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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力发展新型储能项目我国大力发展新型储能项目

甘肃阿克塞甘肃阿克塞：：
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

近日，在位于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

自治县的汇东新能源75万千瓦光热+项目

建设现场，工人们克服恶劣的风沙天气，

抢抓时间进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据悉，阿克塞汇东新能源项目是国

内首批“光热+光伏”试点项目。该项目

总装机容量750兆瓦，包括110兆瓦光热

发电和640兆瓦光伏发电。图为汇东新

能源75万千瓦光热+项目建设现场。

人民图片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
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
累计装机规模达3530万千瓦/
7768 万千瓦时，较 2023 年末
增长超过12%，较2023年一季
度末增长超过210%。”国家能
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
司长边广琦在国家能源局日前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
家能源局高度重视新型储能发
展工作，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试
点示范、强化新型储能调度运
用等措施，促进新型储能多元
化高质量发展。

新型储能作为实现工商业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
撑，在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下，
进入快速发展期。

试点示范初见成效

2024年，新型储能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新
型电力系统的压舱石，正随着
新能源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而变
得愈发重要。

边广琦介绍，在投运项目
中，从装机规模看，新型储能电
站逐步呈现集中式、大型化趋
势，不足1万千瓦的项目装机占
全部装机6.7%，1万—10万千瓦
的项目装机占比38.5%，10万千
瓦以上的项目装机占比54.8%。

从储能时长看，全国新型
储能项目平均储能时长2.2小
时，储能时长不足2小时的项目
装机占全部装机12.9%，2—4小
时的项目装机占比74.6%，4小
时以上的项目装机占比12.5%。

从地区分布看，西北地区
风光资源丰富，已成为全国新
型储能发展最快的地区，西北

地区已投运新型储能装机
1030 万千瓦，占全国 29.2%，
华北地区已投运新型储能装
机占全国 25.3%、华中地区已
投运新型储能装机占全国
17.5%、南方地区已投运新型
储能装机占全国 15.2%、华东
地区已投运新型储能装机占
全国 12.3%、东北地区已投运
新型储能装机占全国0.5%。

此外，储能技术创新不断
突破，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初见
成效。

边广琦介绍，2024 年初，
国家能源局以公告形式正式发
布56个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
目名单，涵盖目前工程应用的
主要技术路线，其中包括17个
锂离子电池、11个压缩空气储
能、8个液流电池、8个混合储
能、3个重力储能、3个飞轮储
能、2个钠离子电池、2个二氧
化碳储能、1个铅炭电池、1个
液态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名单
发布以来，相关工作稳步推进，
部分示范项目顺利并网运行，
有力推动新技术应用实施。

“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电
力系统对调节能力提出更大需
求。为了提升新型储能利用
率，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国
家能源局坚持‘问题导向，系统
观念’，细化政策措施，印发了
《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
度运用的通知》，旨在规范新型
储能并网接入，推动新型储能
高效调度运用，对电网企业、电
力调度机构、新型储能项目单
位提出了具体要求。”边广琦说。

增长背后竞争激烈

近年来，储能成为新能源
产业链条上最受关注的风口之

一，不少尚未涉足新能源领域
的企业争相涌入，据天眼查数
据显示，目前，储能领域超过
10万家企业，一年内新注册储
能相关企业数量高达数万家，
包括食品、白酒、房地产、玩具、
陶瓷在内的上市企业也纷纷跨
界储能。

除了在政策上得到支持
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跌让储
能的投资成本进一步下降，也
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据悉，在北京、湖北、内蒙
古等储能设备制造基地，生产
线都处于繁忙状态，预计将持
续到二季度，其中大型储能电
站订单占比较大，超过80%；工
商业订单增长较快，一季度同
比增长超200%；从头部储能企
业看，普遍呈现减价增量态势，
订单饱满。

有业内人士分析，2024年
新型储能新增装机有望达到
30吉瓦—40吉瓦，总装机规模
将再翻一番，其中源网侧储能
仍将占据主体地位；由于经济
性大幅提升，工商业储能将迎
来爆发期。

