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储能产业是当之无愧的“明星
赛道”，引得各类企业扎堆布局。 然而，
目前锂电燃爆特质没有实现根本性改
变，产品“价格战”愈演愈烈，行业标准
仍然滞后， 项目施工质量良莠不齐，都
为储能产业长远发展埋下安全隐患。

■■ 驶入发展快车道

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装备，是支撑新能源大规模应用的
必要条件， 其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
国家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
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 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
规模化发展阶段；到 2030 年，新型储能
全面市场化发展。

“2022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储能产
业链产值已接近 2000 亿元。 今年上半
年， 新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863 万千瓦，相当于此前历年装机规模
的总和；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
能电池等‘新三样’合计出口 5336.6 亿
元，同比增长 61.6%。 福建、广东、四川
等地储能领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发
展。”在日前召开的 2023 世界储能大会
上，工信部装备一司一级巡视员苗长兴
指出， 我国储能产业规模快速扩大，正
由示范试点加速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理事长刘宝生
介绍，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新型储能项
目累计装机规模为 23.7 吉瓦/48.5 吉瓦
时。 其中，超 17个省份的峰谷价差超过

0.7元/千毫安时， 工商业储能具备经济
性。 我国储能电池累计出货量为 157.2
吉瓦时， 占全球出货量的 90%以上，其
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同时， 我国储能技术多元发展、不
断迭代，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关村
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俞振
华将储能技术归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
是抽水蓄能， 单机规模超过 300 兆瓦；
第二梯队为锂电、压缩空气、液流、储冷
储热，规模达百兆瓦；第三梯队规模从
十兆瓦到百兆瓦不等，包括飞轮、钠离
子电池等；第四梯队仍处于兆瓦级工程
研发示范，包括液态金属、金属离子等。

俞振华预测，未来五年，新型储能
装机量将维持 50%—60%的复合增长，
到 2027 年， 保守预计总装机规模可达
97吉瓦，乐观预计将达 138吉瓦。

■■ 多重风险已浮现

近年来， 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成为各类企业争相布局的热点。天眼查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新增注册储能
企业超 3.7 万家， 今年以来继续新增 5
万余家。

“行业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我们也要
看到一哄而上的风险。 ”宁德时代首席科
学家吴凯坦言， 目前全球储能电站火灾
发生概率约为 1.52%。 和国外相比，我国
储能电站事故率相对较低。 一方面是由
于我国电池材料体系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另一方面，也是和国外相比，很多地方

由强制配储政策驱动， 配而不用或使用
率低的情况较为常见， 安全问题还未完
全显现。

“新型储能的发展不能图一时之
利，要谋长久之计。 就像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储能是要用的，不是
用来撑门面、做摆设、换路条的。 ”吴凯
指出，储能作为基础设施，要在多种复
杂条件下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很多企业
承诺产品寿命能达到 20 年、25 年，循
环寿命能达到 12000 次甚至 15000 次，
但也仅停留在口头承诺，客户和第三方
还缺乏相关的检测标准。

据记者了解，当前全球出台的储能
相关法规大部分是针对电池本身的安
全和电站的消防规范，而在并网前对储
能电站系统级别的安全可靠性测试和
验证标准还处于空白阶段。

与此同时， 储能产品同质化严重，
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持续加剧。“部分企
业已出现停产、 减产、 大规模裁人现
象。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
能应用分会副秘书长陈永翀直言，储能
在资本市场有“失宠”苗头，部分上市公
司利润下降，行业洗牌危机已然显现。

■■ 提前做好规划布局

尽管问题重重，但业内专家对储能
产业长远发展仍充满信心。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刘法旺指出， 储能产业要结合应用场
景，明确技术路线图，作好近期和远景

规划。 “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
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中，储能究竟
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只有进一步明确储
能的发展定位、核心需求，探索出可持
续的商业模式， 万亿赛道才能真正落
地、照进现实。 ”

储能安全并非不可实现。 吴凯指出，
行业亟需围绕大容量、高安全、高可靠性
储能的系统并网运行， 建立完善的测试
评价标准体系， 构建高标准的测试与实
证平台。同时，还应模拟储能在恶劣环境、
火灾、自然灾害等多种场景的真实表现，
通过半实物仿真与实证数据， 在并网运
行前就让储能得到实证验证， 真正实现
从能用到敢用、好用的蜕变。“只要能跨过
质量、安全以及实证的这几道坎，储能发
展就是一路通途。 ”

储能应用， 也离不开清晰的商业模
式。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炜建
议，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和价格政策，坚
持市场化方向， 完善储能参与电力市场
的准入标准以及注册、交易、结算等实施
细则，健全储能参与市场机制，推动电网
功能替代性储能价格的政策落地。

“要因地施策推动储能多场景优化
布局。 ”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温枢刚建
议，应在充分挖掘电力系统现有灵活性
资源的基础上，根据电力系统运行的实
际调节要求，合理选择储能类型与储能
市场，以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主体投资
建设，统筹考虑电源特性，优化储能配
置的规模、形式，提高储能利用率，发挥
最佳调节能力。

