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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瓦，若按10%、2小时配置储能，储

能容量将达12.78吉瓦/25.56吉瓦时。

在国内市场，新疆、青海、湖南、

江苏、山东、山西等省区结合各自需

求，正在进行共享储能、“背靠背”租

赁等新型商业模式探索。江苏等地正在

开展包含分布式储能在内的需求侧资源

参与调峰试点运行，为未来虚拟电厂参

与电力市场交易提供基础。

在国际市场，全球规划在建及投运

的百兆瓦储能项目大幅增加，300兆瓦

/450兆瓦时澳大利亚大电池项目投运，

华为成功签约全球最大储能项目—沙

特红海新城1300兆瓦时储能项目。这

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储能项目已经进入

规模化部署的新阶段。

2022年，在碳中和目标的推动

下，储能行业有望持续“加速跑”——

多元技术快速发力，大规模项目持续落

地，行业将迎来更多的良机。

应用：“储能+”是最大看点
2021年，我国储能装机容量大幅

增加。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

计，2021年上半年，国内新增新型储

能建设项目257个，储能容量为11.8吉

瓦，分别是2020年年同期的1.6倍和

9倍，百兆瓦以上规模的项目个数是

2020年年同期的8.5倍；百兆瓦级的大

型项目陆续开工，吉瓦级的巨型项目也

被列入开发日程。预计2022年投运项

目将大幅增加。

2022年，储能应用场景会更加多

元化，“储能+”将有诸多看点。

各省结合自身情况，展开集中式共

享储能电站的尝试。以青海为例，2019

从发展历程看，储能最先在分布式

能源领域实现了批量应用，之后火电联

合储能调频开始了商业化探索。2018

年，电网侧储能掀起一波发展小高潮，

2020年开始的“储能+新能源”则将储

能正式带入了规模化发展阶段。进入

2021年，在“双碳”目标加持下，储

能的整体发展远远超出了业界预期。

从政策层面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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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的通知》两个文件的指导下，各

个层面的支持政策不断出台。

从应用端来看，“储能+新能源”

快速增长，2021年已有21个省份发布

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方案，14个省

份还明确了2021年年度规模指标，其

中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127.8

在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储能在2022年有望持续“加速跑”——多

元技术快速发力、大规模项目持续落地、行业将迎来更多的良机。

储能的下一程怎么跑？
文／陈海生   岳芬

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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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后给电力系统带来的安全问题，也

会发挥储能的价值。在2021年9月国家

能源局发布的新版“两个细则”中，电

力辅助服务品种的增加以及按效果付费

的设计思路将有效激发市场的活力，促

进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资本市场对储能的关注会继续升

温。2021年，越来越多的储能企业成

功融资并顺利上市，2022年还将有更

多的储能企业融资并上市。

随着电力现货市场的启动，各地推

出了新型商业模式。从山东市场来看，

其未来需要解决中午时段的调峰问题，

因此，可在考虑其他灵活性手段之后，

年6月，青海省内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启

动，至当年11月底，通过共享储能，新

能源累计增发电量8990万千瓦时，储能

企业获得补偿费用合计5004万元，实

现了新能源企业、储能企业共赢。

除了青海，多个省份也已经在建或

备案多个共享储能电站，据公开信息，

截至2021年8月底，共33个共享储能项

目已启动备案流程。

随着电价机制的完善，整县屋顶

光伏的开发，以工商业配套储能为主的

分布式储能迎来发展机遇。绿色数据中

心和5G基站建设也会释放对储能的需

求。此外，解决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

位于青海的10兆瓦/5.5兆瓦时多能互补暨调
频调峰项目。

>>



48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破。

宁德时代利用全生命周期阳极补锂

技术开发了满足12000次循环的储能专

用磷酸铁锂电池；比亚迪推出“刀片”

