要借助氢能脱碳。 氢气也是航空和航运部门减少碳排放的可行方案， 因为这两个领域的低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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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有限。 为实现去碳化目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大量投资研发低碳氢能项目。 自 ２０１５ 年 《巴
黎协定》 签署以来， 日本在氢能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 并将其视为去碳化的关键手段之一。 欧盟对绿

氢的兴趣源于其 ２０５０ 碳中和目标， 欧盟氢能战略设定的目标是到 ２０５０ 年氢能占比要达到其能源结构

的 １３％ ～１４％ ， 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 ２％ 。① 正是在全球碳中和趋势的引领下， 氢能作为一种新型、
清洁、 低碳的能源载体， 被各国视为新一轮能源技术的重点方向。

（二） 各国欲在全球氢价值链中占据有利的分工位置

全球氢价值链仍处于技术变革和路径选择的筛选阶段， 各国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竞争并确定分

工位置。 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标准经济学框架所理解的集体行动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技术变革和创新

问题，② 涉及企业、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去碳化的过程并不完全是单个国家独自部署零碳能

源的努力， 而是数个国家相互依存的集体过程。③ 全球氢价值链具有与可再生能源价值链相似的特征，
即研发创新、 生产制造和终端消费三大环节缺一不可， 并且都具有越积累越领先的特征。 但二者的不

同之处在于， 由于制氢的技术路线和物质投入存在诸多选择， 从而为不同国家嵌入全球氢价值链提供

了差异化选择。 比如， 蓝氢和绿氢都能生产出完全相同的氢气， 但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工业流程方面却

需要截然不同的支持。 蓝氢需要天然气的开采、 运输、 加工和碳捕捉利用与封存 （ＣＣＵＳ） 工业， 而

绿氢需要廉价的电解槽、 淡水资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 从长期来看绿氢是最理想的选择， 但在中短期

内蓝氢将发挥重要的过渡作用。
各国氢能战略与自身能源需求、 研发能力和资源禀赋密切相关。 日本、 韩国、 德国等依赖外部能

源供应且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 其国家氢能战略以大规模进口为导向； 澳大利亚、 智利、 摩

洛哥等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国家， 其国家氢能战略以大规模出口为导向。 以大规模进口为导向的国家致

力于全球氢价值链中的创新研发和运输环节， 以大规模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则致力于低成本制氢和管道

基础设施建设或改造。 中东国家正在依靠开发制氢能力来维持其作为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国的地位， 其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可用于制造绿氢， 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可用于制造蓝氢， 具备两条制氢路径并

举的资源禀赋。 阿联酋的 “氢领导力路线图” 就明确采取了上述双轨并行的方案。
各国和各行业都在争夺全球氢价值链上的技术领先地位。 比如，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德国宣布斥资 ９０ 亿

欧元扩大氢气产能并要使德国成为全球氢能技术的主要供应国。 德国电力公司 （ＲＷＥ） 和钢铁制造商

蒂森克虏伯 （Ｔｈｙｓｓｅｎｋｒｕｐｐ） 启动合作计划将绿氢用于钢铁生产，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和丰田均押注

燃料电池汽车 （ＦＣＥＶ） 将在续航里程等指标方面完胜电动汽车。④ 从空中客车公司宣布氢飞机的概

念设计， 到瑞典公司启动无碳钢试点工厂， 再到沙特阿拉伯启动 ４ 吉瓦 （ＧＷ） 的绿氢工厂， 全球氢

市场正在逐渐从利基市场走向主流市场。⑤

·１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ｃｉｔａ， Ｒｏｓｓａｎａ， Ｐｉｅｒ Ｐａｏｌｏ Ｒａｉｍｏｎｄｉ，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 Ｎｏｕｓｓ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Ｇｒａｉｌ ｏｆ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ｎｄａｚｉｏｎｅ Ｅｎｉ Ｅｎｒｉｃｏ Ｍａｔｔｅ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２０， Ｎｏ． １３， ｐ． ２５．

