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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储能行业分析报告-行业全景评估与发展前景研究》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dianli/552704552704.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8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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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优势分析
         （1）储能是优质的灵活性资源

储能指的是在发电端和用电端不一致时，利用化学或者物理的方法将已经产生的能量
储存起来，并在需要时释放，具有灵活的安装方式、高质量的调节能力、环保等多种优势，
是优质的灵活性资源。
储能优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能量的角度分类，目前储能技术主要可以分为热储能、电储能和氢储能几大类，其
中电储能包括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是最常用的储能方式。根据储能时长的不
同，可以将储能的应用场景分为容量型、能量型、功率型和备用型。不同的储能技术适用于
不同的场景。
储能方式分类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储能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用途或盈利方式

在应用场景上，国外机构习惯按照储能系统接入系统的位置分为家用储能、工商业储
能和电表前段储能（包括发电侧和电网侧储能）三类；CNESA则将应用场景划分为5类，包
括：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并网、辅助服务、电网侧、用电侧和电源侧。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
后续分析需要，我们采取目前国内常用的分类方式，把应用场景分为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
侧三类，储能技术安装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用途或盈利方式。
储能在不同场景下的经济性与市场空间
类别
安装位置
用途
经济性
2025年市场空间测算
发电侧
新能源电站
消纳弃风弃光，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
电价在0.3元/kWh以上,设备成本降至100万元/MWh以内，光伏+储能具备明显的经济性
138GWh
电网侧
电站
调峰
测算度电成本0.745元/kWh，仅在部分高报价范围省份（如东北三省)具备经济性
20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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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
调频
测算里程成本3.848元/MW，基本具备经济性以山西为例，1MWh储能系统静态回收期3年
6.9GWh
用电侧
家庭
自发自用错峰用电
仅安装储能:峰谷点差增大后具备经济性光伏+储能:全生命周期内可达到成本优势
70GWh
工商业
自发自用节约容量电费
降低容量电价经济性突出，1MWh设备投资回收期4-5年
43GWh
峰谷套利
峰谷价差高于0.7元/kWh，IRR高于6.64%，具备经济性
12.2GWh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二、劣势分析

现阶段，我国储能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储能多重价值收益尚不明晰、储能技术
创新有待进一步突破、储能项目管理流程需要进一步明确三个方面。
我国储能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机遇分析
          （1）政策支持

