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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风电、光伏等
产业的快速发展，新型储能需
求空间迅速打开，储能产业成
为无可争议的能源风口。在
11月9日举办的2023世界储
能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
备工业一司一级巡视员苗长兴
表示，储能产业是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重要连接点。

“热”起来的储能

其实，储能并不是一条全
新的赛道。

此前，抽水蓄能是储能市
场上的主流路线，但该技术建
设周期长、不利于生态环境且
地理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日益
增长的储能需求。

按 照 国 家 能 源 局 发 布
2022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
据，2022年，全国累计发电装
机容量约25.6亿千瓦，同比增
长7.8%。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约 3.7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11.2%；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9亿千瓦，同比增长28.1%。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对储
能产业加快发展提出了迫切要
求。”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苏波说。

“电力系统调控运营模式
由‘源随荷动’逐步转向‘源网荷
储智能互动’，运行特征向源网
荷储多元协同转变，储能成为新
型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书记、董事长温枢刚看来，
储能是新型电力系统一体化构
建的重要基础，与传统电力系统
相比，新型电力系统中新能源比
重大幅提升，电力系统的运行机
理和平衡机制面临重大转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
业内人士将2021年称为“储能
元年”，其原因是2021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
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到2025年实现累计装机30
吉瓦的发展目标；同年8月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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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超
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
规模初期按照功率15%的挂钩
比例（时长4小时以上，下同）
配建调峰能力，按照20%以上
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优先并
网。地方政策一般按照装机规
模的5%至20%比例，要求新能
源项目强制配储。

在政策刺激下，储能市场
开始爆发性增长。

政策红利在此后持续为储
能业发展保驾护航：202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连续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
发展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
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
度运用的通知》，对推动新型储
能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作出重要部署。上述《方案》更
是提出“市场主导、有序发展”
原则，明确了新型储能独立市
场地位，并提出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今年2月，国家能源局再
一次强调，要大力加强新型储
能行业宏观引导，促进产业规
模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
投入电力储能累计237.2吉瓦，
年增长率15%，其中抽水蓄能
占比 79.3%，新型储能占比
19.3%，而在新型储能版块里，
锂离子电池几乎“一统天下”，
占比高达 94.4%。这其中的

“新型储能”主要包括锂电储
能、压缩空气储能、钠离子电池
和氢储能等新的技术路线。

“我国新能源新增装机已
连续三年突破1亿千瓦，年发
电量突破1万亿千瓦时，新能
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升。对电
力系统的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各种类型储能的协同
发展，将在多个时间尺度内对
电量进行平衡，成为提高系统
对新能源消纳能力的重要一
环。”温枢刚说。

据悉，2022年，我国相关
企业达到3.8万家，其中，锂离
子电池领域形成了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一批龙头企业，培育
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
260家;2023年上半年，新能源
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
等“新三样”合计出口5336.6亿
元，同比增长达到61.6%。

“总体来看，储能产业技术
多元发展不断迭代，规模快速
扩大，应用市场不断拓展，产业
生态已初步形成。”苗长兴说。

多地发力布局储能业

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仍未
结束。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
长、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曹仁贤介绍称，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储能电池销量为57.6吉瓦
时，其中出口11.4吉瓦时，远高
于去年同期；9月储能电池出口
环比增长23.3%。今年上半年，
不含基站/数据中心备电类电
池，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储能
电池量超过75吉瓦时，是去年
同期的2倍多，出口比重超过
55%。作为“外贸新三样”之一，
今年1—8月锂电池出口额同比
增长约42%，中国企业主导全
球锂电池产业链的趋势，在储能
电池领域更为显著。

利好形势刺激之下，多省
份密集发布储能相关政策，对
配储、补贴、建设规范、商业运
行等方面持续优化调整。

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在
2023世界储能大会上介绍，近
年来福建省大力推动储能技术
研发，促进储能产业全产业链
发展。2022年，福建省锂电池
产 业 营 收 3386 亿 元 ，增 长
84.1%，已形成以宁德市、厦门

