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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市场空前火热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山山东东烟烟台台：：全全电电推推进进大大型型溢溢油油回回收收船船入入列列

便携式储能需求剧增 中国产品位居头部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近年来，户外电源作为一种清洁高
效的新型科技设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大众视野中。户外电源又被称为便携式
储能电源，其轻巧的体型适于作为户外
临时电源使用，用以代替笨重并有噪音
和污染的小型柴油发电机。

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的统计，便携式储能目前正处于高速
发展期，2017 年至 2021 年，全球便携式
储能出货量由 10.1 万台上涨至 483.8
万台，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63.1%。 便携
式储能的市场增长同样惊人， 由 2017
年的 1.2 亿元上涨至 2021 年的 111.3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10.3%。 预计
到 2026 年， 便携式储能出货量将达到
3110 万台， 其市场规模也会增长至
882.3 亿元。

■■■■ 新变化促成高增长

作为常年占据全球便携式储能产
业营收 10%的头部企业，深圳市正浩创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市场负责
人王芳表示，产业高速成长的原因主要
在于两点新变化。一是移动储能技术的
逐步成熟， 以及锂电池价格的逐步亲
民，让户外电源产品更加易用并更有性
价比；二是户外电源的出现唤起了更多
移动电力需求。

在供给侧方面， 据王芳向记者介
绍：“更多容量段位、功率段位的产品不
断出现，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用电需求。
厂家也更加注重研发解决用户痛点问
题。 ”如今，大容量、快速充电以及太阳
能充电等新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
各个企业的新产品之上，大大提高了传

统便携式储能电源的易用性。
而在需求侧方面，王芳表示：“在海

外，户外用电需求和家庭应急用电需求
一直存在。 在户外电源出现之前，大家
更多选择燃油发电机供电，但燃油发电
机污染大、噪音大，随着户外电源技术
越来越成熟，大家自然而然开始选择便
携式储能产品。 ”

■■■■ 中国市场仍在培养

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的统计，目前，便携式储能消费的“两
巨头”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共计占领了
全球市场的近 77%。 预计到 2026 年，中
国便携式储能的市场规模将从 2018 年
的 3.7 亿元上涨到 736.7 亿元。

据王芳介绍：“日本和美国市场比
较相似， 都是户外渗透率比较高的地
区，户外用电需求比较高，并且灾害停
电、突发停电等情况比较多，家庭应急
和用电需求也比较高。国内市场目前还
在初期阶段，如何让人们意识到户外随
时有电的好处，和如何让户外电源走向
更大众的层面是目前的两个难点。 ”

不过，王芳同时表示，尽管国外市
场目前份额更大， 但国内市场增长更
快。 比如，华宝新能已经聘请了因在全
球探险而出名的张昕宇、梁红夫妇为旗
下品牌“电小二”代言，进一步扩大国内
市场影响力； 正浩科技等品牌的产品，
也越来越多出现在科技数码和户外探
险类的流量内容中。随着产品知名度的
不断提升，以及国内户外文化的不断萌
芽与发展， 户外用电需求将随之激增，
户外电源也会成为用户外出休闲的用

电首选。 下游市场如此不断深化，会为
中国的便携式储能市场带来持续的高
位增长态势。

■■■■ 中国企业稳居头部

全球移动储能行业中， 中国企业的
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90%， 无论在技术还

是市场占有率上目前都是稳居头部。 除
正浩科技外， 华宝新能也已经占据了全
球 16%以上的出货率和超过 20%的营
收；德兰明海已经在 2022 年 7 月完成数
亿元的 B+轮融资。

关于中国企业为何能在产业中占
据优势位置，王芳分析说：“国产户外电
源的主要优势来自于技术创新更快。一
方面，国产户外电源品牌与海外户外电
源品牌差不多同期进入行业，在发展初
期不存在代差；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
完善的供应链体系， 在研发新产品、新
技术时可以更快地进行试产和改进，从
而更快速地推进技术和产品创新。 ”

据悉，小米、华为等科技企业和传
统发电设备制造商目前也在积极布
局便携式储能赛道。 业界预计，未来
几年内，便携式储能领域的竞争将有
所加剧。

可可在在户户外外提提供供电电力力的的便便携携式式储储能能设设备备。。

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全电推进大型溢油回收船“德
旭 ”轮入列并完成首航 ，开始担
负我国北方海域海洋环境救助
职责。

“德旭 ”轮隶属于交通运输
部烟台打捞局， 总长 90.9 米，型
宽 20 米， 配备 DP2 动力定位系
统、 两套 200m3/h 溢油回收能力
的收油机，以及起重能力 100 吨、
作业水深 1000 米的深水起重机，
具有 3000m3 的溢油存储能力和
一级对外消防能力，可有效实施
海上溢油回收、 沉船存油抽取、
难船存油过驳、应急抢险打捞等
作业。 人民图片