Ｎ．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Ｍｉｋｌ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５ ～ ３６．
Ｅｒｉｃｋ 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Ｎｅｉｌ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ａｃｅ”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３， ｐｐ． ３１１ － ３２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Ｕ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ｓ
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ｏｒ 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ＢＲＩＥ ／ ２０２１ ／ ６８９３３２ ／
ＥＰＲＳ＿ ＢＲＩ （２０２１） ６８９３３２＿ ＥＮ． ｐｄｆ．

Ｔｈｉｊｓ Ｖａｎ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ｉｌ？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７０， ｐ． ４．

Ｔｈｉｊｓ Ｖａｎ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ｒｉｚ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Ｒａ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０， Ｎｏ． １２６， ｐｐ ３０ －３４．



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 当前格局及经济地理效应

二、 全球氢能竞赛的当前格局

各国的资源禀赋、 技术水平、 能源需求和基础设施存在差异， 因而在全球氢能竞赛中制定出不同

导向的国家氢能战略。 总体而言可分为三类 （见表 １）： 第一类是以大规模进口氢为导向的国家， 第

二类是以大规模出口氢为导向的国家， 第三类是氢自给自足并致力于氢工业规模化的国家。

表 １　 不同资源禀赋及技术特征下的国家氢能战略

国家氢能战略导向 典型国家 特征

大规模进口氢 欧盟、 日本、 韩国等 能源进口依赖， 先进氢技术

大规模出口氢
智利、 澳大利亚、 印度、 新西
兰、 摩洛哥等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中等氢技术

氢自给自足并致力于氢工业规模化 中国、 美国、 巴西等 可再生能源丰富， 具备氢工业化应用基础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汇总而得。

当前全球氢能生产仍以灰氢和蓝氢为主， 但从中长期看势必要过渡到绿氢。 根据伍德麦肯兹估

计， 绿氢的生产成本到 ２０４０ 年将与化石燃料制氢成本持平， 降幅高达 ６４％ 。① 如果考虑实施碳税后

蓝氢和灰氢成本上升的影响， 绿氢的成本下降幅度将更为明显。 从消费端而言， 中国、 美国、 中东、

图 １　 ２０２２ 年全球氢能消费格局

资料来源： Ｉ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印度、 欧洲位列全球氢能消费前五位 （见图 １）。

（一） 以大规模进口氢为导向的国家

以大规模进口氢为导向的主要有欧盟、 日本和韩国等能源

消费需求高， 但自身能源禀赋不足， 常年处于能源贸易赤字的

国家或地区， 其国家氢能战略侧重于拓展氢进口潜力、 多元化

氢供给来源以及开发氢终端应用新技术。 这些以大规模进口氢

为导向的国家， 往往是经济发达但能源供应严重依赖外部供给

的国家， 对于拓展氢能供应来源具有极大兴趣， 同时自身也具

备经济基础和研发能力展开针对氢能的技术攻关， 因此往往在

氢技术开发和储能方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其目标就是要打造

海外氢能生产中心并将开发出的氢能运回本国使用。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发布 《欧洲氢能战略》， 将发展

氢能确定为实现 《欧洲绿色新政》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的关键优先事项， 其战略重点是发展绿氢，
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前分别在欧洲内部和临近地区各布局 ４０ＧＷ 电解槽用于生产绿氢。② 欧盟认为氢能战略

有助于巩固其全球能源转型标准制定者的地位， 提出要通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ＩＳＯ） 和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 （ＩＲＥＮＡ） 合作， 从而为 “交流绿氢经验和最佳做法创造更多机会”。③ 从欧盟内部来看， 德

国是绿氢开发最为领先的国家， 德国氢能战略的发布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早于欧盟氢能战略， 该战略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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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亿欧元用于国内绿氢生产， ２０ 亿欧元用于海外 （主要是北非） 绿氢生产。① 德国于 ２０２３ 年再次更

新国家氢能战略， 将德国 ２０３０ 年绿氢的电解产能目标从 ５ＧＷ 提升至 １０ＧＷ， 并计划于 ２０２８ 年前在德

国境内建成 １８００ 公里的氢能管道， 且借助 “欧洲氢骨干” （ＥＨＢ） 倡议与邻国相连。② 欧盟氢能战略

与欧盟复苏计划的资金相关联， 为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提供了氢经济发展机遇。 欧盟氢战略旨

