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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杨再敏 孙思扬

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
基础装备，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
年来， 在国家政策大力推动和技术不断成
熟的双轮驱动下， 我国新型储能产业高速
发展。 本文分析了我国新型储能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从新型储能的发展方向、成本变
化、 调度运行等方面研判了新型储能的发
展趋势，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新型储能发展面临新形势

国家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政策支持新
型储能发展， 新型储能已成为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 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国家从加
强产业引导、 加大技术创新、 规范行业管
理、健全市场机制、强化调度运用等方面，
出台多项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政策措施，
推动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
展。 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等部门释放出加大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信号， 新型储能作为支撑新能源大
规模发展的重要装备， 已成为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 在地方政府层面，广东省明确要
将新型储能产业打造成为广东 “制造业当
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提出到 2025 年全
省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6000 亿元，
到 2027 年全省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达
到 1 万亿元，装机规模达到 400 万千瓦。 山
东省出台支持新型储能参与电力现货市场
和容量补偿等政策， 山东省已成为我国新
型储能装机规模第一的省份。 国家和地方
政策将新型储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
推进，将推动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当下， 市场对新型储能的投资热情空
前高涨，大量资本涌入新型储能行业，有望
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和产业进一步成熟。 近
年来我国新型储能行业持续火热，仅 2023
年上半年的行业融资总额就达到 734 亿
元 ，涉及锂电池 、钠电池 、液流电池 、便携
式/户储系统、储能安全、电池回收等多个
领域。 海博思创、蜂巢能源等十余家新型储
能产业链企业今年上半年进入上市进程或
完成上市。 在资本的强力助推下，我国新型
储能上下游产业链将不断成熟， 新型储能
成本有望快速下降。

短期内电力系统对新型储能的需求还
不迫切， 随着新能源占比逐步提升和新型

储能技术进步， 新型储能将在新型电力系
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型电力系统中可开
发的调节资源潜力很大。 一方面，中央提出
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 推动煤电和
新能源优化组合发展， 未来煤电等传统电
源仍将是主要调节资源；另一方面，在交通
电气化、建筑用能电气化等背景下，大量的
柔性负荷、电动汽车等资源接入需求侧，其
调节潜力若能得到挖掘， 也将提供大量灵
活性资源 。 2022 年 ， 我国风电消纳率为
96.8%、光伏消纳率为 98.3%，南方五省区新
能源消纳率可达 99.8%。传统调节资源提供
的调节能力已基本满足现阶段新能源消纳
的要求， 电力系统对新型储能参与调节的
需求还不迫切， 新型储能在短期内还无法
成为系统调节的主力。 未来，随着新能源在
电力系统中的占比逐步提高， 同时新型储
能技术快速进步、 产业逐渐成熟和成本不
断下降， 新型储能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
挥重要作用。

■■ 新型储能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从发展方向看， 新能源配建仍将是新
型储能发展的主要方向， 电动汽车车网互
动或将成为用户侧储能的主要形式。

新能源配建新型储能作为一种产业政
策，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仍将是新
型储能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理论上看，一方
面， 新型储能应配建在电力波动大而调节
资源不足的地方，从源头上平抑电力波动，
才能实现电力系统整体成本最优。 风光新
能源因其固有的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
在新能源场站配建新型储能可以减少弃
电、平抑电力波动，实现电力系统的绿色和
高效。 另一方面，新能源配置新型储能是新
能源由跟网型向构网型转变的技术需要，
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的实际要求。 从
实践上看，近年来风光发电成本快速下降，
新能源场站逐渐具备承担一定调节责任的
能力， 新能源配建新型储能仍将是新型储
能发展的主要方向。

电动汽车车网互动或将成为用户侧储
能的主要形式。 一是电动汽车车网互动可
提供的调节资源潜力巨大。据估算，2030 年
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8000 万辆，能
提供的调节能力可达 2.8 亿千瓦， 占全国
统调最大负荷 15%以上。 二是电动汽车车
网互动参与电力系统调节的成本相较于用