“在全球汽车电动化的
大潮下， 包括亿纬锂能、宁
德时代、蜂巢能源、远景动
力、国轩高科、欣旺达、先导
智能、格林美在内的国内优
秀企业正积极走出国门、布
局全球市场、 服务国际客
户。 未来，中国动力电池产
业链还将积极融入、 竞逐、
服务全球市场。 ”在近日召
开的第七届动力电池应用
国际峰会上，中国化学与物
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
彦龙指出，尽管中国在动力
电池、锂电材料、锂电装备
等领域已走在全球前列，但
2022 年以来，欧洲和北美地
区主要国家相继出台了支
持汽车电动化的重磅政策，
如何确保我国动力电池产
业的先发优势，助推企业加
速“出海”，已成为业内关注
的焦点。

■■ 既拼技术又拼产能

“受新能源汽车快速增
长的带动，2022 年前 10 个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达
到 390.4 吉瓦时， 同比增长
75.4%。 2022 年 1-11 月，中
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约为
258.5 吉瓦时，同比增长 101.5%。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锋用一组数据说明了产业迅猛的发展态势，并预计明
年全球锂电池出货量有望进入太瓦时时代。

在吴峰看来，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离不开市场驱动
和政策扶持，也得益于电池技术的进步。 当前，产业界
在结构和工艺创新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宁德时
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 CTB 电池、亿纬锂能大圆柱电
池、蜂巢能源龙鳞甲电池等陆续亮相，共同推动产业
技术的更新迭代发展。

我国动力电池企业加速“走出去”，既比拼技术先
进，又拼产能贴近市场。 宁德时代近日宣布，位于德国
图林根州的首个海外工厂实现锂离子电芯投产，意味
着公司已具备对欧洲客户本地生产及供货能力。 稍早
前， 国轩高科也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国轩和
Nuovo Plus Company Limited 签约， 拟在泰国设立合
资公司，建设动力锂离子电池 Pack 基地。 蜂巢能源也
在近期宣布，在德国建设第二家海外工厂。

“以锂电池为代表的动力电池得到了长足发
展。 但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从
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品质品牌的发展。 ”工信部消费
品工业司原司长高延敏提醒，动力电池企业要有长
远眼光，树立品质为先的品牌理念，不断提高产品
品质和附加值。

■■警惕供应链风险

“电池级碳酸锂是电动汽车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是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赣锋锂业副总
裁熊训满指出，未来 10 年，在新能源汽车、5G 技术、
储能产业快速增长的驱动下， 全球锂盐需求量将快
速上涨， 预计在 2025 年年需求量将达到 160 万吨，
2030 年进一步增长至 400 万吨， 主要来自于动力电
池的需求。

吴峰提醒， 基于对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前景的预
判，全球锂电产业发展面临着战略资源紧俏和供应链
安全的挑战，全球锂电企业应加强合作。

同样，作为软包锂电池的另一个核心原材料铝塑
膜也存在困扰。 明冠锂膜副总经理赵鑫坦言，2021 年
年初， 因日本铝塑膜企业产能限制及全球疫情的影
响，国内市场出现供应紧张的局面，而前期市场对国
产铝塑膜的验证和导入进度相对缓慢， 不能快速切
换，电池供应链面临安全隐患。

赵鑫表示，随着国产铝塑膜企业的积极研发和
探索，以及产能不断释放，铝塑膜自给率正在逐步
提升， 当前国产铝塑膜头部企业的产品性能达到、
甚至已经超过同类进口产品，市场逐步加快对国产
铝塑膜在动力电池上的应用步伐，未来国产铝塑膜
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他也指出，国产铝塑膜也
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产品质量、交付周期、服务能
力都将决定着国产铝塑膜能否在“风口”中进一步
发展壮大。

■■ 数字技术成新驱动

为保障锂资源供应，熊训满建议，一方面，鼓励
与支持民企开发青海、 西藏等地的盐湖卤水资源，
降低对国外锂矿资源的依赖度，从而提升国际市场
价格掌控力和进口议价能力。 另一方面，鼓励与支
持对外投资锂矿项目，进行多元化投资，以保障国
内锂矿资源的供应。 在回收利用方面，要大力发展
退役锂电池回收产业，鼓励与支持具有回收资质与
回收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布局退役锂电池回收网
点，开展退役锂电池回收处理业务。与此同时，他提
醒，要谨慎投资，避免“一窝蜂”上马锂矿项目，恶性
争夺锂矿，从而造成锂矿价格虚高，影响锂产品加
工成本。

数字化技术被认为是提升企业能力的重要手段。
高延敏指出，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智能制造在很多
行业推广应用，并且已经成为趋势。 数字化智能制造
借助数字化手段，可以大大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帮助
企业重构新的发展模式。

“机器能够克服人工因专业技能的高低而带来的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数字化智能制造可以较大程度提
升产品品质、一致性，制造出更高品质的产品，进一步
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高延敏称。