在通过利用不同地区的工业集群来拓展氢气供需的基础设施， 建立 “氢谷” 乃至 “氢走廊” 将可再生

能源潜力大的地区与氢气需求中心进行串联。③ 在 ＣＯＰ ２８ 会议期间， 欧盟和 １３ 个国家宣布成立 “气候

俱乐部”， 称将利用碳排放交易系统 （ＥＴＳ） 的收入投资欧洲氢气生产， 并启动欧洲氢能银行。
日本是全球第一个推出国家氢能战略的国家， 早在 ２０１７ 年宣布要建成全面的 “氢社会”， 开发

“最高效的氢能管理系统”， 为氢气的进口和分销布局大规模基础设施。 日本政府 ２０２０ 年在氢能和燃

料电池领域的投资约为 ６ ７ 亿美元， 并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 ８０ 万辆 ＦＣＥＶ 和 ９００ 个加氢站的交通目

标。④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日本从文莱接受的第一批液态有机氢， 采用日本提供氢液化关键技术、 文莱进行生

产并向日本出口氢的模式， 首次实现了有机液态氢的长距离海运。 这一事件在能源转型发展史上被视

为与 “甲烷先锋号”⑤ 具有同等重大意义。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日本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第一批蓝氨 （以氢为

原料）， 标志着日沙双边能源贸易内容的多元化突破。 对日本而言， 从可再生能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的

地区进口氢有助于降低其能源转型成本。 历史上， 日本对液化天然气的大幅进口承诺使其成为全球液

化天然气市场的先锋国家； 在今天， 日本对氢大规模进口的承诺也有望使其成为全球氢市场的先锋

国家。
韩国 ２０１９ 年出台国家氢能路线图， 将氢能确定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引擎。 韩国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使用氢能为全国 １０％的城市、 县城和乡镇提供电力， 到 ２０４０ 年这一指标增至 ４０％ ， 到 ２０５０ 年使

氢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能源载体并占总能源消耗的 １ ／ ３。⑥ 韩国至 ２０２０ 年布置的客运 ＦＣＥＶ 超过 １ 万辆，
排世界首位， 政府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增至 ２０ 万辆。 韩国主要关注 ＦＣＥＶ 的生产和大型固定式燃料电池技

术， 比如全球第一辆商用 ＦＣＥＶ 就由韩国现代公司制造， 世界最大的燃料电池制造厂由韩国能源公司

ＰＯＳＣＯ Ｅｎｅｒｇｙ 投建。 但韩国采取的是一种较为模糊的低碳氢战略， 旨在普遍扩大氢的生产和消费， 而

非聚焦于清洁氢。⑦

（二） 以大规模出口氢为导向的国家

具备丰富可再生能源并在地理上毗邻氢需求中心的国家纷纷出台以大规模出口氢为导向的氢战

略。 如澳大利亚、 智利、 新西兰、 摩洛哥等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廉价绿电。 海湾沙漠国家拥有

充足的太阳能辐射和广阔的沙漠地带， 具备大规模出口氢的能力， 但海水淡化技术可能推高制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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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 当前格局及经济地理效应

本。 对于中东和北非国家而言， 发展氢出口可产生协同收益， 一方面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

和天然气出口的依赖， 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及现有管道基础设施为欧洲和亚洲市场服务具备比较

优势。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９ 年发布国家氢能战略， 致力于发展清洁、 安全和有竞争力的氢气行业。 该战略提

出 ５７ 项联合行动， 重点是国家协调、 吸引氢投资、 发展生产能力、 监管和国际承诺、 创新和研发、
技能和劳动力发展以及发展社区信心。① 澳大利亚还发起一系列氢能国际合作， 并将日本、 韩国、 中

国和新加坡视为首选市场。 兰德公司 ２０２２ 年为澳大利亚政府遴选的国家关键技术中就包含氢能开发

利用。②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 《氢能与燃料电池合作联合声明》， 为两国氢能产业的

合作发展铺平道路。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机构 （ＡＲＥＮＡ） 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宣布筹集 ７０００ 万美元帮助澳

