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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安徽芜湖：：检修超级检修超级““充电宝充电宝””提前备战迎峰度夏提前备战迎峰度夏

4月 6日，在安徽省

芜湖市弋江区峨桥镇国

网新源集团响水涧抽水

蓄能电站，工作人员正

在对地下厂房的发电机

组进行检修维护作业，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迎峰

度夏。 人民图片

全球光伏企业正加速推进储能业务
布局，跨界储能并将其作为未来盈利的新
增长点已成潮流。近日，晶科能源透露公
司储能产品已向日本、英国、中东地区客
户提供了储能系统产品。不仅是国内光
伏企业，2023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光伏企业涌入储能市场，通过
自有资金投资建立公司、定向增发、签订
投资协议等形式跨界投资新领域，希望形
成“光伏+储能”业务协同，为公司日后发
展铺平道路，同时获得更多收益。

■装机增长吸引投资

储能行业的热度毋庸置疑。据行业
分析平台储能领跑者联盟统计，2023年全
年，全球新型储能系统装机量为47.1吉瓦/
103.5 吉 瓦 时 ，较 2022 年 的 21.33 吉 瓦/
43.94吉瓦时翻番。此外，储能领跑者联盟
还首次公布了全球户用储能系统装机量
约16.1吉瓦时。

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兼秘书长俞振华指出，经过2022年的
爆发式增长，2023年储能行业继续高歌猛
进。国内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2023 年新增
近50吉瓦时，三倍于2022年水平；欧洲居
民新签合约电价大幅上涨，光储刚性需求
明确；美国光伏叠加储能的渗透率继续提
升，配储溢价明显，市场化程度高同样推
动了储能持续增长。

在多位光伏企业高管看来，储能行业
大踏步发展离不开光伏装机规模不断提
升。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让提升能源高

效开发利用成为现实问题。新型储能和
光伏的联合开发可以让光伏变身独立能
源，不再受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制
约。而在光伏装机规模预期仍旧保持稳
定增长的背景下，储能未来发展前景也
被看好。

俞振华表示，在发展新能源以应对气
候变化上，全球正在凝聚更强共识，储能
作为化解新能源消纳瓶颈的关键技术将
展现出进一步增长的趋势。据推测，2024
年全球储能出货量将继续增长，同比增长
有望超35%。中国储能市场在电改持续推
进和独立储能占比提升的背景下，大型储
能运营经济性有望得到改善，预计储能装
机同比增长超过40%。欧洲和其他地区则
受益于能源转型和保障电力系统稳定性
的需求，大型储能需求有望保持50%以上
的高增长。

中金公司分析师给出了更为积极的
预测，2024年全球储能出货量或超250吉
瓦时，全球户储装机量有望达20吉瓦时，
同比均将增幅明显。

■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全球储能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利好
政策和相关补贴成为推动全球储能新增
装机规模的关键因素。中关村储能产业
技术联盟政策研究经理管世辉表示，近年
来为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各地纷纷出
台补贴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
底，全国各地累计发布新型储能补贴政策
110 项。其中，2023 年发布补贴政策数量

达到74项，同比增长超两倍，占全部补贴
政策数量的67%。总体来看，2023年我国
多地加大新型储能产业支持力度，新型储
能补贴政策不断出台，直接促进了产业链
中储能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电站运
营商等相关主体的发展。

欧美等储能市场也实现多点开花。
补贴政策刺激下，多个新市场开启项目规
划建设进程。中金公司则指出，2023年在
高电价及补贴政策加持下，欧洲终端需求
依旧旺盛。除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主要
市场外，比利时、瑞典、西班牙、希腊等国
今年在政策支持下将有多个新项目投建，
预计将于2024年至2026年陆续并网。

另外，欧盟近两年对多个国家地区发
布储能资金补助，比如批准匈牙利11亿欧
元的资助计划，支持该国在大型储能项目
方面的部署。不过，计划同时规定这些储
能项目必须在合同签署后36个月内建成
并投入运营。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奥地
利等也接受了这一资助，这将带动项目起
量，并持续吸引企业投资。

业内人士指出，对光伏企业来说，开
拓储能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具有战略意
义。储能有望成为光伏企业新的利润来
源，在持续变化的能源格局中提供新的盈
利途径。

