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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简称“阳光电源”）入围了其

中的4个项目。

截至2021年9月，阳光电源已参

与包括光储、风储、风光储一体等多

个项目，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

于“螃蟹怎么吃”，阳光电源高级副

总裁顾亦磊认为，寻找降低成本的技

术，出台政策以激励模式创新非常关

键。同时，在“双碳”目标下，新型

储能值得关注。

专注技术  探索模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阳光电源是

专注于新能源逆变器自主研发与制造

的企业，但早在2006年，这家企业就

做了“吃螃蟹的人”，成为国内最早

涉足电网侧储能的企业之一。

此后数年，借助自身电力电子技

术的优势，阳光电源专注于锂电池储

能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面

向全球提供储能变流器、锂电池、能

量管理系统等储能核心设备以及储能

系统解决方案，产品覆盖储能产业全

生态链。

在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储

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1》中，阳光电

源的储能变流器、系统集成市场装机

规模均位列国内第一。

作为“双料冠军”，阳光电源在

开拓“新能源+储能”市场的过程中注

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成本，二是模

式。

做 储 能 很 像 吃 螃 蟹 —— 味 道 虽

好，但“拆解”困难。储能虽然对电

力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意义重大，但

成本、安全等顽疾始终存在。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业内专家

在2015年就呼吁“给风电、光伏配备

储能很有必要”，然而直到2019年，

这类储能项目才真正落地。

地方政策是项目最终落地的推动

力。2019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

就发布《关于开展发电侧光伏储能联

合运行项目试点的通知》，推动了南

疆四地州光伏储能联合运行试点项

目。在这次试点中，作为储能产品供

应商之一，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说“新能源+储能”是后疫情时代的新机遇，那么新型储能就是

储能企业的长期红利。

储能的“螃蟹”怎么吃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阳光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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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本方面，顾亦磊表示，应通

过技术创新、设计优化和规模化发展

不断降低储能系统的度电成本，降低

储能系统在光储发电系统的初始投资

成本和使用成本。

近几年，基于在海外的应用经

验，阳光电源一直在国内呼吁推广

1500伏储能系统技术路线。相比于

1000伏储能系统解决方案，1500伏

储能系统技术路线可降低度电成本

10%。

在模式方面，储能应用主要有三

大场景：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

其中，用户侧的商业模式最为清晰，

即可依靠峰谷价差实现套利。7月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

需要注意的是，“节约优先”被

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与当

前能源供需形势有关。众所周知，我

国已经借助加快新能源装机等手段，

推进供能侧“由黑转绿”，但在用能

端，粗放的使用模式始终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能源利用效率存在很大的提

升空间。

要培养公众节约用能的意识，势

必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想尽快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我们还可以从技术

入手，通过诸如新型储能等技术，加

强对能源的有效利用。

顾亦磊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

为，在“双碳”的大背景下，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储能是

必不可缺的环节，也是实现电力市场

化交易的保证措施，且市场的规模需

求极大。没有储能技术的协同，就无

法实现以上目标，所以，大力推进新

型储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作为新能源行业的参与者，阳光

电源一直关注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后所

面临的困局，并看中未来新型储能的

巨大价值。过去几年中，这家公司在

推进电化学储能的同时，也加快氢能

的布局。

除了企业的技术积累，新型储能

的发展前景如何，还取决于标准和机

制能否持续完善。顾亦磊认为，发展

新型储能要坚持宏观视野、系统性思

维，进一步规范储能行业管理，建设

更为健全的运行机制与电力市场机

制，包括建立健全新型储能技术应用

标准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制定新型

储能价格机制等。

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规定，上

年或当年预计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

过40%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原则上

不低于4:1；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

3:1，如按照此政策，全国近半省份具

备盈利空间。

但作为电源侧的“新能源+储能”

尚不具备类似的商业模式。顾亦磊认

为，需通过各方面政策的落地，完善

分时电价机制、共享储能等盈利模

式，积极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和

新兴商业模式，提升“新能源+储能”

项目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实现储能系

统分享电力系统的调频调峰等辅助服

务方面的收益。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出，

要健全“新能源+储能”项目激励机

制，其中提到了“系统调度运行安排

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的具体要求。

对于这条要求，顾亦磊认为，可

通过电力系统的调度方案优化，让储

能系统在电力系统中优先被调度，以

充分发挥出储能系统的灵活性特点，

发挥其快速调节的作用。

 

抓住机遇   捕捉红利
如果说，“新能源+储能”是后疫

情时代的新机遇，那么新型储能就是

储能企业的长期红利。

在10月24日正式发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

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

险”的工作原则。

阳光电源在开拓“新能源+

储能”市场的过程中最关注

两个问题：一是成本，二是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