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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达到1.2亿千瓦左右。如此算下

来，到2030年，新兴储能装机规模将

达到6000万千瓦以上。

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新型储能

装机规模在300万千瓦左右。从2020

年的300万千瓦到2025年的3000万千

瓦以上，再到2030年6000万千瓦以

上，储能的装机规模不断扩张，市场

前景不言而喻。

现实是，当下的储能产业发展尚

不成熟，市场上独立的储能主体寥寥

无几。储能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将广

阔的市场前景变为“钱景”，还急需

找到稳定的盈利模式。

产业链：中上游在盈利
新型储能产业链围绕电池开展，

主要包括上游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

商，中游的电池、变流器、管理系

统、其他设备和系统集成商，以及下

游的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应用场

景。 

在这条产业链上，电池是核心。

电池和变流器在系统成本中占比最

高，超过60%，参与者主要是动力电

池制造商、光伏逆变器厂商和电力企

业。

动力电池制造商将动力电池的生

产制造、系统集成经验迁移到储能电

池；储能变流器与光伏逆变器需要的

零部件高度相似，光伏逆变器厂商也

具备生产储能变流器的能力；光伏企

业、电池企业和电力企业则运用专业

的知识和项目经验，将各个组件组合

就商业化而言，目前的新型储能

市场，“期望”与“现实”之间还存

在不小差距。   

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

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

向规模化发展转变，装机规模达 3000 

万千瓦以上。

根据中国“双碳”目标的分阶段

任务，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

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如果

按照15%的储能配备比例，2030年储

能装机规模有望达到1.8亿千瓦以上。

《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

2035）》也提出，到2030年，抽水

蓄能投产总规模较“十四五”再翻一

毋庸置疑，新型储能市场前景广阔，但眼下需要先找到生存的“钱

景”。

在场景中寻找“钱景”
文／本刊记者   张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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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迎来大幅上涨，中游企业也面临储

能电池成本上涨、盈利空间收窄的局

面，目前市场已传出多家电池厂商涨

价的消息。国泰君安对此分析，一方

面电池企业会通过长单模式进一步平

滑后续价格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龙

头电池企业或将通过直接涨价或者建

立终端售价与主要材料价格之间的联

动机制，来传导成本压力，电池企业

盈利能力后续有望逐步恢复。 

长期来看，一系列政策将帮助新

型储能实现市场化发展，这同时意味

着行业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一旦储

能电池实现规模化商用，电池厂商需

要在提高电池循环寿命、降低成本以

成适用于不同运行场景的集成系统。

从近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半年报中

可以看到，坊间调侃的“储能产业，

淘金的没挣到钱，卖铲子的倒先把钱

挣了”有一定的现实性，做电池、变

流器和系统集成的企业市场遍布海内

外，是储能产业链上赚到钱的一方。

根据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的统计， 

2020 年国内储能变流器供应商前十名

累计出货量 1.27吉瓦。比如，宁德时

代2021年上半年储能系统收入46.93亿

元，同比增长727.36%，毛利率高达

36.60%。

短期来看，受供需格局错配影

响，2021年以来部分锂电池材料价

受供需格局错配影响，2021

年以来部分锂电池材料价格

迎来大幅上涨，中游企业也

面临储能电池成本上涨、盈

利空间收窄的局面，目前市

场已传出多家电池厂商涨价

的消息。



38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封面策划Articles
Cover

工商业用户都对储能有需求，但这需

求究竟是靠自建还是靠租赁储能项目

来解决，还有个经济性的考量。

用户侧：商业模式明朗
与依靠补贴开启发展之路的电动

汽车产业不同，新型储能市场的发展

并没有依靠大规模补贴，一开始走的

就是以市场化为主的路子。

用户侧储能是最先发展起来的。

2018年之前，用户侧储能一直是我国

储能市场增长的领头羊。工商业用户

端的储能系统是我国用户侧储能的主

要应用形式，其盈利方式体现在峰谷

差价套利、减少基本电费、需求侧响

应补贴、降低增容费用。基于这样的

盈利方式，此前用户侧储能项目也主

要集中在江苏、广东等一些峰谷电价

差较高且工商业较为发达的省份。

峰谷差价套利是工商业用户端储

能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对于削峰填谷

这种容量性储能场景，通常需要比较

储能的度电成本和峰谷价差，以此来

衡量储能项目投资是否有经济性。

从2020年12月底制定了峰谷分

时电价的15个地区看，工商业及其他

峰谷价差平均值为0.51～0.55元/千瓦

时；中位值为0.48～0.52元/千瓦时，

其中北京是峰谷价差最大的地区，达

到0.99～1.00元/千瓦时，上海峰谷价

差夏季达到0.81～0.83 元/千瓦时。7

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峰谷价差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的电

