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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能法规〔2024〕109 号

民盟省委会：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发展绿氢产业 助推吉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关于建议 1：制订“多业协同”规划

（一）出台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2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位推动下，我省正式出台了

《“氢动吉林”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吉政办发〔2022〕36 号，以下简称《规划》），对全

省氢产业发展进行了超前谋划和布局。《规划》以 “三步走”方式，按 “一区、两轴、四基地”布局氢能产

业，打造“中国北方氢谷”。其中，长春氢能装备研发制造应用基地、延边氢能贸易一体化示范基地就是谋

划布局的“四基地”中的 2 个基地。长春氢能装备研发制造应用基地主要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现

有氢能产业现有企业为基础，突出发展绿氢能源开发与相关装备产业协同发展。借助中韩 （长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与长春国际汽车城发展布局，开展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和燃料电池相关设备研发与制造，构建

燃料电池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体系，推动质子交换膜 （ＰＥＭ）电解水设备、燃料电池关键零部

件、电堆与系统集成、氢内燃机研发、整车制造等技术加快突破。加强省内碳纤维产业联动和优势成果转

化，推动碳纤维储氢装备研发制造。延边氢能贸易一体化示范基地主要依托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

建设氢能产业聚集区；发挥珲春口岸优势，探索氢能相关装备及能源出口合作，建立区域氢能交易市场。“氢

动吉林”行动实施以来，我省大力发展氢基绿能产业，积极推动氢能产业“四大基地”建设。目前，各市（州）

也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出台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比如，长春市出台了《“氢动长春”中长期发展规划（2022-2035

年）》。

（二）制定发布支持政策措施。2022 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氢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试

行）的通知（吉政发〔2022〕22 号,以下简称《支持政策措施》）正式发布，《支持政策措施》第 4 条明确，

支持氢能前沿技术研究。围绕氢能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需求，重点支持“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大规

模生产安全技术研发，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第 5条明确，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应用。将氢能领域发展潜

力大、技术水平领先、推广价值高的先进技术产品优先纳入省级绿色制造示范项目（绿色制造体系示范类），

按照绿色制造示范项目相关政策给予支持。第 2条明确，支持氢能一体化发展。鼓励可再生能源制氢与绿

氢自消纳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在项目立项、节能审查等方面予以支持。第 3条明确，规范加氢站审批流

程。参照天然气管理办法，规范加氢站审批、建设、验收标准。开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制氢加氢一体站在

非化工园区示范建设。第 8条明确，支持加氢站建设。鼓励新建和改（扩）建符合《“氢动吉林”中长期发

展规划（2021-2035年）》的加氢站。第 11 条明确，支持绿氢储运企业。对专业从事绿氢存储的项目主体

以及使用绿氢存储装置的其他项目主体，按绿氢存储设备投资的 20%，给予项目主体一次性补贴，最高补

贴 500万元。对专业从事绿氢运输的项目主体，按照年度累计氢气实际承运量，给予每公斤 1.5 元补贴，

最高补贴 150万元。《支持政策措施》从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技术成果转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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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示范应用、支持氢能企业做强、建立氢能服务体系等 6 个方面提出了 21 条具体支持政策措施。为我

省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三）推动氢能产业绿色发展。我省在谋划氢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绿氢

在我省传统优势行业运用比重，积极扩大绿氢终端消费规模和应用领域，逐渐降低对传统石化电能依赖。

《规划》明确，坚持可再生能源制氢的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氢能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2024 年 1 月发

布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吉林省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吉政办发〔2024〕1

号）进一步明确，大力推进绿能产业园区建设。依托现有或规划建设的产业园区，建设增量配电网和氢基

绿能产业园区，吸引用电大户企业落户园区，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探索推动离网型项目。以完全离网新

能源制氢项目为示范，构建纯新能源电力系统，减少电网调节压力，助力全社会深度脱碳。发展绿色低碳

消费市场。完善绿色能源消费认证、标识体系和公示制度。鼓励支持优势企业参与碳排放权、绿电、绿证

交易。“氢动吉林”行动开展以来，我省在积极谋划氢能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氢基绿能产业园区、

氢基绿能项目建设，先后示范落地了一批氢能装备制造、氢基绿色能源开发和氢能交通项目，已逐步形成

产业优势。各市（州）也正在积极谋划和推动氢能项目。省直各相关部门也大力支持“氢动吉林”行动，省

工信厅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园认定和建设，组织开展氢能产业园区申报工作，目前吉林西部（大安）清洁能

源化工产业园和吉林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绿色化工产业园的申报材料符合相关申报条件。

关于建议 2：实施“政策清障”行动

目前，我省氢产业政策体系刚刚建立，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将积极适应氢能产业发展需要，

着眼国际国内氢能产业发展大势，从有利于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对《规划》和相关政策进行适

时完善和调整。同时，将结合我省氢能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氢动吉林”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就我省氢能利用相关政策法规及时进行系统梳理和清理，适时出台支持氢能应用场景创

新的地方性法规，引导氢能产业依法合规健康可持续发展。持续优化氢能等新能源管理服务体制机制，破

除传统条块分割监管体制障碍壁垒，消除氢能源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氢能源产

业发展壮大的外部政策环境。2023年，我局积极支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进一步减少审批层级、简化审

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加快推动氢能项目落地建设，我省已经将新能源建设指标下放到了各市（州）。

今年，为贯彻“狠抓落实年”活动，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会议精神，我局深入开展大调研活

动。2 月份，集中开展了践行“狠抓落实年”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大调研活动，局领导亲自带队，分 6 个调研组

深入一线能源企业开展调查研究。调研结束后，局领导及时听取各组调研情况汇报，并认真梳理制约能源

行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落实的具体措施办法。

关于建议 3：完善“氢绿吉林”政策

2022年以来，我省在出台《规划》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

《“氢动吉林”行动实施方案》《抢先布局氢能产业新赛道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和文件，成立了“氢动吉林”

行动领导小组，完成了顶层设计。省政府有关部门也积极支持完善氢能产业“1+N”配套政策。省发改委认真

研究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规划、审批、资金三个方面制定了 10条具体支持政策。2023 年，

省财政设立了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氢能源、储能项目发展、加氢站建设及运营等新能源项目建

设。目前，国家已将支持绿色发展作为税收优惠政策的重要领域，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如新能源产业企

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此外，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新能源企业，

可减按 15%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先进制造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符合条件的新能源发电

企业还可以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优惠。省财政将密切关注国家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方面的资金支持政

策和金融工具情况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动向，继续配合税务部门将税费支持政策在我省落实到位；对符合条

件的绿氢产业项目，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助力我省向绿氢强省迈进，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先机，扩大我省

绿氢应用市场份额。省住建厅起草了《吉林省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技术导则》《吉林省氢燃料电池汽车

加氢站、加氢合建站管理导则》，并组织成立专家团队，指导各地加氢站项目科学推进，现地调研吉电股

份中韩示范区加氢站项目建设，推动进行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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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局将紧紧围绕“氢动吉林”行动部署要求，紧盯氢能产业发展前沿，抢抓氢能产业新赛道，

突出绿氢发展重点，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合力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推进氢基绿能项目建设，推动

我省新能源产业和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吉林省能源局

202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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