2021年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新型
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
发展转变，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指导
意见是“十四五”时期的第一份储能产业综合性政策文件，从市场化发展、技术进步、市场环
境、政策监管等方面做出引导，对行业发展重大利好，预期未来国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破
除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实现储能的市场化发展。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主要内容
举措
内容
鼓励储能多元发展
电源侧：布局一批配置储能的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探索利用退役火电机组的既有厂
址和输变电设施建设储能或风光储设施。电网侧：在电网末端及偏远地区，建设电网侧储能
或风光储电站；围绕重要负荷用户需求，建设一批移动式或固定式储能。用户侧：探索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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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新场景。鼓励聚合利用分散式储能设施，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探索智慧能源、虚拟电厂等多种商业模式。
推动技术进步
推动储能理论和关键材料、单元、模块、系统中短板技术攻关；强化电化学储能安全技术研
究；推动锂离子电池等相对成熟新型储能技术成本持续下降和商业化规模应用;实现压缩空
气、液流电池等长时储能技术进入商业化发展初期;加快飞轮储能、钠离子电池等技术开展
规模化试验示范;探索开展储氢、储热及其他创新储能技术的研究和示范应用
完善政策机制，营造健康市场环境
明确新型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推动储能进入并允许同时参与各类电力市场;鼓励储
能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场;鼓励探索建设共享储能健全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建
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容量电价机制；完善峰谷电价政策健全“新能源+储能”项目激励机制
：可在竞争性配置、项目核准（备案）、并网时序、系统调度运行安排、保障利用小时数、
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考核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提升建设运行水平
完善储能建设运行要求；电网企业应积极优化调度运行机制；明确储能备案并网流程；健全
储能技
术标准及管理体系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各省市也都推出了相关政策文件，对储能配置比例和充电小时数有一定要求，
对新能源项目配置储能从鼓励到要求配置。截至2021年6月，我国已有25个省份发布文件明
确新能源配置储能，青海、新疆、陕西西安三地区推出了地方性补贴政策。有10个省份公布
了储能参与调峰服务的价格文件，鼓励了电网侧储能的发展。
国内部分省份储能相关政策
省份
出台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北京市
2020/8/3
《关于组织申报科技创新（储能）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
在全市已投产电力储能工程（除抽水蓄能）中组织筛选首批科技创新（储能）试点示范项目
陕西
2021/6/22
《陕西省新型储能建设方案(暂行)(征求意见稿)》
陕西省的新型储能建设思路为，以新能源电源侧配置新型储能为发展重点，以“大规模集中
共享式储能”为主要发展模式，通过市场化竞争引入专业储能投资运营商提供优质储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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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新能源企业和电网对优质储能的需求
江西
2020/10/29
《江西省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的通知
鼓励发电企业配置适当规模的储能设施,实现储能设施与发电机组、电网的协调优化运行。
安徽
2020/7/28
《安徽省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
通过能源互联网、新能源微电网、充电设施、储能设施、配电网升级改造等建设，提高源网
荷储协同调控能力，探索、推广多方共赢的需求响应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协同模式。
湖北
2020/6/8
《关于开展2020年平价风电和平价光伏发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的通知》
风储项目配备的储能容量不得低于风电项目配置容量的10%，且必须与风电项目同时建成投
产,以满足储能要求。在项目配置中,对接人同一变电站的风储与光伏发电项目优先配置风储
项目
湖南
2020/4/8
《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
2020年拟新建平价项目,单个项目规模不超过10万千万,鼓励同步配套建设储能设施
新疆
2020/5/21
《关于开展发电侧光伏储能联合运行项目试点的通知》
在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南疆四地州布局不超过350MW光伏储能联合运行试点项目,储能
系统原则上按照不低于光伏电站装机容量15%，且额定功率下的储能时长不低于2小时配置
西藏
2019/8/14
《关于申报我区首批光伏储能示范项目的通知》
优先支持拉萨、日喀则、昌都已建成光伏电站侧建设储能系统,规模不超过200MW/1GWh。
鼓励在阿里地区建设20MW光伏+120MWh储能项目
内蒙古
2020/3/26
《2020年光伏发电项目竟争配置方案》
优先支持光伏+储能项目建设，光伏电站储能容量不低于5%，储能时长在1h以上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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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7
《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通知》
优先支持配置储能的新增平价风电项目
山西
2020/12/25
《山西省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
独立储能可参与辅助服务，电力用户拥有储能或参加特定时段需求侧响应而产生的偏差电量
由电力用户自行承担。
吉林
2020/4/27
《吉林省202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形目申报指导方案》
大力支持为落户吉林储能、氢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装备制造业等有带动作用的项目
辽宁
 
《辽宁省风电项目建设方案》
优先考虑附带储能设施,有利于调峰的项目
青海
2021/1/18
《关于印发支持储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新建新能源项目配置储能比例不低于10%、储能时长2小时以上。并对储能配比高、时间长
的一体化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山东
2020/6/5
《关于2020年拟申报竟价光伏项目意见的函》
储能配置规模按项目装机规模20%考虑,储能时间2h，可以与项目本体同步分期建设
江西
2021/3/19
《关于做好2021年新增光伏发电项目竞争优选有关工作的通知》
规定了新增光伏发电项目与储能设施配比比例
江苏
2019/12/9
《江苏省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规则(试行)》
分布式发电项目采取安装储能设施等手段,提升供电灵活性和稳定性
广东
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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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培育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年)》
推动电网侧储能布局，推进电源侧火电联合储能和“可再生能源+储能”发电系统建设
广西
2021/1/7
《“两湾”产业融合发展先行试验区(广西·玉林)发展规划(2020—2035年)》
以建设70万吨锂电新能源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为重点,对接大湾区新能源汽车储能材料产业
，围绕储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重点发展大容量长寿命储能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
等。
福建
2020/7/22
《“电动福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推进一批风光储一体化、光储充—体化和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大力推动储能商业化应用
贵州
2020/11/24
《关于上报2021年光伏发电项目计划的通知》
鼓励风光互补、火光互补、水光互补等联合送出,鼓励区域内多家项目单位多个项目打抱联
合送出,提升消纳能力;且在送出消纳受限区域,计划项目需配备10%的储能设施
河北
2020/9/25
《关于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科学有序发展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有序推进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编制实施方案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双碳目标下新能源发展，创造新的储能需求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
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了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新能源发电技术受
益于其零排放的优势，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发展储能是可再生能源加速渗透的必由之路，因
此新能源发电的发展将带动储能行业发展。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28153万千瓦，较上年同比增长34.03%；202
1年H1，我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29192万千瓦，较上年同比增长34.7%。
2016-2021年H1我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20年，我国风力发电量为4146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比增长15.89%；2021年H1，我
国风力发电量为2819.2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比增长26.6%。
2016-2021年H1我国风力发电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2.53亿千瓦，较上年同比增长24.02%
；2021年H1，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2.68亿千瓦，较上年同比增长35.58%。
2016-2021年H1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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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光伏发电量为1420.98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比增长21.23%；2021年H1
，我国光伏发电量为858.22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比增长9%。
2016-2021年H1我国光伏发电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3）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动储能进一步发展

