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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真材与虚火

5月18日，乐视的新品发布会召开，贾
跃亭没出现， 熟悉的乐视生态倒是又回
来了。

在会上乐视宣布，他们的新款超级手
机正在研发中， 将在不远的将来正式回
归。同时回归的还有似曾相识的“乐视智
能生态”。

此情此景， 仿佛回到过去。2016年乐
视提出了七大生态战略，有大屏、有内
容、有云、也有互联网，当然还有数不清
的泡沫。

没人敢想，仅仅靠着造“生态链”的概
念，乐视的市值一路扶摇直上，大摇大摆
地超过了万科，留下骄傲的背影供很多人
仰望。

这家公司自称互联网公司，股价巅峰
时期超过了1700亿元，在不断的自我炒作
中站上C位，在没完没了的发布会中，没完
没了完成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乐视有过，资本市场
“有责”。乐视最疯狂的几年，中国资本持
续追捧新经济故事，叙事宏大的乐视站上
风口， 埋下巨大的资金链危机于风光之
下，直到乐视坍塌。

乐视的由盛而衰， 贾跃亭的由明到
暗，在人们记忆中犹存。那些年，流行英雄
不问出处，热钱涌动，乐视的故事总有人
听，接盘者总有人在。

乐视的生态狂想，脱胎于一个充满变
数与变革的时代， 移动终端方兴未艾，软

硬结合是互联网下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成为中国的乔布斯。

乐视给中国互联网公司留下很多讽
刺， 也给中国资本市场留下不少反思。唯
独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教训。

反思归反思，贾跃亭依旧活跃。乐视
回归的心也一直没藏着，从年初大张旗鼓
的“欠款营销”到邀请函上别有用心的卖
关子，乐视视频还在通过那么个小小的举
动，找一番存在感，证明他们还在。

这些年乐视忙着找钱， 忙着花钱，一
直还欠着钱。但欠下的债太多，褪去泡沫
的乐视，几乎一无所有，甚至没有了一点
点人们对乐视的想象。 债权人都佛系了，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公司没有偿还能力。

还是老配方， 市场上不见老朋友捧
场。以前，乐视是颠覆传统家电行业和
传统广电行业的一条鲶鱼，那时多的是
投资人愿意与贾跃亭一起实现互联网
电视梦想。

只可惜， 超级电视的故事已经过去
了。乐视生态的故事现在看来更像是“狼
来了”的故事。对投资人而言，他们需要在
判断贾跃亭的能力和乐视的风险之间做
出判断，但这些不是早就有了答案吗？

“世界往东，我们往西，颠覆者从来都
是孤独的，你呢？”这是乐视PPT最响亮的
标语。现在看，乐视还是应该一直孤独下
去。因为，想想年初那次著名的营销，乐视
真的还没有倒闭，它只是欠了1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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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回来了，复活扯远了
陶凤

营商环境评价藏排名“猫腻”
斩断利益链成关键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近

年来，各地纷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途径。但近期，有部分城市反映，

以“国家”“中国”名义发布的营商环境评

价排名数量众多，还有的借“排名”“颁奖”

等收取费用，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5月

18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在

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进行查处，坚决斩断营商环境评价背后

的利益链条，严格禁止借开展营商环境评

价之机，向地方政府、市场主体收取参会

费、培训费。

滋生乱收费土壤

金贤东谈到，当前社会上以“国家”

“中国”名义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价排名数

量众多，相关评价大多属于学术研究，采

用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数据来源等与

通行做法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商报记者搜

索发现，以营商环境为名的各类榜单不在

少数。各地方在宣传中，也倾向于选用自

身排名较高的榜单或单项。

“营商环境是驱动经济的重要抓手，

随着我国对营商环境的日趋重视，各地方

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剧增，但随

着国家发改委营商环境评价排名的公布，

有一些营商环境相对比较差的地方，就会

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特殊手段，尽快让营商

环境排名靠前。这也就给营商环境排名乱

收费提供了土壤。”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

团营商环境研究专家孙连才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

金贤东表示，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将

强化源头管理。对于没有得到国家认可、

授权，或仍处于学术研究、理论探索阶段

的营商环境评价，组织开展评价的相关主

体应明确研究属性、规范相关表述，避免

对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产生误导。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进行查处，坚决斩断营商环境评价背后