市为重点区域的锂电产业集群。
在2023世界储能大会上,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福建
省宁德市“中国新能源电池之
都”称号。宁德市委书记梁伟
新表示，在储能赛道上宁德市
抢抓机遇、率先开跑，储能电池
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40%，连
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

除福建省外，数据显示，今
年 8月，广东、浙江、江苏、山
东、河南、安徽、甘肃等21个省
份共发布546个储能相关备案
项目，累计超过 16.423 吉瓦/
47.993吉瓦时，建设项目主体
组成大多为“大国企+龙头上市
公司+当地企业”的结构。

根据广东省备案系统统
计，今年 7月，广东省共发布
117个储能相关备案项目，位居
全国第一，累计规模4641兆瓦/
兆瓦时，应用场景主要为用户侧
储能、独立储能、储能电池等。

安徽省出台了《关于强化
创新引领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力
争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
业营业收入超 5000 亿元；到
2027年，力争营业收入超7500
亿元，培育1—2家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领军企业，先进光伏和
新型储能产业成为安徽省重要
支柱产业。”

8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新疆电力市场独立储能参与
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暂行)》提
出，独立储能企业可作为独立
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

8月4日，河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支持重大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若干政策》的通
知，指出，对配套建设储能规模
在1000千瓦时以上储能设施
的，省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9月，浙江省经信厅发布
《浙江省推动新能源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2023—
2025 年)》，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储能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
元，储能电池产能达到100吉
瓦时；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300万千瓦。

机遇之下的挑战应对

“2023年以来，储能电池特
别是磷酸铁锂电池价格下跌幅
度超过30%。目前储能行业竞
争加剧，产业链产能过剩，产品
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突出，部分企
业出现停产、减产，大规模裁人
的现象。储能在资本市场失
宠，储能企业市值普遍大幅缩
小，部分上市公司利润下降。”
在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储能应用分会副秘书长陈永
翀看来，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储
能行业洗牌危机已然浮现。

“实际上，储能产业产品同
质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投资
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商业模式
缺乏统一标准和规范，安全问题
时有显现。”曹仁贤也坦言，目前
储能产业“内卷”现象严重。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储能
电芯的价格已下滑至成本线附
近，产能扩张出现明显放缓迹
象，电池生产商和储能集成商
已消化了大部分库存。在储能
行业汹涌大潮里，新企业不断
涌入，被淘汰者也比比皆是，据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平均每天约
有4家储能企业离场。

多位储能企业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刚准
备迎来蓬勃发展，却不料第一
轮洗牌已经开始，从业者首先
要思考企业如何活下去。“明年
会有一大批储能企业消失，我
们强烈呼吁行业同仁理性竞
争，价格不要卷得太厉害，这对
整个行业都是不利的。”

“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现代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
统当中，储能产业究竟发挥什
么作用，涉及到它的定位问
题。只有进一步明确储能的发
展定位，尤其是它的核心需求，
探索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很
多人规划设计的万亿元赛道才
能真正落地照进现实。”工业和
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刘法旺说。

曹仁贤认为，储能产业在
坚持创新发展的同时，也须加
强产业融合和产业链协同，包
括上下游的合作、跨界的融
合。同时，应推动制造全过程
的绿色发展，积极探索智能化、
数字化技术，提高能源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

“建议冷静长远开展储能
产业布局，在政策层面加强引导
和流程规范，加快技术创新，推
进电力体制改革。”陈永翀说。

A9-A10
周刊■2023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冀庆泽

周刊

储能产业快速发展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产业生态初步形成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94329432米米！！亚洲最深井获油气突破亚洲最深井获油气突破

近日，部署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国石化“深

地一号”跃进3-3XC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

日产原油200吨，天然气5万立方米。该井完

钻井深达9432米，刷新亚洲陆上最深井纪

录。该井的成功钻探再次证明中国深地系列

技术已跨入世界前列，为进军万米超深层提

供重要技术和装备储备，对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吴 昉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