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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于2020年正式作出“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承诺。大力发展风光等新

能源是实现“3060”的重要抓手，由于新能源资源禀赋和需

求存在空间差异，同时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配置储能的重

要性日渐加强。在市场需求旺盛、政策支持推动、技术迭代

更新的大背景下，企业纷纷跨界入局储能万亿赛道。



市场层面，储能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趋势下的必然

需求

国家能源局预计，到2025年我国风光发电量占比将从现在的10%左右提升到16.5%。可再生能源发电渗

透率越高，平衡电力系统的负荷需求越大，所需储能时长越长。

截止2021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的装机规模已超过4GW。根据政策，保守估计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

容量达到30GW以上，这意味着2022年至2025年期间，储能将保持年均65%以上复合增长率持续高速

增长。

市场、政策、技术端共同助力，
发展储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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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位置：新能源电站旁

• 主要场景：

- 解决新能源弃风弃光

- 平滑新能源输出曲线

- 备用容量参与辅助服务

• 安装位置：工商业园区及户用

住宅

• 主要场景：

- 提高自发自用比例

- 峰谷价差套利

- 容量电费管理

- 提升供电可靠性

发电侧 电网侧 用户侧

• 安装位置：大型火电站旁，电网旁

• 主要场景：

- 参与电力系统辅助服务（调峰

调频等）

- 节约电网投资

资料来源：派能招股说明书，案头研究，思略特分析

图一：储能应用主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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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储能行业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2021年储能产业政策密集出台，尤其鼓励电化学储能等新型储能技术实施发展。2021年7月，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实现累计装机

30GW的发展目标。各地基于区域能源发展的切实需求以及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相续发布十四五

储能发展目标。

2021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

模的通知》，要求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率15%的挂钩比例（时长4小时以上，

下同）配建或购买调峰能力，按照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或购买的优先并网。

图二：各省市新能源电站储能配置比例

山西 山东 江西河北 河南 天津

5-10%

浙江 江苏 安徽 福建 内蒙古陕西 甘肃

10-20%

辽宁 宁夏

10-15%

湖南 湖北 广西 海南

10-15%

10-15% 10-15%

8-10%

10-15%

10-20%

15% 5-15%

15-20%

青海

资料来源：各省市十四五规划文件，北极星储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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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面，各类储能技术百花齐放，共同服务不同场景下

的储能需求

2022年3月21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于正式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推

动多元化技术开发。开展钠离子电池、新型锂离子电池、铅炭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氢（氨）储

能、热（冷）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和集成优化设计研究，集中攻关超导、超级电容等储能技术，

研发储备液态金属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金属空气电池等新一代高能量密度储能技术。

在新型储能技术中，锂电池是主导技术发展最为成熟，钠离子电池制造工艺与锂电池相似，可以沿用锂

电池生产线，且理论成本更低，有望成为锂电池的补充。此外，出于长时间储能需求和安全性的考虑，

多种长时储能技术开始崭露头角，包括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电池、氢储能、重力储能等等。

图三：储能技术发展阶段

研发阶段 示范应用阶段 大规模商业化阶段

超导磁

超级电容

压缩空气
（新型） 钠离子电池

氢气储能技术

熔盐储热

飞轮储能

压缩空气
（传统）

液流电池

锂离子电池

铅酸电池

抽水蓄能

含成本因素制约的商业化进程

发展成熟度

资金需求量

资料来源：CNESA，案头研究，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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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企业
跨界入局储能万亿赛道

如何发挥与自身的协同效应以及如何选择技术路线是企业

跨界储能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从协同效应的角度出发，根据各企业的能力禀赋，可归纳出以下四种与储能产业的协同方式，分别是技

术协同、客户资源协同、应用场景协同、核心资源协同。

协同方式

技术协同 • 自身业务深耕的技术领域与储能系统相关技术相通，例如光伏的逆变器与储能的变流器

客户资源协同 • 自身业务与储能有相同的目标客户，可共享销售渠道

应用场景协同 • 作为新能源风光电站投资企业，或作为高能耗用能企业等，本身有储能应用需求

核心资源协同 • 具备产业链中核心资源，如上游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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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电池：市场已经较成熟，在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均已

有相对成熟应用的储能技术，核心在于拿单能力。一部分能源企

业，如自身拥有风光或者火电资源，天生具备应用储能的场景，

跨界储能为自有场景服务；一部分企业，主营业务的核心客户即

能源企业，利用自身的客户资源，从系统集成商切入储能。

• 液流电池：技术较为成熟，尤其是全钒液流电池，早在2007年前

便有首个示范项目运行。当前发展的其中一个瓶颈是原料钒的供

应不稳定性以及价格波动，因此跨界全钒液流电池的常见方式是

原料商直接跨界，或者与原料商合作共同跨界。

• 氢储能：氢储能在长时间、跨区域储能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保障

电网平衡。氢储能转化过程为“电-氢-电”，“电-氢”可再生能

源制氢相较于其他传统化石能源制氢成本较高，目前仍处于试点

应用阶段。国内多家光伏企业凭借上游可再生能源资源，通过争

夺大订单、加快技术升级、积极扩产等几方面在可再生能源制氢

环节占据一席之地。“氢-电”环节与氢燃料电池原理相似，多

家燃料电池企业正推进燃料电池在电站储能领域应用，技术成熟

度尚待验证。

• 其他新型储能技术：例如钠离子电池、重力储能、飞轮储能、压

缩空气储能等新型储能技术，目前还没大规模应用，处于实验室

阶段或者小规模示范应用阶段，因此跨界新型储能技术一方面通

过小股权参与技术孵化，另一方面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在中国落地

示范项目，提前布局各自判断的未来具有吸引力的新型储能赛道。

结合储能的各类技术路线，根据观察，由于不同技术路线所处阶段

不同，产业链各端议价能力不同，因此企业在进行跨界储能的实践

过程不尽相同，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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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跨界储能企业列举示意

