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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氫能的機遇



發展氫能的機遇

● 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全球正努力淘汰化石燃料並加速能源轉型。

● 其中，氫能被視為具發展潛力的低碳能源，
世界各國正全力推進氫能產業發展。

● 氫能產業發展上，國家擁有良好的發展基礎，
並已明確將氫能定位成為未來國家能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 香港抓住氫能發展機遇，可助邁向碳中和，
發展新質生產力和維持國際競爭力。



前期工作



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
• 2022年成立，由十多個政策局及專業部門組成，

為啟動本地氫能應用拆牆鬆綁。

• 已原則上同意十多個試驗項目
（包括跨境運氫、供氫設施、交通、工地及偏遠地區應用等項目）。

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

環境及生態局 運輸及物流局 發展局 保安局 環境保護署 機電工程署 消防處

運輸署 海事處 規劃署 地政總署 屋宇署 建築署



暫行標準

修例準備

氫燃料車輛及維修工場實務守則 加氫站實務守則 氫能裝置定量風險評估應用指引

• 已就修訂《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 開展準備工作，
以提供規管用作或擬用作燃料的氫氣的法律框架

• 參考内地及海外相關法規和標準後，已經制定適用於試驗項目的暫行標準，包括: 



應用與挑戰



本地氫能的潛在應用
交通運輸

移動機械

低碳發電

氫能汽車具有零排放、高效能、長航距、低噪音等優點。
能量需求較大的氫能重型車輛和跨境氫能客貨運輸車輛尤其適合香港發展。

氫能是一種可運輸及能源效益極佳的能源，
尤其適合缺乏電力供應的偏遠地區工地的流動機械及其他能源需求。

發電活動是香港最大的碳排放源。
探討在發電燃料組合中加入低碳氫將有助香港邁向碳中和。



確保安全
需要建立一個監管機制和法律框架，

讓氫能產業得以穩定發展，
並加強公眾對於氫能源應用的信心。

合適技術
需要以試驗項目確定適合本地

環境和需求的應用技術及路徑。

基礎設施
需要及早規劃適當的基礎設施，

配合本地氫能發展的步伐。

氫能應用的挑戰

成本效益
仍需等待低碳氫能技術不斷創新、
市場規模提升，以合符成本效益的推
動本地氫能應用商業化和普及化。

人才培訓
需要具前瞻視野，
為本地從業員提供專業培訓。

社會接受
需要加強氫能的宣傳和教育，
以獲得業界及公眾的參與和支持。



香港氫能發展的策略



香港發展氫能的考量因素

●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業城市，很多資源和產品都要倚靠進口，
在氫能的發展和使用上要追求完全自立並不實際

● 內地的氫能產業對於氫能製備、儲運、加注、燃料電池和系統集成
等主要技術和生產工藝有一定的基礎，部分甚或處於領先地位，
可爲香港提供支援和機遇

● 相對其他零碳或低碳燃料在價格上的競爭力，綠氫在現階段仍有很
大的不確定性，策略上需要為其未來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保留彈性



（一）完善法規
• 向立法會提交《氣體安全條例》修訂建議，
為規管用作或擬用作燃料的氫氣提供法律基礎

生產 運送 供應 使用

香港氫能發展的策略



（二）制訂標準

• 建立完善的本地標準，為行業發展本地氫能技術提供所需的安全指引。透過本地
試驗項目的安全表現，持續審視及更新有關指引，與時並進

• 對氫燃料電池系統、氫燃料供應鏈、以及氫燃料電池系統維修人員和工場的安全
進行規管，以確保公眾及氫能產業從業員的安全

香港氫能發展的策略



（三）配合市場
• 加强區域合作，探討引入更多適合本港測試的氫燃料電池車輛型號，與內地有關
方面就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策略、技術研究以及為跨境車輛提供配套設施等領域
進行交流，並研究與大灣區氫能供應網絡的協作

• 研究在不同地區設置加氫設施，擴展新能源車輛綜合配套，並推動其市場化

• 與培訓機構合作，持續發展人才培訓

香港氫能發展的策略



（四）審慎推進

• 持續鼓勵並推展本地試驗項目以作氫能技術創新與產業應用示範。透過「新能源
運輸基金」預留撥款，以項目形式資助氫燃料電池車輛的本地試驗。推動運輸以外
其他本地應用

• 現階段首先利用較經濟的灰氫推展各項試驗項目。隨著藍氫和綠氫市場的逐步
發展成熟，促進市場從灰氫向藍氫和綠氫的過渡

香港氫能發展的策略



落實《策略》

擴大跨部門工作小組的職能：
○ 就未來試驗項目作出審視及批准；

○ 統籌制定和持續優化氫能應用的相關技術標準及指引；

○ 為各項氫能使用的廣泛應用及商業化路徑提供建議；

○ 就氫能應用在本地的基建發展及人才培訓作出支援；

○ 協助氫能應用普及化的推廣；以及

○ 定期檢視進展和更新《策略》。



香港的土地及可再生能源資源有限，必須推動區域合作、
境外投資、共同開發或輸入低碳及零碳氫能等。

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得天獨厚優勢，推動香港成為國家發展
氫能源的示範基地，並協助氫能源產業於「一帶一路」地區的發展。

香港作爲「超級聯絡人」和「超級增值者」的優勢，
聯同投資推廣署及有關政策局和部門，
向海外及內地潛在企業和人才推廣透過香港發展氫能的商機。

制定氫能標準和認證體系，促進低碳轉型和加強國際合作，
以確保氫能產業長遠健康發展。

氫能產業發展優次

區域合作

技術示範

投資推廣

制定標準



行動時間表



2023年 10月，完成香港第一個公共加氫站的規劃程序

2023年 11月，首輛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及其專用加氫設施的試驗開展

2024年 2月，首輛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正式投入載客服務

2024下半年，預期本地第一個公眾加氫站投入運作

2024年下半年，食物環境衞生署啓動三輛氫燃料電池洗街車的試驗計劃

2024年下半年，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計劃以非載客形式測試氫能源有軌電車

試驗項目工作進展



具體行動

規管架構

標準制定

配套設施

區域合作

能力建設

2025年上半年，提交修訂法例建議，為規管用作
或擬用作燃料的氫氣的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及
使用提供法律基礎

將有關氫燃料車輛及維修工場的實務守則、加氫
站的實務守則，以及氫能裝置定量風險評估的應
用指引納入法律框架之中

2027年或之前，擬備適用於香港發展情況的氫
能標準認證模式

2027年或之前，於港九新界設有加氫基礎設施

研究與大灣區氫能供應網絡的協作

透過「粵港環保及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小組」，
在2024年開展技術交流及經驗分享等全方位對接

透過區域研討會及行業論壇，推廣氫能發展的商機

於2024年下半年啟動宣傳計劃，
透過不同途徑加強氫能的公眾宣傳教育

加強運用相關資源及基金，鼓勵學術界、
環保界和商業界攜手合作，推動新能源的廣泛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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