化学储能度电成本约为0.51元/千瓦

时，与峰谷价差比较得出，用户侧储

及提升电池安全性方面下功夫，以保

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产业链：下游三大应用场景 
储能的功能大致体现在四个方

面：削峰填谷、电力辅助、容量支

撑、输电资产。具体到储能的终端应

用场景，可以从发电侧、电网侧和用

户侧三个方面来看。

在发电侧，储能的市场客户主要

是光伏电厂、风电厂以及火电厂。对

于“新能源+储能”组合，储能可以有

效平滑新能源场站出力波动，降低新

能源随机性和波动性对电网运行的影

响；对于“火电+储能”组合，储能也

可以分担火电机组的调频压力，提高

发电单元整体调节能力。

在电网侧，储能的市场客户是电

网企业。储能系统可以实现削峰填谷

以及调频、调压等功能，保证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也可以作为事故备

用电源，在突发电源或电网紧急事故

时，借助储能本身的能量储备进行紧

急功率支援和应急响应，提升电网安

全性和稳定性。

在用户侧，储能市场客户主要是

工商业用户和居民用户。工商业用户

可以通过储能实现峰谷价差套利，这

在客观上有利于缓解电力供需紧张，

降低电网峰谷差，提高电网灵活调节

能力；居民侧分布式能源和储能联合

运行，即便在配电网发生故障的情况

下，短时间内依然有可靠的电力供

给，从而有效降低电网故障导致的停

电影响。

从应用场景入手，电厂、电网和

对于削峰填谷这种容量性储

能场景，通常需要比较储能

的度电成本和峰谷价差，以

此来衡量储能项目投资是否

有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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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储能的度电成本。调峰指的

是更长时间跨度、更大功率范围内调

节发电量与用户负荷的匹配。在调

峰服务上，锂电储能的度电成本为

0.62～0.82元/千瓦时，是抽水蓄能的

3～4倍，经济性竞争力较弱。但抽水

储能受环境限制，若未来锂电储能成

本再降，其在调峰服务上的竞争力将

会有所提升。

有机构测算过发电侧储能和电网

侧储能的经济性，发现两者都已经初

步显现出经济性，有待储能系统成本

降低后，经济性会有明显突破。

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储能项目多

是采取“开发商投资+运营”的模式，

开发商负责项目投资建设运行和维

护，业主提供场地和电网接入，开发

商投资压力大，推进项目缓慢。且容

量电价机制、储能成本如何纳入输配

电价回收等问题尚未解决，市场各方

也在观望中。

8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

并网规模的通知》，鼓励发电企业自

建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允

许发电企业购买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

并网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新

能源发电厂和电网企业投资储能项目

的积极性，储能资产预计将从“政策

要求”向“具备盈利模式”转变。

其实，对新型储能商业化的探索

远不止这些，新型储能的多维应用能

否完全施展出来，关键还在于经济

性，这有赖于政策支持，也有待于电

力市场价格的进一步理顺。 

能的经济效应已经显现，但距离规模

应用的0.3～0.4元/千瓦时的度电成本

还有差距。

目前，多个省份已出台需求响应

补贴，鼓励储能设施等负荷量大的用

户和负荷集成商参与电力需求响应。

比如，江苏的补贴标准为出清价格设

置4元/千瓦时价格上限，填谷日前需求

响应执行1.2元/千瓦时年度固定补贴单

价，实时需求响应执行4元/千瓦时年度

固定补贴单价。未来，用户侧储能参与

需求响应的盈利性会更为凸显。

据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电力

设备及新能源组主管韩启明介绍，未

来在微电网、增量配电网、能源互联

网与多能互补相继试点推进中，用户

端储能商业模式将更加丰富。

源侧网侧：经济性待突破
新能源发电配备储能系统就是要

解决弃风弃光问题，促进可再生能源

的并网。电源侧储能的经济性就与上

网电价、储能系统的日放电量和年工

作天数有关。

而电网侧储能主要用于电力辅助

服务，以调峰和调频为主。

调频属于功率型储能场景，对应

比较的是储能的里程成本。调频指的是

当用电负荷发生小幅度波动时，会导致

发电机频率增加或减小，发电机组需要

通过调速器和AGC（自动发电控制）

调节发电频率，恢复到额定频率。根据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锂电储能在调频

服务上已经具备经济性，里程成本为

6.34～9.08元/兆瓦。

调峰属于容量型储能场景，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