技术协同 客户资源协同 应用场景协同 资源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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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格不包括所有跨界储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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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锂离子电池中，系统集成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一方

面集成水平直接影响项目盈利性，另一方面直接接触下游客

户，跨界企业大都从系统集成切入，同时根据自身能力，延

伸布局上游环节

• 技术协同：能源管理系统（EMS）是储能系统与应用场景连接的核心，对系统集

成商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凭借自身电力电子控制技术、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等，重

点研发能源管理系统及储能变流器，提升系统集成业务竞争力。

案例：某电站及泵站自动化控制设备市场龙头

2017年该企业通过收购锂电池设备企业，正式涉足锂电领域，并凭借在电力行业

多年的系统控制技术优势，向储能上游和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已具备自

主研发的EMS能量管理系统和储能变流器（PCS）等产品，其储能PCS装机规模

达到国内前十、电网侧储能指标已布局超过1.2GWh。

• 客户资源协同：主营业务积淀的核心客户资源与储能客群具有重叠，可利用现有

销售网络。

案例：某民营电力设计企业中的龙头

该企业在电力全产业链多范畴具有一级资质，与国网、上海电气等大型发电集团

有长期稳定合作并累积了丰富电力EPC项目经验。基于此客户资源，该企业凭借

储能电站EPC项目切入储能，并与储能各细分龙头，如宁德时代、中核钛白、索

英电气等合作合资发展储能系统集成及探索下游应用场景。

• 应用场景协同：跨界企业发展初期较难直接获取项目，具备自有场景探索储能应

用，有助于跨界系统集成商积累项目经验及培育有竞争力的集成系统。

案例：国内综合能源类企业，从事煤炭及电站运营

该企业利用自身火电厂资源，率先探索建设火电侧储能项目，帮助企业自身累

积储能应用经验。此外，该企业与某资产管理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布局储能

产业，发展储能系统集成能力和探索储能多技术路线，包括投资建设抽水储能

项目、收购上游钒矿资源发展全钒液流电池、投资压缩空气储能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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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二：液流电池中，国内已掌握全钒液流电池技术核心技

术，主要受限于上游钒价波动高，因此掌握上游钒金属资源

的企业在产业链中拥有话语权，通常利用自身资源开发钒电

解液，并与电池企业合作进一步向下游延伸

案例：全球钒制品龙头

该企业利用上游核心原材料优势，与全钒液流电池电堆及系统集成商四川伟得力

成立合资公司，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金属钒冶炼及钒电解液制造、全钒液流电

池储能系统设备制造、新能源及储能电站建设等。

观察三：重力储能、熔岩储热、飞轮储能、空气压缩、氢储

能等技术，目前仍处于示范应用阶段，产业链发展相对不成

熟，企业需要从示范应用入手，一方面通过项目带动设备和

技术的迭代优化，另一方面以示范项目打响品牌，抢占一席

之地

案例：国内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龙头

该企业于2019年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发展氢能业务，并与大连化物所合作，共同成

立PEM电解制氢技术联合实验室。该企业从项目和设备技术研发同步切入制氢市

场，在氢能领域已形成制氢整流电源、制氢装置、制氢整体解决方案等产品，并

先后在山西、吉林、山西、内蒙古等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建设，通过

项目带动制氢设备和技术的迭代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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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体裁衣，方可在储
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十三五”期间，储能受限于为新能源配套的身份，仍然以纯政策

推动为主，商业模式仍然不明确，但系统成本的快速下降为之后的

商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示范性项目的落地证明了储能在主要

应用领域的功能和价值。

“十四五”期间，政策逐步明确储能可以电力系统独立身份参与中

长期交易、现货和辅助服务等各类电力市场，明确了储能独立市场

主体地位，将成为一条独立的赛道。商业模式也将从之前的火储联

合调频以及用户侧储能，逐步转向独立储能、共享储能等更多元化

的商业模式。

对于考虑跨界进入储能的企业而言，单纯通过财务投资进行布局当

然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对于想实际参与到储能的企业而言，不仅

需要对各类储能技术的产业链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需要结合自

身的资源禀赋，设计一条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跨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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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略特是一家定位独特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专注于协助客户成就

美好未来：根据客户的差异化优势，为其量身定制战略。

作为普华永道网络的一员，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构建核心成长的

致胜体系。我们将远见卓识的洞察与切实的专业技能相结合，帮助

客户制定更好、更具变革性的战略，从始至终，一以贯之。

作为全球专业服务网络中的唯一一家规模化的战略咨询团队，思略

特结合强大的战略咨询能力与普华永道顶尖的专业人士，为客户制

定最合适的战略目标，并指引实现目标必需做出的选择，以及如何

正确无误地达成目标。

思略特制定的战略流程，足够强大以助企业捕获无限可能，确保务

实并有效地交付。正是这种战略让企业得以顺应今日的变化，重塑

未来。思略特助您将战略愿景变为现实。

更多资讯，请浏览：www.strategyand.pwc.com/cn

http://www.strategyand.pw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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