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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国家&ldquo;双碳&rdquo;目标确立，能源结构调整加快，新能源发电的装机量不断增加

，与之相应的储能需求也日渐攀升。2022年4月，国家能源局和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了

《&ldquo;十四五&rdquo;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其中提到针对电网削峰填谷、集中式可再

生能源并网等储能应用场景，开展高功率液流电池关键材料、电堆设计以及系统模块的集成

设计等研究，研发钠离子电池、液态金属电池、钠硫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储能型锂硫电

池、水系电池等新一代高性能储能技术。开展GWh级锂离子电池、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和高功率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系统设计与示范。2022年6月底，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防止

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年版）（征求意见稿）》，对电化学储能电站的选

址和布局做了明确要求，对电化学储能可用的电池技术种类做了限定，明确将三元锂电、钠

硫电池踢出了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的可选方案。储能作为一种大型公共设施，安全性永远是底

线，因此具有本征安全性的水系液流电池将在中大型电化学储能中真正发挥其优势。2022年8

月11日，工信部公示《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技术）目录》，同时

提出鼓励和引导工业企业改善电能质量，加强用电设备改造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用能效

率和需求响应能力。本批目录共包括种移峰填谷类等共41项产品技术列入其中。其中储能相

关包括宽温镍氢电池、AES系列储能双向逆变器、储能电力负荷平衡系统、全钒液流电池储

能电站、移动储能多功能电源车、兆瓦级削峰填谷及应急用电储能系统等共八项。

&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我国全钒液流电池将迎来非常好的大规模推广时机。随着各地全

钒液流电池储能示范项目落地并获得技术验证，未来5年内预计将是全钒液流电池从成熟走向

推广的重要窗口期。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钒电池市场深度分析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

钒电池的相关概念和原理，其次分析了钒电池市场发展情况以及钒电池上下游产业链情况，

接着分析了钒电池技术研究进展，并对重点企业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钒电池的市场投资和前

景趋势进行了深度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

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钒电池产业有个系统深入

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钒电池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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