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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金融

资 本 普 遍 看 好 储 能
■本报记者 苏南 王林

随着近两年储能行业驶入 “快车道”，
储能吸引了大量资本“疯狂”涌入。 今年以
来，融科储能、钠创新能源、纬景储能、电管
家、乐驾能源、精控能源、星源博锐、云储新
能源等储能企业融资金额均超亿元。

受访的业内人士纷纷向《中国能源报》
记者表示看好储能极大的增长空间，“储能
行业前景光明”“储能是个朝气蓬勃的产
业”“储能行业投资正当时”“暂时还没有投
资储能，但是我们考察了不少标的。 ”“我们
非常关注储能行业发展， 储能是我们未来
投资的方向之一。 ”

●十万亿级市场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仅今年储能行业
投融资就有 48 起。 4 月 17 日，融科储能完
成超 10 亿元 B+轮融资；3 月 20 日， 星源
博瑞 A 轮融资数亿源、大锌能源 pre-A 轮
融资数千万元、 华锦新能源完成天使轮融
资数千万元；3 月 28 日， 精控能源完成 C
轮数亿元融资；3 月 18 日，纬景储能宣布完
成超 6 亿元 A 轮融资……

按照 《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3》的
预计， 保守场景下，2027 年新型储能累计
规模将达到 97.0GW。 行业的高速增长吸
引众多资本。 《2023 中国储能产业创新力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2 年 1-12 月储能
行业共计发生 319 件投融资事件，公开投
融资规模达 11664.81 亿元，涉及储能材料
（含锂电池材料）、储能电池（细分为锂离
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长时储
能（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液流电池、
储热、 氢能）、 储能系统集成、BMS、PCS、
EMS、储能温控、储能安全、电池回收、储
能技术服务等类型。

资本一致看好储能市场空间和后续执
行政策。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安全排
在首位，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对储能需
求特别大，加之现在储能越来越市场化，也
有很多激励政策和机制， 所以坚定看好储
能领域。 ”一位国资背景 PE 高层管理者告
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ADI 是专注于电池管理和储能前沿
技术研发的全球领先半导体公司，该公司
中国区工业市场总监蔡振宇对《中国能源
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在宏观政策、地方
举措和产业建设等利好因素助推下，储能
领域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发展明显
提速。 储能领域投资热潮反映了该领域的
广阔前景。 ”

“从前些年光伏、 锂电的发展来看，中
途虽然都有阶段性调整， 但国家鼓励支持
的态度始终没有变，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
是一个长远且持续的新能源战略， 而不是

阶段性产物。 ”险峰长青新能源投资人骆潇
濛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国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横跨 40 年的伟大
战略规划，要在 40 年中走完西方百年的能
源转型道路，其中涉及大量的新技术、新材
料、新装备、新工艺的探索。

谈及近两年 VE/PE 扎堆投资储能行
业，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
用分会秘书长刘勇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
者，储能作为成长速度最快且未来市场潜
力巨大的赛道， 自然会吸引各类资本投
融资。 长时储能受到重点关注，去年各类
长时储能项目投融资事件共 41 件，投资
额高达 1376 亿元。 公开数据显示，2022
年储能电池规划产能达 1015GWh， 投资
规模达 4028 亿元。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引领下，与发展可再生能源并举的中
国储能产业正赶上时代红利，叠加政策红
利、市场红利和技术红利，加之国际能源
转型和危机的影响，我国储能行业将继续
蓬勃成长。 ”

中国石油深圳新能源研究院储能业务
部总监楚攀在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时也
表示：“在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持续、高速
发展已经是确定趋势， 新能源配储成为电
力系统的必选项。 储能行业成为少有的拥
有确定性未来的行业， 且未来的市场前景
极为广阔，据初步估算，储能市场是一个十
万亿级的市场。 ”

