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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储能技术应用于电力工业从2010年开始正式起步，各大部委和两大电网公司的研究课题、试

验项目、示范项目集中，目前中国储能示范工程/项目针对提高大容量新能源发电接入能力的

应用，主要通过抑制爬坡、跟踪日前调度计划出力以及功率控制等措施实现;为提高输配电及

用电侧供电可靠性，通过解决输电线路容量阻塞、变压器峰值负荷与功率流控制、用电侧负

荷与电能质量管理以及动态稳定性等实现;在提升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运行能力方面，通过提

升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的功率控制、能量管理、运行稳定性以及分布式发电设备的有序并网

等实现;在辅助服务中，主要用于调频、调峰、旋转备用与黑启动等。在提高大容量风电场或

光伏电站接入能力的应用中，受资助示范项目的功能目标聚焦在应用储能技术解决新能源间

歇性问题，验证其提高新能源并网接入能力以及转移新能源发电量的能力等方面;提高输配电

及用电侧供电可靠性的应用中，受资助示范项目的功能目标聚焦在验证变电站内储能技术应

用的目标，平衡电网功率和整合新能源，以及应对岛上电力短缺与过剩等;在辅助服务应用中

，受资助示范项目的功能目标聚焦在验证频率调节服务中模块化和可移动的存储方案，以及

调峰等。

截至2015年12月底，大陆地区电力储能(不含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和储热)累计装机规模

达105.2MW，涉及136个项目(包括建成、竣工、投运和在建)。

在现行的能源政策和电力市场框架下，近期储能扶持政策仍将主要围绕在智能电网、可再生

能源发电、分布式发电及微电网、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及电动汽车领域。现行的上网端峰谷电

价对储能发展的激励作用有限，而大工业用户的两部制电价鼓励用户错峰用电的电力管理需

求，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储能产业的发展。

储能列入&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百大工程项目，首次正式进入国家发展规划。同时，储能

行业&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等相关政策亦已开始编制，后续有望陆续出台。预计&ldquo;

十四五&rdquo;期间储能将成为国家相关科技计划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科技经费将持续支持

储能的前沿技术、示范应用及对商业模式的探索。新一轮的电改，特别是电价改革和用电侧

的开放政策，都将为储能开拓出新的增长点。

&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中国储能工程的重点领域是：发电侧&mdash;&mdash;可再生能

源;输配电&mdash;&mdash;移峰填谷、无功和电压支撑;用电侧&mdash;&mdash;电力应急、微

网和新能源汽车;重点区域：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区域和边远无电地区及海岛等。

在各细分应用领域中，储能市场将率先在公用事业领域发力，由输配侧向用户侧，甚至户用

储能的渗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于我国分布式微电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较国外差距

较大，绝大多数储能装机重点在输配侧，用户侧家庭/社区分布式自发电储能发展较缓慢。可



以预见，到2020年中国储能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其中占比最高的两大领域为风光电

站配套储能和分布式发电及微网储能，其次还包括新能源汽车储能以及充电站市场、通信基

站储能、军事装备及基地、政府机构、偏远地区微网等。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电网储能市场评估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报告中的资料

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

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

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

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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