然而，市场过于追捧的结
果是储能产品同质化严重，行
业内部竞争加剧。

此前在第十二届储能国际
峰会暨展览会上，一些业内人
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
于储能系统技术门槛不高，不
少跨界企业技术沉淀不足，产
品定位模糊、渠道资源缺乏，加
上储能设备建而不用，投资方
追求低价配储以降低成本，这
给雷同产品带来生长的土壤。

产品同质化的另一个原
因，则是企业在研发制造过程
中仅从供给侧角度考量硬件的
简单堆叠，缺乏全链条的数据

闭环管理。在海博思创董事长
张剑辉看来，设备厂家缺乏现
场运行数据的有效反馈，投资
和运营商则缺乏前端系统的建
模。设备研发和制造是一个开
环系统，数据之间完全割裂。

当市场上拥有过多同质化
产品后，价格战将不可避免。

据统计，过去一年里，储能
电芯价格下降过半，从0.9元/
瓦时降至0.4元/瓦时以下，储
能系统平均价格从1.3元/瓦时
降至约0.7元/瓦时，已跌破部
分企业产品成本线，且价格还
在继续下行。

另据《中国能源报》针对
2023年储能上市企业年度业绩
报告分析，虽然部分企业产能
出现高增长，但营收、利润双降，
或增收不增利呈普遍情况。这
也与储能系统、储能电池价格
快速下降趋势相一致。

新型储能仍是蓝海

尽管新型储能市场价格在
不断降低，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储能行业仍是“蓝海”。“储能一
定是长跑，就像马拉松一样，现
在才刚开始。”远景集团高级副
总裁、远景储能总裁田庆军说。

“新型储能技术面临的关
键瓶颈问题主要包括储能的效
率、成本、寿命以及安全性等。
此外，大规模储能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经济学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
表示，针对这些问题，目前正在
尝试解决的一些科研成果或技
术创新包括：研发更高效的电
池、研究新型的物理储能技术，
如液流电池、固态电池等，以及
开发更安全的储能系统等。

“十四五”以来，新型储能

技术快速发展，各类技术路线
的储能功率、时长、响应速度等
特性各不相同，均存在各自的
应用场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新型储能新技术不断取得
突破，300兆瓦等级压缩空气
储能主机设备、全国产化液流
电池隔膜、单体兆瓦级飞轮储
能系统等实现突破，助力我国
储能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进一步促进新型储能技术
产业进步，我局组织开展了新
型储能试点示范工作。项目遴
选过程中始终坚持多元化技术
路线，锂离子电池储能项目数
量占全部项目30%，其他各类
技术路线和混合储能项目数量
占比70%。”边广琦说。

除了技术路径创新外，在
业内看来，加快推动新型储能
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正逢其时。

“新型储能预计未来会成
为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或重要
主体。”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海生认
为，电力系统现在基本上是“源
—网—荷”三个主体，后续会增
加“储”，变为“源—网—荷—
储”四个主体，新型储能将占到
整个电力系统经济体量的10%
—15%，为万亿元级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可再生能源储能是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

今年4月，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
运用的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
并网管理、完善调度机制、明确
技术要求，推动新型储能更好发
挥系统性调节作用，为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坚实支撑。

新型储能将如何发展？边
广琦介绍说：“下一步，国家能
源局将会同有关单位做好示范
项目跟踪，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示
范带动效应，并对有关单位提出
具体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要加强试点示范项目管理，持
续跟踪项目建设进度，严控施工
质量，保障示范项目安全有序
实施。加大示范项目专项政策
研究与支持力度，协调解决项
目面临的问题，及时总结示范
项目取得的先进经验，确保试
点示范工作取得预期效果。示
范项目单位要加大资金投入保
障，确保示范项目按期投产，同
时要严格按照申报方案实施，
遵守新型储能项目管理相关制
度，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强系
统运行维护，及时编写示范项
目验收报告，并定期通过全国
新型储能大数据平台报送项目
建设运行等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