的“利益链条”，严格禁止借开展营商环境

评价之机，向地方政府、市场主体收取参

会费、培训费，严格禁止以提升名次、颁发

奖项为名，向地方政府、市场主体收取“好

处费”“赞助费”。

“不同的研究机构、经济组织和中介

开展营商环境评价与排名本身无可厚非，

各家的指标体系、侧重点不同，但是假借

排名收费需要严厉打击，它造成的直接后

果是个各地方通过特殊手段排名靠前，而

不是实实在在的，通过营商环境优化措施

提高排名。这损害的是区域经济健康良性

发展，损害的是市场主体实际的营商环境

改善，进而损害了营商环境作为驱动经济

的政策抓手这一工具。”孙连才认为。

警惕一刀切

我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建立始于

2018年前后。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已有不

少学术机构、团队等关注营商环境。如《中

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在2011年、

2013年、2017年分别出版过3个年份的报

告，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课题，由

国民经济研究所完成，著名经济学家王小

鲁、樊纲等人编写。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该指数从政策

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

率、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企业税费负担、

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等8个方面衡量企业

经营环境，并且通过长期搜集的数据，获

悉近年来各地营商环境的发展趋势。

“这个指标的持续时间是很长的，也

形成了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实际上，国内

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报告和评估也不少，

不能一竿子把民间评估打死。”赛意企业

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唐大杰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

对于部分营商环境报告可能通过排

名获取利益，唐大杰认为：“营商环境评比

主要的受益对象就是国内的市场主体。市

场主体可以根据各地营商环境情况，选择

自己的投资策略。一般的商业主体没有必

要付费给做报告的；部分地方政府出钱操

纵的可能性也较低，因为排名出来后，有

受益方也会有利益受损方，各地政府之间

的博弈难度大，因此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也

不是很大。”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科技创新独角兽”

当碳达峰、碳中和首次写入中国政府工

作报告的那一刻，一场浩浩荡荡的“双碳”转

型之路也随之开启。能源转型迫在眉睫，随着

全球对发展新能源的高度关注，氢能技术也

因此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竞争

前沿，理所当然的，本就炙手可热的氢能产业

再添一把火，而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恰恰是这

片万亿蓝海中的一员。

“现在氢能研发中的六项关键研发技术，

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自主化。”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王勐自豪地介绍称。

作为氢能国家队成员之一，国家电投氢

能公司可谓含着金汤匙出生。2017年成立的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注册资本超过了7000

万元。公司法人李连荣为国家电投集团中

央研究院院长，而中央研究院集合了国家

电投的所有高精尖技术，堪称是国家电投

的“达摩院”。用王勐的话说就是“把氢能公

司当做国家电投的科技创新独自打造”。

过去四年间，在各地方鼓励政策以及能

源国企巨头的带动之下，氢能的风越刮越大。

而这四年对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来说，也是从

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四年。据王勐介绍，氢能

的六项关键核心技术分别为催化剂、质子交

换膜、气体扩散层、膜电极、金属双极板以及

燃料电池集成技术，而在2019年时，国家电投

氢能公司就实现了这六项技术的自主化研发

与生产。

短短两年，国家电投氢能公司就实现了

氢能关键技术自主化，氢能研发如此简单吗？

事实并非如此，王勐深知，真正的困难才刚刚

开始。

成本！成本！

氢能研发易，生产难。自2019年至今，王

勐和其团队一直在攻克的难点，就是规模化

生产。“氢能生产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就是质子交换膜和催化剂。质子交换膜是氢

和氧发生反应的容器，两年前，我们的技术就

可以生产单片的质子交换膜，但作为容器，质

子交换膜需要呈卷状，而且需要大规模、低成

本生产，这些都是难点。”王勐表示。

而催化剂在氢能生产中的地位不亚于质

子交换膜。催化剂负责帮助质子交换膜中的

氢和氧进行反应，如何使其在特定时间内稳

定地进行反应其实不算难，难的是如何将成

本降下来。目前行业内使用的催化剂包括贵

金属———铂。

作为稀有金属，铂产量低、价格贵。据一

家燃料电池企业负责人介绍，即使节约用量，

每辆氢燃料电池客车大约也要使用50克。而

且我国铂金催化剂多数依赖进口，成本极高，

每克高达200元。

同样推高成本的还有储存和运输。据了

解，目前的主要储氢方式分为高压气态、低温

液态、固态和有机物液体储氢。其中应用最广

泛、最便捷的还是高压气态储氢，但也面临着

成本高企的问题，比如加氢站建设周期长、缺

乏盈利模式等。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刘科

指出，将液体燃料、电能、氢能三种站点建设

对比，如果以布局10000座站点计算，每天加

注450辆车的液体燃料加注站建设运营成本

约为20亿美元；每天充24辆车的充电站需投

资830亿美元；每天30辆加注能力的小型氢

气加注站成本则高达1.4万亿美元。以北京为

例，目前氢能每公斤为30元，价格甚至高过

了柴油。

而在运输方面，也主要由高压长管拖车

储运氢气，但效率过低的问题再次推高了成

本。整体而言，成本问题导致了氢能的放量难

题，又反过来制约了氢能应用的经济性，进而

制约了氢能发展规模。在此背景之下，降成本

的空间也被视为氢能发展的一大因素。

降成本、规模化已成当下国家电投氢能

公司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全球能源革命都

要面临的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至

少有35个国家正在研究推广氢气，其中约20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布国家级氢能战略。日