■玩家涌入竞争激烈

2023 年以来，在各国经济政策、经济
环境、资本偏好、气候条件等外部因素积
极影响下，全球储能产业实现新一轮发

展，加之今年全球储能装机有望再创新
高，储能产业内部不断涌入新生主体和增
量资本，让产业发展趋势也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显
示，仅2023年，进入储能领域的企业数量
超万家。

上述背景下，储能产业拉开竞争大
幕，成本、价格成为考验跨界企业经营能
力的重中之重。而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快
速下降，让竞争更加激烈。截至 2023 年
底，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均价已跌破 10 万
元/吨，与最高 60 万元/吨时相比，价格降
幅超过80%；正极材料与电解液价格降幅
超60%，负极材料与隔膜下跌超过20%，方
形电芯（磷酸铁锂）降幅超51%，储能系统
均价与2023年初相比接近腰斩，甚至出现
低于0.6元/瓦时报价。

中金公司预计，碳酸锂价格延续震荡
下行趋势，产业链竞争加剧，电芯产能加
速出清。上游原材料端，碳酸锂价格今年
持续价格大幅回落，储能电芯成本延续下
降趋势，同时电芯产能供过于求，行业的
激烈竞争将使得明年电芯价格进一步下
探至0.4元/瓦时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储能装机规模
的进一步提升，行业发展成熟度不断提
高，利好政策和补贴支持将逐渐退出市
场。今年以来，欧洲能源价格大幅回落，
大部分地区电价已恢复至 2021 年水平，
政府补贴政策开始收紧。比如意大利将
光伏储能总投资的补贴幅度由 110%降
至 70%以下，这将给企业发展带来更多
不确定性。

全球光伏企业抢滩布局储能全球光伏企业抢滩布局储能
■■本报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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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典范——

16万吨/年
橡胶复合母胶项目开工

本报讯 3月28日上午，辽宁
黑猫复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6
万吨/年橡胶复合母胶项目举行
开工仪式。

据介绍，16 万吨/年橡胶复
合母胶项目，是北京化工大学张
立群院士吴晓辉博士研发团队
与黑猫股份合作的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不仅应用新技术、新工
艺，还拥有自己的核心专利，充
分发挥了炭黑纳米材料补强性
好、分散性好的特性，属于全国
首创。该项目旨在为轮胎行业
提供更高性能的产品，降低工人
劳动强度，减少密炼能耗，提高
密炼车间产能，并可根据轮胎企
业的需求实现定制化生产，制备
高强度、抗破坏、耐疲劳的高性
能轮胎和橡胶制品，是推动橡胶
轮胎产业向价值链、供应链高端
迈进的代表。

自 2018 年开始，北京化工大
学张立群院士、吴晓辉博士研发
团队与企业从工艺设计、配方开
发和新装备设计制造等方面深
入合作，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
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制
备出的母胶易混炼，节能 30%以
上，具有高补强、高伸长、低滞后
损失等优势。采用母胶制备出
的橡胶制品和轮胎在使用过程
中，可实现从原材料到制品全链
条节能减碳。

16 万吨/年橡胶复合母胶项
目的顺利开工，是橡胶行业和轮
胎行业的大事，也是黑猫股份
产学研合作的典范，为行业带
来更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和模式创新。与此同时，北京
化工大学张立群院士吴晓辉博
士研发团队和黑猫股份联合研
发的湿法母胶在继全钢胎应用
之后，在工程车轮胎（OTR）应
用中也取得重大突破。采用湿
法 母 胶 制 备 的 第 一 条 型 号 为
16.00R25 的 OTR 工程胎正式成
功下线，这标志着黑猫股份湿
法母胶项目顺利完成了在 OTR
体系中的应用研究目标。通过
产品开发设计、性能优化、用户
端配方设计、工艺调试、产品试
制等工序，湿法母胶在 OTR 应
用中正式步入量产阶段。在实
际运用中，湿法母胶具有高耐磨
性、高强度、低滞后、低生热的特
性，可提高工程胎耐刺扎、抗崩
花掉块性能，同时避免温升较高
等问题出现，大幅提高 OTR 使
用寿命。 （李远）

中国风电整机出海势头足中国风电整机出海势头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丽旻李丽旻

近日，市场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
发布2023 年全球风电整机制造商新增装
机容量排名，中国风电整机商囊括前十中
的六个席位，金风科技和远景能源分列第
一、第二。全球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的
当下，中国风电整机商市场份额正也在不
断上涨，除了有强劲的中国本土市场作为
支撑，2023年中国整机制造商在海外市场
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1.7吉瓦。面对全球
风电整机市场竞争，业界普遍认为，相对
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让中国风电整机企业
迎来更大出海机遇，海外市场订单规模增
长可期。