大利亚快速部署清洁氢生产。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莫里森政府宣布为氢气行业投资 ２ ７６ 亿美元， 目的是加

速在澳大利亚建立 ４ 个额外的清洁氢枢纽， 并创建一个清洁氢认证体系。③ 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大的

绿氢生产国， 正在从生产能力、 技术范式和认证标准三方面引领全球氢能生产。
基于可再生能源禀赋制定氢能出口战略的国家还有智利、 印度、 阿曼、 俄罗斯和纳米比亚等。 智

利的国家氢能战略将自身定位为清洁燃料和能源载体的国际来源， 提出智利将利用其参与的国际平台

以及与 １７１ 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来释放氢出口潜力。 ２０２０ 年智利还举办了绿色氢能峰会， 另一个氢能潜

在出口国阿曼于 ２０２１ 年效仿这一做法。 纳米比亚港务局与鹿特丹港签署谅解备忘录， 旨在建立一条

绿色氢气贸易新路线。 印度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启动国家氢能计划， 目标是成为 “全球绿色氢生产和出口

中心”， 莫迪总理认为绿色氢能对于印度在 ２０４７ 年实现能源独立的 “飞跃” 至关重要。 俄罗斯能源部

２０２０ 年出台 “氢能发展计划草案”， 支持 “实施氢气生产领域的优先试点项目， 包括建立试点工厂”，
并设想到 ２０２４ 年出口 ２０ 万吨氢气， 到 ２０３５ 年出口 ２００ 万吨氢气。④ 欧盟氢能战略发布后， 俄罗斯

主动转向开发新技术以生产低碳氢， 并探讨利用现有天然气管道向欧洲出口氢气的可能性。

（三） 能够实现氢自给自足并引领氢工业的国家

能够实现氢自给自足的国家主要有中国、 美国和巴西等， 这些国家可以借助自身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并生产具备成本优势的绿氢。 但当前全球具备强大制氢能力且具备规模化氢工业能力的国家只

有中国和美国， 两国均制定了明确的氢能工业发展目标， 构建覆盖交通及储能的多元氢应用生态， 有

望成为全球氢生产和规模化应用的引领者。
中国 “十四五” 规划提出要在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习

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在四川考察时指出， 要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

能互补发展。⑤ ２０２２ 年出台的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提出， 到 ２０２５ 年形成

较为完善的氢能产业发展制度政策环境， ＦＣＥＶ 保有量约 ５ 万辆， 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 １０ 万吨 ／年 ～
２０ 万吨 ／年； 到 ２０３０ 年， 可再生能源制氢广泛应用， 有力支撑碳达峰目标实现； 到 ２０３５ 年， 形成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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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业体系， 明显提升可再生能源制氢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① 中国对氢能的战略定位是， 未来

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重点发展方向。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 年制氢产量约 ３３００ 万吨， 其中， 达到工业氢气质量标

准的约 １２００ 万吨。② 但中国氢能产业在绿色制取、 储运畅通和应用多元的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仍存在

痛点难点。③ 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全球第一， 在绿氢供给上具有巨大潜力， 但在关键设备如加氢

枪和关键材料如高效冷绝缘材料两方面均依赖进口。 当前中国的氢气电解槽成本是西方国家同类产品

的 １ ／ ３，④ 这引发欧洲和北美对中国主导另一项关键能源技术 （继稀土、 太阳能光伏板和电动汽车等

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之后） 的担忧。 合成氨、 钢铁和甲醇是未来氢能工业规模化利用的重点领域， 中国

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氢产消国， 占全球总需求的 １７％ 。⑤ ２０２０ 年出台的 《美国氢经济路线图》 分

四步走战略， 欲实现 ２０３０ 年后在全美广泛部署氢能的目标， 意在通过绿色创新实现清洁氢的规模化

应用。 美国启动 “氢能地球倡议” 设定 “１１１” 目标， 要在 １０ 年内将清洁氢成本降至每公斤 １ 美

元。⑥ 美国通过 《通胀削减法案》 和 《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 分别向绿氢行业提供 １３０ 亿美元和

９５ 亿美元的补贴， 总额 ２２５ 亿美元的税收抵免将使美国绿氢产业获得的公共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