■王庆文 白兰

11 月 15 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室外已是近零下 30℃的
寒冷天气。 但是在城郊和农村平房住户的
家里却很少看到往年那样取暖用的大煤
堆，很多住户的屋子里暖暖和和，却再也找
不到脏兮兮的燃煤锅炉， 取而代之的是像
壁画一样挂在墙上或者像精美酒柜一样安
放在角落的电采暖设备。

据国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电
公司营销工作负责人介绍，由于当地供电能
力的提升和分时电价政策宣贯的深入，电采
暖已经成为莫旗地区大部分平房住户的首
选。莫旗地区平房住户共 10万户，目前采用
电采暖的住户已经达到 1.3 万户， 占比达
13%，仅今年以来就新增 5072户。

今年 7 月， 莫旗乌尔科镇新双龙村二

组村民谭胜军把用了几十年的燃煤土锅炉
设备彻底拆除， 并在装饰一新的厨房墙壁
上安装了造型精美、 轻薄小巧的威狮丹顿
电采暖炉。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早就想把
家里好好装修一下。 可是卧室、客厅、走廊
等都能整，就是这厨房整不了。原因就是土
锅炉，一烧起来在屋子里冒烟，屋顶和墙壁
都被熏黑了， 地面上到处都是煤灰和细碎
的煤渣，根本收拾不完，别提多闹心了。 把
土锅炉拆除后，我把厨房上上下下、角角落
落都彻底装修了一遍，然后装上电采暖炉。
现在再进厨房，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

谭胜军意犹未尽地说：“以前不拆燃煤
土锅炉， 是因为变压器带不动这些电采暖
设备。现在经过改造，变压器接带能力提升
了， 村里好多人家几乎是同一时间把土锅
炉换成了电采暖设备。 ”

据了解，为推动清洁采暖，国网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电公司实施农村配电
网改造和分时电价政策宣传双管齐下，不断
从源头上解决村民们清洁采暖的后顾之忧。

该公司积极争取配电网改造工程项
目，采用“小容量、多布点”方式差异化设
计，合理规划配电网络和变压器台区布局，
仅 2023 年以来就改造 5 条线路，新建及改
造 10 千伏线路 170.15 公里，新建及改造配
电变压器 95 台，变压器容量达 19960 千伏
安。 同时，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宣传单、现
场或入户宣讲等方式， 大力宣传电采暖电
价政策，鼓励用户清洁采暖。提前摸排意向
电采暖报装用户，确定用户报装日期，实行
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的“三零服务”，主
动上门为用户免费安装线路和计量装置，
指导用户避峰用电， 让用户省时省力又省
钱。根据电采暖报装情况，实时管控配电线
路、台区负荷情况，建立重过载预警机制，

完善应急预案 ，合
理调配资源， 提升
保障能力。

“扒掉让人灰头
土脸的土锅炉，用上
智能调温、远程控制
的石墨烯电采暖，我
们 家 完 全 不 一 样
了。 ”莫旗乌尔科镇
新双龙村二组村民
吴玉芳说，“不但采
暖效果好，费用也不
高，晚上取暖 1 度电
才两毛多钱。 以前烧煤，一个冬天得花五六
千块钱，现在算下来，有四千来块钱就够了。
更主要的是，咱也过上了绿色低碳的幸福好
日子。 ”

国网莫旗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将继续针对电采暖，加大对全旗农村配
电网的改造升级力度，进一步优化供电台区
布局和配置，保证在每个寒冷的冬天，为莫
力达瓦这个全国“三少”民族地区送暖流、添
新绿，让地区居民畅享绿色健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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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
期，是重点工业、重点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的关键五年。业内专家强调，在前期
取得瞩目成就的基础上， 我国应继续加快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并大
力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 “‘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
将在能源领域生动体现”

“双碳”目标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此背景下，绿
色技术创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作用
愈加凸显。

当前，我国能源发展正从资源依赖转
向技术依赖，并带来深刻变革，新能源技
术的经济性不断提高，驱动新能源产业快
速增长。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
在近日召开的“2023 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
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过去 10 年，我国
风力发电量占比从 2012 年的 2%增长到

8.8%， 光伏发电量占比从 0.08%增长到
4.9%。2023 年更是得到爆发式增长，预计风
光装机将超过 2 亿千瓦。

“‘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 将在能源领
域生动体现， 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
会深刻改变能源结构和运行方式， 也给我
们带来诸多新挑战， 比如新能源跨季节的
波动性、电动汽车充放电的负荷变化等。 ”
杨雷指出， 这意味着不能再继续按照传统
能源的方式来规范和扩大新能源， 而应该
从系统角度优化和提高能源系统的灵活性
和韧性，深化能源革命，驱动新商业模式，
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从传统的能源供应向能
源供应与需求融合发展转变。

清华大学教授夏清认为，当前，对于
新能源增长太快导致电网难以消纳的担
忧不断。 其实，只要电力现货市场机制到
位，新能源全部进入市场，充分发挥能够
反映新能源波动性的分时电价作用， 必然
可以推动分布式储能遍地开花， 促进新能
源就地就近消纳， 极大减轻大电网消纳新
能源的压力， 以新能源加储能的方式逐渐
替代火电。

