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1 年 4 月 26 日

新能源·政策8 □ 主编：董欣 □ 版式：李立民
□ 电话：010-65369452 □ 邮箱：dongxin0271@yeah.net

三三问问用用户户侧侧储储能能
■■本报记者 韩逸飞

地方政策

在用户侧储能方面，《征求
意见稿》表示，要积极支持用户
侧储能多元化发展。 鼓励围绕
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大数据
中心、5G 基站、充电设施、工业
园区等其他终端用户， 探索储
能融合发展新场景。 鼓励聚合
利用不间断电源、电动汽车、用
户侧储能等分散式储能设施 ，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 结合体制机制综合创
新，探索智慧能源、虚拟电厂等

多种商业模式。
“用户侧储能的配置有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就是电价峰谷差，
这是最基本的决定性因素。 ”方壮
志表示，目前，我国各地电价峰谷
差高低不一，“例如江苏等省份，
峰谷差可以达到 0.73 元/千瓦时，
这样的地域用户侧储能就有很好
的市场空间。 但有些地方可能只
有 0.4 元/千瓦时左右， 这时用户
侧储能的配置可能经济性就大不
如前。 ”

“当然，如果后续某些大用户
的储能容量达到一定规模， 也是
可以接入电网调度系统参与辅助
服务， 这就可以派生出另一部分
收益。 ”方壮志强调，随着电力现
货交易的完善， 用户储能的市场
机遇将不断扩展。 “目前，电力现
货交易只是中长期交易的补充和
点缀，如果现货交易真正来临，用
户侧储能设施可以按照交易策略
进行充放电， 那将是非常强大的
用户侧资源。 ”

在储能设施的建设形式上，
《征求意见稿》特别强调，要鼓励
探索建设共享储能。

对此，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
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秘书长刘
勇指出， 电源侧建设共享储能可
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不见得每一个电站都需要配置
储能， 如果几个可再生能源电站
配置一个储能设施， 不仅储能电
站规模可以得到提升， 利用率增
加，经济性也会更加凸显。 ”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方壮志透露，现在很多省
份都出台了鼓励新能源发电侧
配置储能的政策，在具体实施的
过程中，如果新能源发电企业租
用了共享储能设施中的部分容
量，也会将其认定为发电侧配套
建设了储能。 “这样企业既实现
了配置储能的政策要求，同时也
免去了备案、立项、建设等一系
列繁杂的工作。 ”除向可再生能
源电站出租储能容量的盈利模

式外，方壮志指出，与单独分散
配置的小规模储能相比，共享储
能还可整体接入电网调度系统
进而获得收益。

在参与辅助服务方面，《征
求意见稿》也强调，要明确新型
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 因地
制宜建立完善“按效果付费”的
电力辅助服务补偿机制， 深化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鼓励
储能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辅
助服务市场。

4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提出，目标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
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
变，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00 万千瓦以上。 到 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
化发展。

1028 家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共有 3.76 万家锂电池相关
企业， 广东省以 1.64 万家企
业高居第一，江苏、山东分列
二三名。 2020 年，锂电池相关
企业注册量为 5821 家， 同比
下降 25.2%，今年一季度新注
册 1028 家，同比下降 3.11%。
此外，全行业 40%的企业注册
资本高于 500 万。

从 近 十 年 来 锂 电 池 相
关 企 业 年 注 册 量 变 化 来
看 ，企 查 查 数 据 显 示 ，2018
年 之 前 均 处 于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2018 年 达 到 最 高 的
8248 家 ，2018-2020 年呈逐
年 下 降 趋 势 ，2020 年 全 年
新注册企业 5821 家 ， 同比
下降 25 .2% 。

今年一季度新注册锂电
池相关企业 1028 家 ，同比下
降 3.11%。 其中 1 月份注册
量 为 326 家 ， 同 比 下 降
18.7% ，2 月份注册量为 160
家， 同比增长 36.8%，3 月份
注册量为 542 家 ， 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

广东以 1.64 万家高居全
国首位，全行业四成企业注册
资本高于 500 万。从地区分布
来看，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
广东省以 1.64 万家锂电池相
关企业数量高居全国第一，江
苏、山东分别以 4339 家、1917
家企业位列二三名。 此外，安
徽、河南、浙江、湖南等省份同
样跻身前十。