先， 美国绿氢产业将获得 ３ 美元 ／公斤的补贴， 从而立即具备与灰氢竞争的实力。⑦ 美国也是全球氢技

术的先驱， 早在 １９６９ 年美国就首次将燃料电池作为能源整合到阿波罗 １１ 号中， 为全球发展燃料电池

提供了公信力。⑧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之一， 可以生产低成本蓝氢； 同时， 它拥有丰富

的可再生资源和核能， 可以生产低成本清洁氢。 因此， 美国基于可用资源能够建立有竞争力的氢气部

门。 美国针对合成氨、 甲醇和绿钢的产业政策极有可能使其成为全球绿色氢价值链的引领者， 并催生

拥有相对较高劳动技能的产业集群。 美国继页岩气革命实现能源独立后， 进一步提出要在 “所有形式

的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⑨， 凸显其对全球绿色氢能竞争的预期目标。
氢能开发的技术路线图决定了， 可再生能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在恰当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条件下， 均

有可能成为氢出口国， 大幅降低了传统化石能源进口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风险， 也使智利、 摩洛哥和纳

米比亚等能源进口国有机会转变为氢出口国。 但是， 氢供给能力最终取决于资本部署速度、 生产能

力、 技术路径和运输方案。 氢气的最终成本取决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具体而言， 取决于出口国和进

口国的基础设施、 生产途径、 配送距离、 储存成本以及运输成本。 国家氢能战略依据自身资源禀赋而

定， 但其不同导向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及管理体系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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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 当前格局及经济地理效应

三、 全球氢能竞赛的经济地理效应

全球氢能竞赛由全球脱碳进程推动， 促使各国在氢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寻求有利分工地位， 进而产

生一系列新的经济地理效应。 首先， 围绕氢气进出口议题， 全球将产生新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并形成新

的贸易关联； 其次， 各国经济外交领域正逐渐纳入 “氢外交” 议程； 最后， 全球南方国家充分把握氢

能发展趋势， 可为本国嵌入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抢抓机遇。
第一， 氢进出口正在全球形成新的贸易关联和投资关联。 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经济体正在将能源

依赖关系从单一依靠化石能源进口转向多元依靠可再生能源。 氢作为一种既可以承载可再生能源能量

也可以承载化石能源能量的清洁载体， 逐渐成为能源贸易中的新形式。 一些具备丰富可再生能源禀赋

和淡水资源的国家， 在获得外部的技术及资金支持后具备大规模出口氢气的能力， 由此构建起新的贸

易关联。 如当前智利和日本、 摩洛哥和德国、 阿曼和比利时之间的氢贸易关联正在形成新的贸易流。
根据麦肯锡的评估， 智利将成为未来国际绿色氢能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参与者， 具备向韩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和西欧市场供应氢气的潜力。① 氢贸易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关联， 一种是以管道交易形成

区域性市场， 一种是以液态交易 （甲醇或氨） 形成全球性市场。 以氢贸易为关切点的跨国投资产生了

新的投资关联， 具备氢能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但本土氢气制造能力不足的发达国家， 往往在可再生能

源丰富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氢能投资布局。 比如意大利电力公司 （Ｅｎｅｌ） 在智利投资建设的绿色制氢工

厂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氢工厂， 也是意大利布局全球绿氢投资的首个项目， 双方在共同开发风能和绿色

制氢两个方面同步合作。② 美国在沙特投资绿色制氢工厂、 德国在刚果投资绿氢工厂、 日本在文莱投

资制氢厂、 欧洲国家在摩洛哥投资制氢厂等案例表明， 氢贸易伙伴关系的构建是建立在氢投资伙伴关

系的基础之上的， 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制氢的技术和资金， 而具备技术和资金的发

达国家往往缺乏制氢的原料———充足的 “绿电”。 全球太阳能和风能禀赋丰富的沿海城市及具备天然

气管道接入条件的地区， 往往成为吸引氢投资的高地。 比如中东和北非国家， 依靠其巨大的太阳能潜

力和其位于欧洲与亚洲市场之间的战略性地理位置而获得大量氢投资。
第二， 氢外交进入国家经济外交议程。 以大规模进口氢为导向的国家在外交层面积极主动纳入氢

议程， 氢外交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和日本是全球氢外交的先行者， 政府层面

为达成氢能合作的双边投资协定、 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 促进跨境氢气贸易而进行了大量外交磋商。
德国通过外交途径推进国家氢能战略取得显著成效， 已与澳大利亚、 智利、 摩洛哥、 纳米比亚、 突尼