■■ “通过创新打破有限的
碳排放空间对发展的约束”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级巡视
员蒋兆理表示，近年来，我国将应对气候变
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 构建完

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022 年，我国
碳排放强度较 2005 年下降超过 51%，水
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
均居世界第一。 ”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和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
任徐华清认为，有力的“双碳”目标引领与
倒逼，以及有效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供给
与创新是其中核心要义，在碳排放强度控
制基础上，要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

徐华清进一步解释称，具体来看，要结
合国家碳达峰实施方案及“十四五”中期评
估，科学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制定
“十四五”后三年碳排放增量目标及分解落
实机制； 研究设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总量控制目标及配额分配方案， 作好碳排
放“双控”与排放权交易制度衔接；研究制
定差异化的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
标与管理模式，逐步确立“自上而下”的总
量控制目标及地区责任分担模式； 加快完
善省市两级行政区域碳排放年度核算方法
和报告制度， 实行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与报告制度； 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
立法进程，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核心的
制度与政策体系， 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做好
碳达峰工作。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 应对气候变化
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创新打破有限的碳排放
空间对发展的约束。 尽管初期会面临许多
压力，但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超预期的增长动能， 使增长与
减排的相互冲突关系转化为相关协同且共
赢的关系。

■■ 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有待进一步培育

多位专家进一步指出， 我国在创新型
低碳绿色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包括完
善的产业链、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以
及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活力和快速反应能
力， 这些优势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绿色转
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
保护的和谐共赢。

“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 加快形成绿色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创新实践，推动绿
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 为共同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蒋兆理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工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 其高质量碳达
峰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 对于实现
“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智宇认
为，工业既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也是低碳零碳技术、 材料创新的重要载体和
主要动力。 目前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大、 寿命
长，既面临当前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短期挑战，
也面临碳中和的长期挑战。 “先进企业、领先
行业、发达地区有必要、有条件率先加快工业
绿色低碳转型，应加大节能提效、电气化和数
字化转型力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培
育锻造新的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
研究所所长王昊表示， 新型工业化不仅是技
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体现， 也是对绿色低碳
转型的探索， 需要围绕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高
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三个目标推进。 “新型
工业化需要新技术和新模式， 特别是信息技
术的应用，将推动产业模式创新，并促进制造
业与服务业融合。通过技术和创新的引领，我
国将实现更加绿色的发展。 ”

绿绿色色创创新新持持续续释释放放能能源源产产业业发发展展新新动动能能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仲仲蕊蕊

上半年装机规模为历年装机总和，但使用率较低、安全隐患仍存———

新型储能呼吁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卢奇秀

“A 相 18 摄氏度，B 相 20 摄氏
度，C 相 19 摄氏度。 ”

“记录完毕。 ”11 月 13 日，国网
安国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员李涛、
袁亮正在巡检南章令村供电设施。

为做好今冬明春电采暖用户保
供暖工作，11 月 1 日至 14 日， 安国
市供电公司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保供
电保供暖保民生活动，利用红外测温
仪、无人机巡检供电线路、进村入户
排查电力设施隐患、 入户走访收集、
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切实抓好保供电
保供暖工作，让群众可靠用电、温暖
度冬。

安国市供电系统的安全稳定
运行关系着安国市千家万户，安国
市供电公司采用多种宣传方式鼓
励市民节约用电， 全力保障民生、
公共服务行业和重要用户用电，共
同营造良好用电环境。 安国市供电
公司严格落实央企责任，为今年冬
天极寒天气提前做好保供暖隐患
排查工作，全力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确保供电系统安全运行。

安国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
队员对保供暖保供电线路及台区开
展专项巡视、红外测温，重点对供热
设备供电线路、 配电变压器进行检
测，及时排查隐患、消除缺陷，确保供
电侧不出现问题。 同时，对辖区 5 个
乡镇、24 个村 9079 户电采暖用户开
展供用电设施检查，记录客户用电问
题，及时上门服务，保证第一时间及
时高效处理群众取暖中遇到的用电
问题，为采暖期间安全可靠供电奠定
基础。

为了让电采暖用户切实享受到优质供电服务，安
国市供电公司深刻认识保电保暖保民生的重要意义，
把保障电采暖用户稳定可靠用电作为重点任务，全面
落实各项保障举措， 将电采暖用户作为重点服务对
象，安排人员做好用电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居民安全
用电，保证安国市民温暖过冬。 （黄腾 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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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莫旗供电公司员工指导村民正确操作使用电采暖设备。 王庆文/摄

清洁供暖风靡莫力达瓦

我我国国能能源源绿绿色色转转型型结结硕硕果果
������过去 10 年，我国风力发电量
占 比 从 2012 年 的 2%增 长 到
88..88%% ， 光 伏 发 电 量 占 比 从
0.08%增长到 44..99%%；

2022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
2005 年下降超过 5511%%，水电、风
电、光伏发电和
生物质发电
装 机 规 模
均 居 世 界
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