户侧储能更低。 电动汽车车网互动参与电
力系统调节作为其交通工具属性以外的附
加价值收益， 是优于建设用户侧储能的发
展方向。

从成本上看， 新型储能的成本未来有
望接近抽水蓄能。

近年来锂离子电池储能成本快速下
降， 未来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在生产规
模、 制造工艺不断提升以及储能系统高度
集成化发展的驱动下，2012 年以来锂电池
储能系统成本已下降约 80%。 2023 年上半
年我国储能系统中标均价已降至 1.33 元/
Wh，较去年全年均价水平下降 14%。 目前，
锂离子电池储能全寿命周期度电成本约为
0.5—0.8 元/千瓦时， 考虑锂离子电池技术
发展趋势，其度电成本在 2025 年有望降至
0.5 元/千瓦时以下 ，2030 年有望降至 0.3
元/千瓦时以下。

从成本收益上看， 新型储能发展应对
标以下三个成本：一是对标抽水蓄能成本。
抽水蓄能技术成熟， 其全寿命周期成本为
0.2—0.3 元/千瓦时。 随着新型储能技术和
产业的不断成熟，其度电成本有望接近、达
到甚至优于抽水蓄能。 二是对标新能源发
电成本。 储电成本对比弃电成本（新能源发
电成本）， 可以反映新型储能的价值收益。
目前，陆上风电、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已低
至 0.2 元/千瓦时，海上风电约为 0.5 元/千
瓦时， 新型储能的成本若能接近新能源发
电成本， 新型储能的价值收益将得到充分
体现。三是对标火电调峰成本。我国电力系
统调峰主要火电调峰机组提供， 目前火电
灵活性改造后参与深度调峰的成本低于新
型储能。 考虑到在碳市场建立后，火电的碳
排放将带来额外成本， 新型储能也有望接
近火电调峰成本。

从运行上看， 现阶段应尽快推动实现
新型储能“统一调度、共享使用”；在市场机
制完善后，新型储能可以“自调度”的方式

运行。
目前新型储能的调度运行机制还不完

备，新型储能“建而不用”“建而不调”现象
十分普遍，利用率较低。 究其原因有三：一
是目前我国新能源装机与发电量占比仍不
高， 系统对新型储能参与调节的需求还不
急迫； 二是目前新型储能成本回收机制不
够完善， 现有市场机制未能充分体现新型
储能价值，新型储能调用运行的收益有限；
三是现有新型储能调度运行机制尚不完
备， 尤其是大量电源侧储能仍未与电网调
度部门建立明确的调度关系。

实现新型储能“统一调度、共享使用”，
提升新型储能利用率是近期需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 只有实现对新型储能的 “统一调
度、共享使用”，才能有效提高新型储能的
利用率，从而充分发挥新型储能的价值。 在
未来电力市场机制完善后， 新型储能可作
为独立市场主体自主参与全体系电力市
场，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以“自调度”的形式
运行，获得与其价值相匹配的收益。

■■ 三措并举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首先，以需求为导向，有序推进新型储
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大力推动电动汽
车车网互动。

系统实际需求是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动力。 建议以需求为导向，科学推动
新型储能在电网中安全、高效、经济和规模
化应用，积极推动新能源配建新型储能。 加
大对电动汽车车网互动的支持力度， 充分
挖掘电动汽车等新型需求侧资源的调节潜

力，满足电网多元调节需求，为新型电力系
统可靠供电提供支撑。

其次， 加大新型储能发展科技创新力
度， 发挥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创新引领
作用。

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
基础装备，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议坚
持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发展，推进高安全、
低成本、高可靠、长寿命的电池储能本体技
术研究，加大压缩空气储能、液流储能、氢
储能等长时间尺度储能的研发力度。 面向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需求， 以国家能源研发
创新平台为依托， 推动产学研用全产业链
建设，推进新型储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
工程示范，引领新型储能技术发展。

再次， 推动建立新型储能调度运行机
制，完善新型储能市场和价格机制。

目前新型储能的调度运行和市场机制
还不完备。 建议加快完善新型储能调度运
行机制，实现对新型储能的“统一调度、共
享使用”，提高新型储能利用率。 建立健全
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 辅助服务市场的交
易机制和实施细则，探索新型储能电站“一
体多用、分时复用”的市场交易机制和运营
模式。

（作者均供职于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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