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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9 月底，中国已建成新型储能装
机总规模超过 5800 万千瓦，成为电力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第七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同期举行的
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新型储能驱动
未来能源变革”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任京东公布了一组最新数据，“新型储能
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促进了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投资就业，已经成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之一。”

“双碳”目标指引之下，风光发电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以锂离子
电池、抽水蓄能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型
储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新型电力
系统中的“超级充电宝”，也成为推动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一大动力。

■■ 新型储能发展成果丰硕

“我们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由化石
能源走向新能源的绿色转型。”中国工程院
院士黄震表示。“风光”无限好，据国家能源
局数据，截至 2024 年 9 月底，中国新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 12.5 亿千瓦，提前 6 年完成了
12亿千瓦的目标。

但不容忽视是，高比例新能源大量接
入也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新挑
战，迫切需要加速发展以新型储能为代表
的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党委

书记、副院长陈文开指出，新型储能是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是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能源
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

从技术创新方面来看，新型储能技术
正不断涌现，呈现百花齐放态势。据了解，
今年以来，中国有多个 30 万千瓦装机规模
的压缩空气储能、10 万千瓦级装机规模的
液流电池储能以及单体兆瓦级的飞轮储能
项目落地，同时钠离子电池储能项目也接
连落地实施，更有多个构网型储能项目开
展验证。

任京东表示，从调度运用方面看，新型
储能调度运用水平持续提高，新型储能调
节作用不断增强。从发挥的功效来看，随

着装机规模的增加，新型储能促进新能源
开发消纳和提高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水平的作用逐步增强，有效服务能源安全
保障。

■■ 革新不断迭代加速

“近年来，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在技术装
备研发、示范项目建设、商业模式探索、政
策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市场应
用规模稳步扩大，对能源转型支撑作用愈
发显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成为推动能源行业产业升级的
重要力量。”陈文开进一步指出。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中，可以
看到不断涌现的电池领域新产品。七赴进
博之约的艾默生推出了最新绿色能源自动
化方案和锂电池生产自动化方案；霍尼韦
尔推出了包括储能电池热管理、储能消防
与热失控探测、电池储能系统与先进控制
技术等数款产品与解决方案，可用于新能
源汽车、商业和工业运营、电力生产、公共
事业等多个领域。

艾默生亚太区副总裁 Brian Joe 强调，
当前市场对储能设备的要求不仅要更安
全、更可靠，还需要更具经济性和便捷性，
借助最新自动化技术可让储能产品更加符
合市场需求。

在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教授斯坦
利·惠廷厄姆看来，电池是目前最具灵活性
的储能解决方案，尽管全球锂资源分布存
在不均，但本地化供应链可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电池供应难题。面向未来，更环保、更
安全、更具性价比将是储能电池发展的三

大方向，技术的不断创新将带来更好的解
决方案。

■■ 多维度应用谱写绿电新篇

“历次工业革命都与能源革命紧密相
连，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
发展正在推动成为智能时代到来，数字经
济发展靠算力，算力发展靠能源。”陈文开
指出，“新型储能发展前景广阔，储能技术
迭代进步将有效促进能源生产消费开放共
享，实现多能协同，支撑能源互联网建设，
促进能源新业态发展，为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黄震看来，电制燃料有巨大发展前
景。“要实现电力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三个
替代’必不可少：一是绿电替代，用绿电代
替化石燃料发电，二是用绿色燃料替代不
可再生的石油燃料，三是用绿色原材料替
代不可再生的原材料，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来可以把越来越多不能上网的绿电制成
燃料储存下来，也就是‘电制燃料’，既可以
把难以消纳的风光资源制氢、制氨、制醇
醚、合成燃料等实现存储，也可推动燃料脱
碳乃至下游交通航运业脱碳。”

中国科学院应用超导重点实验室主
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储能技术研究
部主任肖立业则强调了物理储能的重要
性。“从技术路线来看，物理储能具有较大
的优势，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都可以通
过一定的改进手段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同
时物理储能也能够用于储热，随着技术不
断发展，成本还将持续下降，这也将为未来
储能市场提供补充。”

““超级充电宝超级充电宝””驱动未来能源变革驱动未来能源变革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就在几周前，一批装载有绿色甲
醇的锅炉在青岛交付，这也是全球首批
甲醇燃料锅炉。这一绿色甲醇锅炉在
中国制造，能够帮助航运业脱碳，这正
是国际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
最新案例。”在 11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
能源低碳创新发展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瑞典阿法拉伐东北亚区总裁唐沐屾
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这一大市场投放最前沿的科技
产品，正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我们
的贡献。”

谈及新质生产力，“绿色”和“创新”
是与会人士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当
前，绿色化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中最富前景的发展领域之一，第
七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以 下 简 称

“ 进 博 会 ”）正 是 为 能 源 企 业 的 深 化 沟
通交流提供了舞台。与会人士普遍认
为，科技创新、合作共赢正是实现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路径，新质生产力的
培育也将是驱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动力。

■■ 体现绿色创新发展理念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
任务和系统工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副局长、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副总裁吴
政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

在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原主席赵华林看来，“双碳”目标的达成
不仅包括能源转型，还将包括低碳及负
碳技术等，这都需要建立在科技创新的
基础之上。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能够体现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同时要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 放 成 为 必 由 之 路 ，共 享 成 为 根 本 目
的。”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罗
蓉表示。

赵华林进一步指出，“双碳”领域未
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一
个新竞争领域、赛道。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的融合
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强大动力。

■■ 实现合作与共赢

聚焦新质生产力在绿色可持续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与会人士以及企业专家
就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如何构筑绿色
可持续未来做出了最新展望。

合作便是一大共识。“能源转型需要
广泛合作，进博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阿法拉伐有 142 年历史，而过去 7 年达
成的合作比此前都要多，未来还将和中
国企业达成更多合作，共同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唐沐屾介绍。据了解，在
本次进博会期间，阿法拉伐携全球新品
高能效半焊式板式换热器 T25 系列亮
相，可满足绿氢规模化生产、可再生储
能应用等多场景需求。

“尽管存在一些挑战和分歧，但在
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合作，将为两国双
边关系创造巨大机遇，更为商贸创新提
供更多新机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合作，可以为改善美中双边关系创造巨
大机遇。”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
参赞王勇安也在致辞中表示，“共同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将成为两国合作的契

合点，为商业和贸易创造新机会，同时
也将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一同实现解
决气候危机这一重要目标。”

唐沐屾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对于
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易事，但中国
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作为一家瑞典企
业，阿法拉伐正期待在中国宏大发展前
景中发挥作用。

■■ 新动能推动新增长

前沿科技走进中国，中国技术也在
走向世界。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
访时，住友电工中国区销售董事总经理
武尾敬三指出：“从各个方面来讲，中国
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经济发展迅
速 ，现 在 这 一 市 场 的 标 签 已 经 不 只 是

‘大’，更是科技导向，在诸多科技领域实
现领先。借助交流合作，企业能够从中
学到更多经验和技术。”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一
张来之不易的“成绩单”：41 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有 39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
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6%，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2.7 个
百分点。

吴政平表示：“本届进博会聚焦新质
生产力发展，继续秉持零碳、智慧和创新
的主题，重点关注工业领域的新能源、半
导体和生物医药等产业。要加快形成体
现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加强与
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努力促进中外企
业在能源、工业、医疗、汽车、智能等领域
的深化交流，为广大企业抢抓新质生产
力发展机遇，提供更好服务。”

第三届能源低碳创新发展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第三届能源低碳创新发展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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