电池进一步提升单体电池的容量；中科

院工程热物理所的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

储能国家示范项目顺利并网，目前正在

开展更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关键技术攻

关。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和液流电池

也在不断发展中。

国外对长时储能颇为重视。

不久前，BP、比尔·盖茨、西门

子等公司和个人组成长时储能理事会。

该理事会发布的第一份报告显示，长时

储能的部署势头日益强劲，在过去五年

中，长时储能技术公司的投资约为30亿

美元，预计到2025年，全球部署长时储

能的容量将达到25～35吉瓦/太瓦时，

投资约为500亿美元。到2040年，全球

可部署85～140太瓦时的长时储能项目

（>8小时），使电网实现净零排放，这

需要1.5万亿～3万亿美元的投资。

国内也开始关注长时储能。

随着极端恶劣天气的频繁出现，单

一依靠短时储能的系统可能无法满足高

比例新能源的接入。据了解，2020年

冬季，我国西北地区在一次冷空气间歇

期中，风电低出力达到120小时，光伏

的冬季低出力持续时间则更长。光伏、

风电的间歇性可以通过锂电池储能系统

等“短时”储能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

管理，但电池储能系统却难以满足更长

时间的电力需求，长时储能系统在新型

电力系统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能源局首台套示范项

目等均布局了长时储能示范项目，比如

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水体储热、

热化学储热等。

机制：充分发挥储能的多重价值
影响储能行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

目前来看，关键因素有以下几个。

一是各类主流储能技术仍处在不

断发展迭代中，性能提升、成本下降

仍有很大的空间。部分技术受原材料的

影响，甚至会出现价格上浮波动。例如

2021年下半年以来，受电池原材料价

格上涨以及下游需求拉升，锂电池电芯

价格出现上涨。

二是尚未建立合理的储能价格机

制。储能是一种灵活的调节资源，不

同类型的储能技术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

的电力需求，可以执行调峰、调频、爬

坡、惯量支撑、黑启动、削峰填谷等功

能，但就目前储能规划和电力机制来

看，储能的多重价值并没得到充分发

挥。

三是应尽快建立能够反映电力商

品属性和质量属性的电价机制或现货市

场价格机制。在中国现货市场建设过程

中，应考虑设计存在时序和地点特性差

别的电价机制，一方面引导用户用电行

为与发电情况相匹配，另一方面通过发

现价格反映储能等灵活性资源的市场价

值。

此外，储能系统的安全也是行业面

临的一大挑战。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不完

全统计，2011年1月至2021年9月，全

球共发生50余起储能安全事故。要解决

当下的储能安全问题，必须在安全规范

测算出储能的需求，并对该省首批示范

储能电站给予容量租赁、辅助服务、优

先发电权交易三个方面的激励政策，进

而塑造出可行的商业模式。

随着一次调频、短时备用等新型辅

助服务品种的出现，未来“储能+新能

源”有望在现有收益来源的基础上进一

步丰富和多元化，从而促进商业模式的

持续创新。

在国际层面，全球的大规模储能项

目将持续推进。

各国碳中和计划或可再生能源发

展目标，推动了“储能+新能源”的发

展。英国国家电网测算，在2048年实

现净零目标的前提下，2050年累计投

运储能规模需达到40吉瓦；美国对于

充电来源自光伏的储能实行联邦投资税

收抵免（ITC）政策，将设备成本降低

约30%。根据EIA的预测，2021～2023

年，美国“储能+新能源”的比例将从

30%提升到60%；以色列、南非、爱尔

兰、乌克兰等国都规划了“储能+新能

源”的项目，成为值得关注的新兴市

场。

用户侧储能是另一个潜力巨大的市

场。在澳大利亚，理想场景下2040年

家用储能装机容量将达35吉瓦；欧洲家

用储能市场同样值得关注，欧洲光伏产

业协会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年度市场

调查报告中预测，欧洲住宅储能市场将

呈上升趋势，到2025年，欧洲部署的

住宅电池储能系统总容量将达到12.8吉

瓦时。

技术：长时储能值得关注
2021年，储能核心技术在不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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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落实储能安全主体责任，自

上而下地开展储能电池系统级别的火灾

防控及处置研究，形成可被市场接受的

安全应用方案，出台相关安全标准和规

范，有效降低系统应用安全风险并确保

环保可靠。

最后是建立储能技术应用的标准体

系。

为保证项目高质量可靠应用，

应在各应用领域建立储能技术标准体

系，避免低价低质量竞争干扰市场正

常秩序的情况出现，依照应用效果设

计付费补偿机制。

价格机制，根据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的需要，适时考虑增加新

的辅助服务品种，建立储能服务的成本

疏导机制，针对提供保障电网安全的储

能资产进行系统性成本与效益评估，并

依据评估结果考虑是否将其纳入输配电

价。

其次是推动储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

发展，合理规划储能配置规模和价值评

估体系。

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架构下，应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

规划各地储能配置规模与比例，搭建储

能价值评估体系，规范储能参与电力系

统调用规则，确保投运储能项目的高效

利用，避免储能资源的无效配置。

再次是明确储能安全主体责任。

方面多下功夫，以“事前预防为主，安

全监控为辅”的原则，规范储能电站全

生命周期的管理。2021年7月，中关村

储能产业技术联盟联合12家领军企业共

同签署了《关于推进储能产业安全、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行业自律公约》，希

望为行业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作

用。

针对上述影响因素，相关部门需要

从政策、机制等方面入手，让储能行业

更好地优化“体能”，减少下一程中的

阻碍。

首先是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储能价值

的市场化机制。

应尽快落实储能在电力市场交易中

的主体身份相关实施细则，建立能够反

映电力稀缺属性的电价机制或现货市场

（作者陈海生系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

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研

究员；岳芬系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副

秘书长）

2021年出台的与储能相关的主要政策及作用

● 明确了“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储能发展的方向。

● 部署了储能在技术发展、各领域应用的主要任务。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顶层设计

类型 政策 作用

管理政策

市场政策

应用政策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

《“十四五”新型储能实施方案》

《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

《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

《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

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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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范了储能全流程管理要求，明确“无歧视”并网。

● 对国家各相关管理部门的安全职责进行了梳理和划分，明确各环

节消防安全的管理与责任。

● 拓展了并网运行管理和辅助服务新主体，增加了电力辅助服务新

品种。

● 完善了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新机制，有效激发市场的活力，促进新

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 完善分时电价政策，拉大峰谷价差，为用户侧储能释放盈利空间。

● 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可再生能源配建储能的比例，由发电企业通

过市场化方式配置调峰和储能资源，相当于在过渡阶段建立一个调节

资源的市场。

● 创造新型储能技术、市场、政策多轮驱动良好局面。

● 首次将新型储能作为落实市场化并网的条件之一。

资料来源：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