斯和乌克兰签署双边氢能协议， 德国外交部设立专门的氢外交办公室来推动构建 “为德国能源安全服

务” 的全球氢贸易伙伴关系。 日本与澳大利亚、 文莱、 挪威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就建立氢贸易链进行磋

商， 确保有足够的绿氢在发电领域与天然气竞争， 在运输领域与汽油竞争， 其附加目标是向海外销售

日本的氢技术和知识。③ 荷兰是第一个任命 “氢特使” 的国家， 其氢外交的潜在对象国是智利、 纳米

比亚、 葡萄牙和乌拉圭等。 智利作为以大规模出口氢为导向的国家也在积极开展 “绿色氢外交”。 欧

盟已经与非洲、 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签署了氢能伙伴关系协定。 ＣＯＰ ２８ 通过了 《阿联酋氢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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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声明》， ２７ 个国家已同意批准全球氢能认证标准， 并承认现有的氢能认证计划， 以帮助开启全球低

碳氢能贸易， 这是以气候多边外交带动氢外交的生动案例。 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氢外交的积极

推动下， 全球双边及多边氢协议的数量与日俱增。
第三， 全球南方国家应充分借助全球氢能发展大势， 为本国嵌入全球清洁能源价值链寻求新发展

机遇， 通过建立氢贸易关联来重塑自身的经济地理格局。 对于具备丰富可再生能源禀赋的全球南方国

家而言， 如何将这种禀赋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比如， 非洲拥

有的水能、 太阳能和风能理论蕴藏量是全球的 １１％ 、 ４０％和 ３０％ ，① 但目前开发比例很低。 非洲当前

的工业体系无法生产和消纳如此巨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但若能将其转化为清洁氢出口， 则可产生多

重收益。 首先， 氢贸易所需的管道投资及建设有助于提升非洲的基础设施水平及质量； 其次， 通过出

口绿氢非洲获得嵌入全球清洁能源价值链的历史性机遇和新比较优势； 最后， 非洲通过吸纳北方国家

先进的氢工业相关技术及资金， 有望逐步建立起本地区的氢能产消系统， 进而实现绿色跨越式发展。
因此， 在全球氢能蓬勃发展浪潮下， 南方国家有望获得嵌入全球清洁供应链的契机， 能将原本因技术

限制而只能在本地产消的可再生能源转化为一种可出口的能源商品， 这无疑是零碳转型时代欠发达地

区及国家面临的宝贵历史机遇。

四、 结语

世界各国以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积极推进氢能部署， 事实上代表着未来能源体系的演化方向与技

术高地。 从促进减排角度而言， 氢能可为交通、 工业领域的脱碳进程做出重大贡献； 从技术特征而

言， 作为大规模、 长周期和跨季节的储能方式， 氢能可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 从产业布局而

言， “风光发电 ＋氢储能” 一体化能同时为新能源的就地消纳与远途运输提供解决方案。 当前以欧盟、
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加紧补贴绿氢生产以创造领先优势， 开启了全球氢能竞赛的序幕。
氢技术优势带来的投资优势和贸易优势将会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国际贸易格局。 在世界各国均寻求全

球氢价值链切入点之际， 中国政府应更加注重在氢能生产与多场景应用方面发挥服务性、 引导性和激

励性作用， 加速推动氢能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力求在全球氢能竞赛中获得生产能力、 技术创新与市场

规模的三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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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ＣＥＰ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ｓ ｆｉ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ｒ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ｔａｐ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ｅｉ Ｙｕ，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ｒｉｓｋ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ｏｉｌ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ｉｌｄ Ｃｈｉｎａ ’ ｓ ｇｒａ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 ａｎ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ｓ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１）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ｒａｃｅ
Ｚｈｏｕ Ｙａｍｉ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ａ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ｅｅｋ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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