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

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同日，《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

皮书2020》发布，白皮书指出，当前我国氢能

的产量全球第一，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制

氢有望实现平价。

一笔电池账

双碳背景之下，乘风起的不只有氢能，还

有因氢能顺势而起的关联行业，比如汽车。要

知道，在用氢方面，主要就是燃料电池的应

用。实际上，氢能已经做成了燃料电池，被放

置在无人机上、车辆上，甚至单独成为了固定

电源。“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准备提供200辆氢

能车辆服务于场馆。”王勐表示。

尽管如此，国家电投氢能公司的氢能

车辆依然处于试验阶段，“主要是由于氢能

车辆的技术不成熟，规模化没上来，使用

成本还是要高于油车和电车”。王勐为北

京商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国家电投氢能

公司为冬奥会提供的氢能大巴为例，目前

一辆的价格约在150万元左右，加上国家

给的补贴，价格大概相当于一辆锂电池大

巴。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燃油大

巴的价格只要100万元。

氢能自身价格也是一个问题。据了解，国

家电投氢能公司所生产的11-12米的大巴车

每百公里耗费氢能大约为6-7公斤，也就意味

着，该大巴车每百公里的燃料花费就达到180

元以上，是汽油车花费价格的3倍。

“不过氢能大巴的价格已经下降得非常

快了，前两年还是200万元，现在技术在迅速

发展，价格也下降得迅速。”王勐说道。

应用方向已经明朗，传统车企成为了主

要研发参赛者：长城汽车宣布将在2025年实

现全球氢能市场占有率前三；亿华通与丰田

汽车合资设立了华丰燃料电池公司；现代汽

车在广州成立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有限

公司，成为首家在华建立氢燃料电池系统生

产基地的全球汽车厂商。

拐点来了？

车企熙熙攘攘落子，资本也已经彻底捧

红了这一领域。有数据显示，尽管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年国内对氢能产业的项目投

资总额比2019年略有下降，但仍然突破了

1600亿元。从今年一季度业绩看，氢能源概念

股净利润翻倍的有59只，占比超过半数。泰豪

科技、华昌化工、卫星石化、六国化工、陕西建

工等股净利润大增10倍以上。5家以上机构一

致预测数据，10股今年、明年和后年净利润增

速均有望超过20%。

产业很热，是否存在虚火就成了问题。

“各式各样的创业者创业公司、模式以及跨界

者的入局都在不断出现。但当资本在行业金

字塔顶端配置资源时，要看到他是不是真正

理解行业本质，资金投给他，是不是能够对行

业、对社会产生真正的作用，创造真正的价

值。”不久前，凯辉智慧能源基金合伙人张利

如此评价道。

也是因此，应用何时落地就成了硬道理。

以国家电投氢能公司为例，对于公司的研发

时间表，王勐持乐观态度：“我们预计2023年

到2025年就会出现技术拐点，这个时候技术

趋于成熟，成本大量下降，行业逐步有序，开

始步入良性循环。”

“虽然国内的行业情况还处于前期，正在

培育阶段，技术研发、基础设施、行业规范等

多方面工作都不完备。”但王勐认为，现在看

来全国氢能发展得非常快，有一些民营企业

的技术非常超前。

“不管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讲，我们对氢

能这个产业都不陌生，在历经多轮起伏后，氢

能终于迎来了商业化拐点。”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氢能委员会主任、山东氢谷新能源技术

研究院院长张真如是判断。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昌平区北七家镇天宣街中段，绿树掩映中，被炒上天的氢能国家队却

是一片静谧。自2017年开始，氢风四起、雷声大噪，“双碳”目标之下，氢能赛

道更是热得发烫，众多企业纷纷跟进。四年时间，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氢能公司”）从两手空空到技术自主，国家电

投氢能公司党委委员、总经济师王勐知道，这一切只是开始，当下的

氢“热”只是预热，风口之上，站得越高，越能看到远方的浪潮。

《2020年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的白皮书》相关情况

我国氢气总需求量将达到
3500万吨，在终端能源消
费中占比约5%

到2030年

我国氢气总需求量接近6000万吨，
在终端能源体系占比将达到10%，
带动形成10万亿级的新兴产业

到2050年

5%

10%

我国氢气总需求量将增至
1.3亿吨左右， 在终端能源
消费中占比约20%

到2060年

20%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约4100万吨/年

产量约3342万吨

非低碳氢为主，占近1/ 3

其中煤制氢2124万吨，

约占63.5%

煤制氢

非低碳氢

氢能总产量
氢能产业发展约能减少
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对
碳中和贡献率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