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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型储能持续快速发展，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末，全国已建成投运新

型储能累计装机较 2023 年底增长超过

12%，同比增长超过 210%。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

司副司长边广琦在 4 月 29 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披露上述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 3530

万千瓦 /7768 万千瓦时（即最大充放

电功率 3530 万千瓦 / 储能容量 7768

万千瓦时）。

“新型储能”一般指除抽水蓄能之

外的电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压

缩空气储能、熔融盐储能等。锂电池作

为电化学储能，是当下新型储能最主流

的技术，边广琦指出，从储能时长看，

全国新型储能项目平均储能时长 2.2 小

时，储能时长 2 ～ 4 小时的项目装机

占比最高，达到 74.6%；4 小时以上

的储能项目仅占 12.5%。

国内新型储能装机增长迅猛，
低利用率待解
文 | 卢羽桐，陈曜宇

由于锂电池储能时长仅在 2 ～ 4

小时，储能时长较短，因此目前锂电池

储能项目的利用率偏低。据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数据，2023 年电化学储能平

均运行系数0.13，即日均运行小时3.12

小时、年均运行小时 1139 小时，平均

利用率仅 27%。

对于此问题，边广琦表示，新型储

能科学合理调用、利用率提高的前提是

明确调度管理范围，国家能源局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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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

网和调度运用的通知》，从管理措施和

技术要求两方面入手，要求电力调度机

构科学确定新型储能调度运行方式，规

范接入技术要求，新型储能接入系统应

符合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求，所有

调管范围内的新型储能应具备按照调度

指令进行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自动调节

的能力等。此外，国家能源局还鼓励存

量电站改造，加强新技术研发应用。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高波

动性，对电力系统稳定供能造成风险，

因此需要储能辅助电力储存和消纳。国

内各省陆续对新能源项目上网提出配套

储能要求，业内称之为“强制配储”政

策，也是近两年国内储能装机快速增长

的主推力。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副司长潘慧敏当日在会上介绍，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

达到 15.85 亿千瓦，同比增长 26%，

其中，风电和光伏发电之和突破 11 亿

千瓦。2024 年一季度，全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 6875 亿千瓦时，其中，风

电光伏发电量达 4253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5%。

西北地区风光资源丰富，这里已

成为全国新型储能发展最快的地区，

西北地区已投运新型储能装机 1030

万千瓦，占全国近三成，华北地区占

25.3%、华中、南方和华东地区占比约

12 ～ 17% 之间，东北地区只有 0.5%。

此外，国家层面也在推进新型储能

技术多元化发展。边广琦介绍，2024

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 56 个新型储能

试点示范项目名单，除 17 个锂离子电

池外，还有 11 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液流电池和混合储能项目分别有 8 个，

以及 3 个重力储能、3 个飞轮储能和 2

个钠离子电池项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