从注册资本来看 ，企查
查数据显示 ，共有 25%的锂
电 池 相 关 企 业 注 册 资 本 低
于 100 万 ，100-500 万 之 间
的企业占比 35% ，而注册资
本 高 于 500 万 的 企 业 占 比
达到 40%。 （吴怿 ）

鼓励建设共享储能

支持用户侧多元配储

4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支
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发展。 鼓励围绕分布式
新能源、微电网、大数据中心、5G 基站、充电
设施、工业园区等其他终端用户，探索储能融
合发展新场景。

有专家认为，“在电力市场机制完善之
前，储能市场一定是属于用电侧的”，但众望
所归的用户侧储能却并未迎来蓬勃发展。

《征求意见稿》指出，要
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项目
建设。 结合系统实际需求，
布局一批配置储能的系统
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通
过储能协同优化运行保障
新能源高效消纳利用，为电
力系统提供容量支撑及一
定调峰能力。

对于相应的激励机制，
《征求意见稿》指出，对于配
套建设新型储能的新能源
发电项目，动态评估其系统
价值和技术水平，可在竞争
性配置、项目核准（备案）、
并网时序、系统调度运行安
排、保障利用小时数、电力
辅助服务补偿考核等方面
给予适当倾斜。

实际上， 自 2020 年来，
已有多个省份陆续提出新能
源配储能的要求， 地方对储
能的态度也从“鼓励”“建议”
转向“优先”和“要求”，2021
年延续了这种态势， 已有十
余省份出台相关政策。 对
于业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性问
题， 集邦分析师陈旺表示：
“对于光伏、 风电机组来说，
配置储能可能会降低一定的
内部收益率， 但随着储能系
统成本不断下降， 项目投资
回报的周期会相应缩短。 同
时，让储能参与调峰、调频获
得服务补偿费， 以及在碳交
易市场建设完善后出售碳排
放指标获得收益， 均能够提
升项目的整体收益率。 ”

国国家家发发改改委委、、国国家家能能源源局局就就新新型型储储能能发发展展征征求求意意见见，，以以实实现现从从商商业业化化初初期期向向规规模模化化发发展展转转变变——————

33000000 万万千千瓦瓦储储能能目目标标如如何何实实现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董董梓梓童童

健全发电侧配储激励机制

安徽:
推进千万千瓦级
绿色储能基地建设

4 月 21 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
布了《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的通知》，提出推进能源革命，优
化能源结构， 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
系，扩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提供安
全可靠能源保障。重点研发可控核聚
变，制氢、储氢及运输，小分子催化，
煤炭清洁利用，智能电力电网、分布
式能源等技术。加快突破风光水储互
补、先进燃料电池等技术瓶颈。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文件指出，要
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建设并举， 有力
有序推进风电和光伏发展。 完善抽水
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制， 发挥抽水蓄
能资源优势， 推进长三角千万千瓦级
绿色储能基地建设。 多元高效利用生
物质能。积极推进太阳能、地热能、空气
能等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提升电力系
统调节能力， 探索推动电化学等储能
应用，提高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进
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

江苏:
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
建筑能源比例达到8%

4 月 20 日， 江苏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发布《关于推进碳达峰目标下绿
色城乡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
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深化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 推动太阳能光热、
光电、浅层地热能、空气能、生物质能
等新能源的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光伏
瓦、光伏幕墙等建材型光伏技术在城
镇建筑中一体化应用。

深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深入
挖掘建筑本体、周边区域的可再生能
源应用潜力，推动太阳能光热、光电、
浅层地热能、空气能、生物质能等新
能源的综合利用， 大力发展光伏瓦、
光伏幕墙等建材型光伏技术在城镇
建筑中一体化应用。积极推广热泵分
散供暖， 提高建筑电气化应用水平。
到 2025 年， 全省新增太阳能光电建
筑一体化应用装机容量达 500MW，
新增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面积 5000
万平方米，新增地热能建筑应用面积
300 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
建筑能源比例达到 8%。

电力市场化建设逐步完善将给用户
侧储能带来一些投资性的需求，比如价差
受益、需求响应受益、调频受益、需量优化
收益等，但收益难以量化，对此用户侧储
能该如何应对？

