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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9.9%和61.7%。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8.6万辆和98.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7.9%和50.8%；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为28.3万辆和27.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18%；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均完

成1527辆。2011-2018年中国各类别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情况（万辆） 

    氢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锂电池汽车的短板：1）锂电池目前单体能量密度最高可以达

到300Wh/kg，但是成组后能量密度损失在20%~40%之间。氢气能量密度远高于锂电池，其提

供的续航里程可以实现汽车长途运行；2）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加氢站加氢仅需要3~5分钟，与

燃油车补充能源时间相仿。而在目前技术水平下，锂电池汽车补充能源至少需要1个小时。当

然加氢站依然需要大规模普及；3）安全性方面，由于氢气密度极小，泄露后会以极快的速度

进行扩散，达不到爆炸浓度，因此即使发生氢气泄露点燃的情况，氢气也是呈现燃烧而非爆

炸的状态。锂电池汽车在发生碰撞后，极片短路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引燃电池材料，导致汽车

火焰难以扑灭。

    由于燃料电池汽车对锂电池汽车在部分领域优秀的替代性，我国政府也加大对氢燃料电池

汽车的推广力度，2019年燃料电池产量仅1619辆，且全部为商用车，2017年燃料电池乘用车仅

有上汽集团销售一款荣威950，用于出租租赁。与锂电池&ldquo;十城千辆&rdquo;的推广方式

相似，氢燃料电池汽车也由商用车起步，积累新能源汽车运营经验，再不断配套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降低动力系统成本，实现乘用车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完成汽车能源结构转型。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研究与市场全景评估报

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氢燃料电池汽车整体运

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氢燃料电池汽

车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氢燃料电池汽车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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