“数字技术驱动电池变革。 ”同济大学教授魏学哲
认为，电池行业将和机械、电子行业走同样的发展历
程，前一发展阶段主要以材料技术来驱动，后一阶段
由材料和数字化技术双驱动。 比如，在电池设计环节，
基于应用场景多样化，深度了解应用工况，对能量密
度、循环寿命、充电速度的考虑，仿真试错，需要数字
化作为技术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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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获得了比尔·盖茨、杰夫·贝
索斯等知名企业家注资的美国长时储
能公司 Form Energy 宣布建厂，计划投
资 7.6 亿美元在美西弗吉尼亚州建设首
座铁空气储能系统生产工厂。铁空气储
能系统的大规模投建意味着该项储能
技术正逐步走向成熟，跨过了规模化生
产的门槛。

实际上， 除了铁空气储能系统外，
近年来，全钒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
熔盐储热等新兴长时储能技术同样获
得了大量关注，长时储能已成为储能领
域的新风口。

风光装机大增推高需求

区别于快速充放电系统，可以实现
持续高于 4 小时或者数天甚至数月的
充放电循环的储能系统，通常都统称为
长时储能， 其中包括压缩空气储能、熔
盐储热、液流电池储能、重力储能等新
兴储能系统。

据 Form Energy 公司消息， 该公司
研发的铁空气储能系统充放电循环时
长可达 100 小时，远超目前充放电时间
在 4 小时左右的以锂离子电池为基础
的电化学储能系统。

近年来， 全球电力供应系统中风
电、 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不断
提升。 同时，为达成既定的气候目标，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在未来数十年更
将持续增长， 风光发电出力的波动性
已然成为当前电力系统面临的重大挑
战。 以欧洲为例，2022 年下半年，风速
的波动导致德国等高比例接入风电的
国家电网产出不稳， 成为推高欧盟电
价的关键因素。

在业界看来，长时储能系统将是储
存多余电力，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和实
现电网稳定的重要方案。市场研究机构

伍德麦肯兹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充放电循环时长在 8 小时到 100 小时
之间的长时储能技术，将是改善高比例
可再生能源电网稳定性的一大关键。

市场投资规模空前

截至目前，欧美多国都表示，将为
新兴的长时储能技术提供资金和政策
支持。 2022 年 11 月，美国能源部宣布，
将为长时储能项目提供至少 3.5 亿美元
的资金支持， 充放电循环时长在 10 小
时以上的零碳且低成本的长时储能技
术都有望获得资助。欧盟委员会也在近
期发布声明称， 将为 78 个具有潜力的
初创公司提供高达 4.7 亿欧元的资金支
持，最终名单就包括了以二氧化碳为基

础的长时储能初创公司。美国能源部长
詹妮弗·格兰霍姆曾表示， 推进储能技
术是风光发电全天候可用的关键，美国
能源部将采取措施延长储能技术的持
续时间，降低发电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长时储能市场
规模同样在快速增长， 以压缩空气储
能、液流储能技术为基础的储能电站规
模均已达到了百兆瓦级别。 2022 年 10
月，国家能源局批准建设的首个国家级
大型化学储能示范项目———液流电池
储能调峰电站在大连市正式并网发电。
这一项目创下了全球功率最大、容量最
大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纪录，同时也标志
着液流电池技术步入产业化发展阶段。

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百花齐放
的技术路线让长时储能市场空前火热。

伍德麦肯兹指出，全球范围内，在建或
已投运的长时储能项目价值已超过 300
亿美元。 2019 年至今，全球长时储能项
目已经吸引了 580 亿美元的投资。 这些
项目如果全部投建完成，全球长时储能
装机总量预计将新增 5700 万千瓦，相
当于 2022 年全球长时储能总装机的 3
倍左右。

商业化仍有待时日

不过，虽然市场火热，但业界普遍
认为，大部分长时储能技术本身尚不成
熟，存在着商业模式不明朗、融资困难
等多重挑战，储能系统开发商想要扩大
规模并实现盈利可能还需要时日。

伍德麦肯兹分析指出， 虽然市场
上已经涌现出多种长时储能技术，但
这些技术远不能满足电网所需。 长时
储能的市场需求仍面临着其他新兴低
碳技术的竞争， 包括小型模块化核反
应堆技术、绿氢发电技术等。 该机构认
为，时至目前，抽水蓄能是唯一能够大
规模开发的长时储能技术，2030 年前
抽水蓄能技术可能仍将占据长时储能
市场的主导地位。

光大证券则认为，抽水蓄能技术虽
最为成熟、平准化度电成本最低，但仍
存在设备选址受限、项目开发周期较长
的短板。 该机构指出，在无资源约束的
情况下，平准化度电成本将是衡量各种
长时储能技术优劣的最重要指标，但考
虑到储能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的不同，
最终，长时储能市场将呈现百舸争流的
格局。

在业界看来，全球范围内长时储能
需求广阔，要加快长时储能技术的商业
化进程，不仅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储能
系统开发商也应不断降低生产建设成
本，实现新兴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长长时时储储能能
成行业新风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