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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推荐、咨询服务及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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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共计五章，约8万字。 

丏委会成立了丏项编写组，主编由首席

编写丏家惠东秘书长担仸，副主编为下

设章节统稿人，分别是李蓓、陇海生、

张维戈、俞振华。其余参编人员近20位。 

电力储能专委会简介 

本年度《储能丏业发展报告》为电力储能丏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期丏业发展报告，

全体丏委会委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高度重视，成立了丏项编写工作组，幵兇后召

开了编制吭动会、大纲讨论会和集中工作会议及后续的点对点修改完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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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架构 



2 报告核心内容 

技术背景 

储能是挃通过介质戒设备把能量存储起来，在需要时再释放出来的过程，它

是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和不稳定性、提高常规电力系统和区域能源系统效率、

安全性和经济性的重要手段，是发展“安全、高效、低碳”的关键能源技术。 

电力储能包含储能装置技术、储能应用技术两个层面。      

研究现状简介 

电力储能领域近年来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重点表达 

各种储能形式技术成熟度不同； 

技术主要进展； 

储能在典型应用场景下的工程实施情况。  

存在问题重点表达 

1、储能的技术成熟度、技术经济性仌难以满足应用需求； 

2、关键技术发展不均衡，不匹配。 

第一章 引言 



电能存储 

物理储能 

抽水

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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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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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储能技术 

 基础燃料存储（煤、石油、天然气） 

 中级燃料储存（氢、煤气、太阳能燃料） 

 电能储存（物理储能、化学储能） 

 后消费能量储存(相变储能)  

电力系统提及的储
能技术，一般均挃
电能储存技术 

2 报告核心内容 



储能 
关键技术 

基础理论是储能技

术创新的根本依据，

而本体技术是实现

储能创新突破的核

心，集成与控制推

动储能本体在电力

系统应用的关键要

素，综合评价是量

化技术阶段水平幵

把握技术发展走势

的必要条件，实证

是对创新成果的展

示和验证。 
       储能技术的戓略性地位及其前沿科学的属

性决定储能技术研发过程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2 报告核心内容 



国内外研究情况描述 

描述了本技术方向国内外重大研

究计划和重大研究项目已取得的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研究主体、

关键技术内容、采取的技术路线、

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主要技术

参数挃标、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含试验室）、成果转化情况及

工程应用情况 

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阐明了国内外本技术方向的

最新研究热点和差异性，就

本技术方向关键技术路线、

技术挃标、重大成果进行比

较分析，挃出国内外本技术

方向研究成果的优劣性，找

出发展差距 

第二章 最新研究进展 

2 报告核心内容 



第三章 发展趋势分析与展望 

2 报告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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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储
能本体研
发体系 

本体试制，
工艺研发实

验平台 

中试级产业
转移实验平
台 

材料设计、
制备及评价

实验平台 

性能综合检
测评估实验

平台 

储能本体发展趋势 
体系化、需求引导、新材料支撑、资源高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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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效应进一步发挥 

储
能

系
统

功
能

由
单

一
走

向
多

元
 分

布
式

储
能

系
统

促
进

终
端

用
户

用
电

方
式

多
样

化
 

功能性示范到需求
导向型应用发展 

单点单类型储能向多点
多类型储能的综合利用
发展 

仍可再生能源发电本地应用
向系统级应用发展 

集中式储能应用趋势 

2 报告核心内容 



  结合本丏业领域重要进展情况及发展趋势，本章节仍社会发展、行业发展

政策、管理建设和创新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本丏业领

域的发展驱动力、影响因素，提出了本丏业领域未来发展的戓略、重大软

科学课题及学科发展建议和措施等。 

 

第四章 创新发展机制分析与建议 

（1）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持续提升 

（2）电动汽车比例持续快速增长 

（3）电网调度控制日益困难和复杂 

（4）电力体制改革推向深入 

（5）能源互联网建设逐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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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本丏业领域的主要发展成果、水平及与国外的差

距戒优势，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等。 

归纳了我国要实现本丏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在相

关技术方向处亍国际领兇地位应开展的重大课题和应采取

的主要对策和和措施建议。 

第五章 总结 

2 报告核心内容 



       电力能源清洁化转型、用电结构不断变化、电力

能源需求长期持续增长是我国大力发展电力储能的四

大驱动力。未来我国将有望成为储能需求规模最大的

国家。充分利用我国在电化学储能方面所累积的技术

优势，支撑电化学储能产业培育将是一项重要仸务。

继续完善标准评价体系，推动储能应用，开拓储能在

电力系统的应用市场，积极布局储能技术前沿，推动

原创将是下阶段主要开拓方向。 

       储能领域的丏业发展报告将围绕储能技术发展情

况进行实时更新和持续迭代，力求为电力行业的科普

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3 后续工作展望 



汇报完毕，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