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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储能技术在电力行业发、输、配、用的各个环节均有不同的应用。在发电端，传统发电领域

可以进行辅助动态运行、取代或延缓新建机组；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主要用于削峰填谷、

跟踪计划出力和爬坡率控制；在输配电领域的主要应用包括无功支持、环节线路阻塞、延缓

输配电扩容升级以及作为变电站直流电源；在电网辅助服务领域的主要应用包括调频、电压

支持、调峰和作为备用容量；同时，储能技术在用户侧可以用于分时电价与容量费用管理，

提高电力可靠性和电能质量等。

 

我国储能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示范应用为主，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化进程相比还有

一定的差距。截至2015年底，全球储能装机总量约为167GW，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的2.9%；

我国储能装机为22.8GW，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1.7%。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计，到2050

年全球储能装机将达到800GW以上，占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提高到10%～15%，市场规模将达

数万亿美元。而我国到2050年储能装机将达到200GW，市场规模将达2万亿元以上，我国对储

能的需求巨大且迫切。

 

未来储能市场的发展将主要集中在分布式储能、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网等配网侧和用户侧等

领域。国家能源局在2016年4月发布的《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mdash;2030年)》中

表示，到2020年示范推广10MW/100MW&bull;h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系统、1MW/1000MJ飞轮

储能阵列机组、100MW级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10MW级钠硫电池储能系统和100MW级锂

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等一批趋于成熟的储能技术。伴随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储能也将收

获更多的市场机会。不过我国储能产业距离整体健康发展还有一定的距离，储能商业化应用

面临着储能成本偏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不健全、储能技术路线不成熟、缺乏储能价格有

效激励等各方面的问题。因此，当前储能产业的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共存。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储能应用市场深度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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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