储能发展离不开电力市场化改革。伴随着我国电力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电价政策也
随之调整，并在价格机制调整、售电市场放开、直接交易和辅助服务市场试点建设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这正在为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和新增价值收益点铺平道路。
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历程
阶段
时间
具体情况
市场化改革探索期
1996-2002年
1996年出台的《电力法》赋予电力企业作为商业实体的法律地位。从1998年开始,我国尝试
在电力行业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并确定山东、上海、浙江及东北的辽宁、吉林
、黑龙江6个电网为首批“厂网分开�蒋��問䴰��　　ぞ琀��煎���眰�奬当�㕏�㕒魞�
场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行。通过各试点单位的市场化运作,以期在发电侧引入市场机制,竞价上
网,并积累经验,逐步向完善的电力市场靠近。
开放发电侧竞争，打破垄断格局
2002-2015年
2002年，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5号文)，标志着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正式开始
。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家辅业集团（后整合为2个），
发电环节产业集中度大幅下降，国家电力公司独家垄断的电力市场格局被初步打破。同时通
过在发电侧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建立了发电侧企业竞价上网的竞争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长
期以来电力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但也造成了发电行业整体产能过剩。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2015年-至今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
)，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开始。电改的基本原则和重点是区分竞争性和垄断性
环节，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开展有效竞争，培育独立
的市场主体，着力构建主体多元、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电
价机制，竞争有序的电力交易格局。现阶段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距离一个
成熟运行的电力市场还有很大差距。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4）5G建设逐步加速，储能电源需求猛增

我国5G建设逐步加速。储能电源作为通讯基站备用电源以及调峰调频电源，在5G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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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推进的背景下订单增速迅猛。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5G基站13万个，相应新增储能
需求约为1.9-3.1Gwh，2020-2025年将会是5G建设的高峰期，到2025年预计累计新增基站
数493万台，对应“十四五”储能合计空间为59-98GWh。
2020-2025年我国5G基站储能需求预测
项目
2019年
2020年E
2021年E
2022年E
2023年E
2024年E
2025年E
新增数量(万个)
13
70
110
120
90
50
40
累计基站数量（万个)
13
83
193
313
403
453
493
单个基站电源需求下限（KWh)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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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单个基站电源需求上限（KWh)
24
24
24
24
24
24
24
新增储能需求增长量下限（GWh)
1.9
10.1
15.8
17.3
13.0
7.2
5.8
新增储能需求增长量上限（GWh)
3.1
16.8
26.4
28.8
21.6
12.0
9.6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四、威胁分析
          （1）成本威胁

从储能系统成本构成来看，目前电池成本约占60%，PCS占比20%，BMS占比5%，E
MS占比5%-10%，其它配件5%。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持续的降成本是行业面临的长期挑
战。从产业链来看，储能系统集成位于产业链中游，成本下降一方面依托于上游原材料的降
本增效，另一方面则通过系统结构的设计优化。
储能系统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安全问题威胁

储能的整体安全性包括电气安全、火灾安全、化学安全和机械安全等多项内容，不同
储能形式所对应的安全风险不同。储能业界人士称，如果投资者更在意的是价格和成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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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对产品的风险控制和安全就有可能被稍稍忽视。从国外的储能电站事故分析来看，事故
一般伴有监管缺失的问题。
不同储能形式所对应的安全风险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zlj）
          （3）储能政策体系需进一步细化

尽管我国储能行业相关政策相继出台，但仍需要进一步细化产业政策助力储能市场发
展，推动我国储能行业的商业化进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储能行业分析报告-行业全景评估与发展前景研究》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
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
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
息咨询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
行业协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
信、中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
分析法、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
分析师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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