刘宝提出，想要量化收益，最重要的
是明确用户侧储能的市场地位，完善电力
辅助服务市场机制，推进电力价格市场化
改革，提升用户侧储能的收益水平。 “还要
持续提升储能技术水平，降低成本，提升
安全性。 通过持续性的技术研发，全方位

提升储能系统技术水平和集成效率，提升
储能系统的能量密度、 循环寿命和安全
性。 同时，通过储能系统设计和提升运维
水平，减少故障率，提高用户侧储能的利
用率，从而降低储能综合成本，并提升安
全性。 ”

“另外， 持续完善用户侧储能参与电
力市场化交易的能力，提高储能系统的利
用率。 积极储备大量用户负荷数据，结合
未来电力市场化建设进程和电价政策变
化，优化配置区域储能系统，提供需求侧

响应服务、调频、提高电能质量等辅助服
务，降低用户综合电费，提高用户侧储能
利用率。 ”刘宝认为，只有三管齐下，才能
让用户侧储能收益最大量化。

黎朝晖认为， 国内用户侧储能想要
实现满意的收益， 需要储能系统能够有
效降低综合用电费用。 “这样工商业用户
就有配置储能的潜在动机， 随着储能成
本的不断降低以及电价机制的逐步完
善， 国内工商业储能的经济性有望逐渐
显现。 ”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家电的普及
率提高， 过去的电力线路尤其是老旧城
区的变压器和线路已濒临满载状态，老
旧城区地段较好，电力线路扩容成本高，
用户侧储能价值可以发挥的市场空间有
多大？

黎朝晖表示，电池储能技术在电力系
统的应用总体可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
电源侧储能、主网侧储能、配网侧储能、用
户侧储能。他认为，“用户侧储能主要功能
在于解决终端用户低电压、台区重过载等

问题，将直接提升用户的用电感受，并向
上兼容前端局部网架卡脖子导致供电能
力受限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高峰期细
导线、小配变、小主变等卡脖子设备过流
烧毁的风险。 ”

黎朝晖认为，用户侧储能主要是解决
“电网有电， 但各级网架存在卡脖子设备
导致高峰期电能无法安全输送到用户”的
矛盾，是构建能源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但并未得到重视。

刘宝指出，用户侧储能可以实现容

量电费管理，解决老旧小区的电力线路
扩容问题，以及电动汽车充电介入给电
网带来冲击的问题， 延缓配电网升级，
同时可以实现削峰填谷， 降低电量电
费。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老旧城区电力
改造的问题越发突出，用户侧储能的价
值有望得到充分发挥， 收益多样化，经
济性较好，未来市场空间较大。 但同时，
也需加速完善行业安全标准和电力市
场化机制，保障用户侧储能的安全性和
经济性。 ”

用户侧储能曾被业内视为最有潜力的储
能发展领域，但受制于种种因素，其装机量迟
迟未迎来爆发。

梧桐树资本新能源新材料投资总监刘宝
认为， 当前限制用户侧储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有三。 首先，用户侧储能收入来源十分单一，
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目前储能的市场主体地
位没有明确，没有参与到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峰谷电价差， 收益难以得
到保障。而 2019 年以来工商业电价累计下降
超 20%，峰谷价差空间缩小，进一步收窄用户
侧储能的盈利空间，延长其投资回报周期。 ”
其次，用户侧储能单个项目规模较小，客户所
处行业分散且需求差异大，应用环境复杂，导
致项目可复制性较差，推广速度较慢。 最后，
刘宝指出，“储能行业标准缺失， 安全性问题
突出。储能安全标准严重缺失，建设监管和安
全制度没有标准指引，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储
能的安全性事故时有发生， 所造成的社会影
响和危害程度较大， 限制了用户侧储能大规
模应用。 ”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微网储能事业部总经
理黎朝晖认为，现阶段，国内用户侧储能的发
展空间主要在工商业环节。“工商业用户是我
国电力的主要消费者， 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等
多方面的原因， 用户侧储能投资的年化收益
率非常低，企业投资得不偿失。 ”

该如何量化收益？

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是什么制约了发展？

大数据
产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