●健康发展需风投支持

资本过度投资储能赛道， 是否会出现
暴雷？ 刘勇对记者直言， 风投投资储能赛
道，难免会有投机因素，一方面可以促进储
能产业技术、人才、资本集聚，更好地打造
我国储能产业生态圈和独角兽企业； 另一
方面， 过热的投资必然会带来产能过剩问
题， 特别是出现政策风险和下游需求拉动
不足时，库存会大幅增加，导致市场低价竞
争出现，市场秩序也会出现混乱，甚至影响
储能项目安全性。

“资金‘一窝蜂’来到储能赛道，的确
带来部分储能标的过热，估值过高。 ”楚攀
认为，但一体两面，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
资金进入储能赛道，才形成目前储能行业
百花齐放的局面， 多个储能技术同台竞
技，多个技术路线互相印证对比，真正优
秀的技术路线、技术公司更加凸显，从某
种程度来说，目前的局面反而降低了错投
的概率。

“近两年，VE/PE 扎堆投资主要是储能
行业进入产业化阶段， 以及储能领域的早
期投资者已经取得较好收益的示范效应。 ”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企业负责人对 《中国
能源报》记者表示，储能赛道有非常多的技
术创新点，需要大量风险资金投资支持；储
能行业也会遵循发展、 出清、 再发展的过
程，内功不强的风投必然会踩雷。 “建议风
投从业者，深入行业和产业，关注真正科技
创新能力和创新内容的标的企业， 选择适
合基金资金诉求的标的。 ”

上述国资背景 PE 高层管理者对记者

直言：“我们对储能细分赛道都有关注，没
有投资储能集成等有点可惜， 但现在看储
能还是有很多发展机遇的。 储能发展到现
在， 安全和经济性问题引发产业链各个条
块的探索研究， 涌现出各种新型特性的储
能技术。未来投标的话，我们会倾向于储能
上游，更关注储能技术创新，谁掌握技术谁
就拥有未来。 ”

●要考虑国家安全

对热衷投资储能的资本， 楚攀建议：
“一是要尊重专业，在投资领域不仅要与创
始人多沟通，也要多与技术专家沟通，兼听
则明；二是要尊重逻辑，储能市场是一个长
期市场，不是短期暴利市场，储能与互联网
投资逻辑不同， 与 AI 的投资逻辑也不同。
储能市场表面是能源市场、电力市场，本质
上事关国家安全。 投资储能既要考虑经济
因素，也要考虑国家战略，更要考虑地缘政
治，储能投资是一个综合性、复杂度都很高
的系统工程，对投资人综合素养要求很高，
不经过长期积累很难投出好项目。 ”

在刘勇看来，投资储能行业，需要仔
细考察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和研发管理
团队，甚至要考察企业出海能力，还要进
一步考察企业在开展碳足迹方面的履行
能力， 是否达到国际竞争规则的门槛所
需， 此外还要看储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性和协同性。

蔡振宇坦言， 安全是储能产业规模发
展的基石。在目前建设的新型储能项目中，
80%以上都是采用锂离子电池技术。但受制
于锂离子电池的特质， 可能由失效或热失
控引起火灾、爆炸，进而触发整个储能系统
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为此，大规模推进锂电
池电网储能技术，对高性能、稳定性、安全
性有更为严格的要求。

对于推进高效安全的储能系统和电池
管理方案落地，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据蔡
振宇介绍，ADI 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
方面，秉持“在中国，为中国”核心战略，不
断加大本地化产品开发和供应链管理；另
一方面， 与已经走在国际市场前列的本地
客户紧密合作，深度了解产业需求和痛点，
通过高性能模拟技术帮助他们通过持续创
新和差异化优势来强化方案的完整性与易
用性。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储能市场之
一，在政策引领下，储能行业逐步成为新兴
战略性产业。 ”蔡振宇表示，“为了应对未来
储能设施面临的挑战， 功率变换系统和储
能系统是关键。 这些系统中还有更多领域
需要重点关注， 包括从电流计量到故障保
护器件，从气体检测到功能安全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