■■市场份额不断攀升

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显示，2023年全
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18吉瓦，相较于
2022年增长36%。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
107吉瓦，同比上升37%，海上风电新增装
机 11 吉瓦，同比上升 25%。其中，中国风
电市场引领全球风电装机增长，新增装机
容量达到77吉瓦，除中国外的风电市场在
2023年新增装机容量同比上升8%。

全球风电市场扩张的同时，中国风电
整机商市场份额也正逐年上涨。数据显
示，在新增装机容量排名前五的风电企业
中，金风科技以16.4吉瓦的新增装机容量
蝉联全球第一，远景能源则以15.4吉瓦新
增装机容量超过维斯塔斯和通用电气，从
2022年的排名第四跃居第二。此外，运达
股份、明阳智能排名第四和第五，维斯塔斯

成为唯一进入前五的欧洲整机制造商。在
前十榜单中还有三一重能和东方电气，至
此，中国企业占据了全球前十的六个席位。

从细分领域来看，中国企业在海上风
电市场也迎来突破。数据显示，在海上风
电市场，中国整机制造商明阳智能2023年
新增海上风电装机近3吉瓦，同比实现翻
番，超过去年榜首的维斯塔斯，首次成为年
度全球最大海上风电机组供应商。

■■国际业务快速增长

中国风电整机制造商订单规模的增长
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本土市场的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张。彭
博新能源财经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整
机制造商在海外的新增装机容量为1.7吉
瓦，项目订单遍布在全球20个市场，其中
包括五个欧盟成员国，去年中国整机制造
商实现装机的海外市场数量是 2018 年的
近三倍。

该机构统计称，金风科技在2023年实
现了748兆瓦新增装机订单，远景能源则以
561兆瓦海外市场新增装机容量位列第二。

实际上，中国风电出海的势头从各大
风电整机商财报中可见一斑,海外业务营收
份额也出现明显上涨。金风科技在其最新
公布的2023年业绩报告中公布了最新出口
数据，2023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中国际销售
金额达到78.4亿元，与2022年相比同比增
长 幅 度 高 达 82.9%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15.54%。截至去年底，该公司在北美洲、大

洋洲、亚洲（除中国外）及南美洲的装机量
均已超过1吉瓦，销往海外的风电机组占中
国风电机组出口总量的比例接近50%。

运达股份也在其 2023 年半年报中披
露，报告期内海外订单增速迅猛，新增订单
容量超 1吉瓦，占新增订单比例 11%，同
比增长412.73%。

■■海外订单持续落地

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论是从技术水平
还是市场规模上，海外风电整机巨头对中
国风电整机商的传统优势正逐步缩小，而
中国企业现有的成本优势更可能为中国企
业带来更多机遇。彭博新能源财经指出，

得益于快速的成本下降，价格优势为中国
风机出口创造了机会。根据彭博新能源

《风机价格指数》报告，中国向海外市场出
售的风电机组价格相较于其他制造商低
20%左右。

与此同时，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势
之下，全球风电装机需求有望不断增长，
中国风电整机企业出海也有望开拓更大
空间。

运达股份表示，2023年上半年公司已
在东欧、东南亚、中亚等区域获取订单，且
已启动与国外大型能源集团的合作，未来
将坚持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南美、非
洲等区域为主攻市场，加速全球战略布局，
加大海外新业主开拓力度，提升海外订单

规模，打造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点。金风科
技也在业绩报告中披露，该公司已在亚洲、
非洲、南美洲、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项目签约，同时海外项目交付能力及效率
也在不断提升，助力阿联酋、埃及等国家实
现风电项目“零突破”、单体最大项目或单
机容量最大机组突破。

行业研究机构信达证券则指出，根据
全球风能理事会数据，2026年开始欧洲地
区陆上和海上风电领域均存在产能不足的
风险，中国企业或将迎来欧洲地区的出海
机遇。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国内风电
产业链多数企业均在探索出海业务，应
关注到海外市场可能出现的国际贸易壁
垒，提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对局势加强
研判，根据自身需求及时调整生产经营
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