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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频出政策利好 ●到2025年将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到2030年市场规模可达1.3万亿元

储能产业成风口，重庆如何抢“赛点”
重庆日报两江观察

1 月 15
日，由国网重
庆 市 电 力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全 国 首 台
组 合 式 移 动
储 能 车 在 酉
阳投运。

重庆日
报特约摄影
陈碧生

3月4日，渝北区新大顺电器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
配电房检查储能系统接入电网的运行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储能产业成为新兴产业的风口，
既关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
略，也关乎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大局，
是各地纷纷抢抓的“未来产业”。

近期，国家接连出台相关政策，从
多个维度给予储能产业发展大力支
持：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
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
指导意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中均提到，要推进先进储能技
术规模化应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储
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
的储能产业，到2025年，新型储能将由
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
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

储能产业的应用场景丰富、盈利
模式多样，具有可持续性、高确定性、
高成长性，其市场规模高达1.3万亿元
左右。为此，包括重庆在内的多个省
份均将其写入当地“十四五”规划或政
府工作报告，目前至少有17省份下发
配储要求、提供补贴奖励推进储能产
业发展，成为新的产业“黄金赛道”。

那么，重庆储能产业的现状如何、
前景怎样、存在哪些挑战、未来发展方
向是什么？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市发
改委、市经信委等相关部门，以及该领
域的众多专家和企业。

热门赛道，含金量高

何谓储能产业？
重庆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新

能源与储能系主任付乾教授介绍，储
能的内涵比大家普遍理解的“电池”更
广泛、更丰富，包括物理储能（抽水、压
缩空气、飞轮储能等）、电化学储能（锂
离子、铅酸、液流电池等）、热力储能
（相变、热化学储热等）、电磁储能（超
级电容器、超导储能等）、化学储能（电
制氢、电制天然气等）。而当前非常热
门的新型储能，一般指除抽水储能外
的新兴储能技术。

付乾介绍，由于电力产供之间存
在“错峰”，尤其是新能源诸如风电、光
电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和不可预测性，
容易造成浪费，影响能源安全。例如
2016年，全国弃电量达1046亿千瓦
时，相当于秘鲁全年用电量的两倍，同
年弃风导致的风电厂直接经济损失就
达到187亿元……由此可见发展储能
产业的重大意义。

按我国“双碳”目标，目前我国化
石能源（石油、煤炭等）在整个能源结
构中的占比约80%，以后则要转到非
化石能源占比接近80%。在此进程
中，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空间大大拓展，
据估算，到2030年，其市场规模将达到
1.3万亿元左右。

争相落子，“底部”夯实

目前，新型储能尚处于商业化初
期，大家都有机会。重庆胜算几何？

相较沿海和西北地区而言，重庆
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资源禀赋不算
好，相应的新型储能产业起步较晚，龙
头企业较少，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
模化和商业化产品。

但从另一角度看，重庆作为我国
重要的工业基地、制造业大市，装备制

造、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基础雄
厚，又为储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扎实的
技术支撑，打下了一定基础。

先看储能产业本身，尤其是新型
储能，目前重庆已集聚了一批重点企
业，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

最抢眼的，无疑是当前最热门的
电化学储能领域——

作为储能产业“国家队”，国家电
网公司在西南投资的首个兆瓦级电化
学储能电站即将在长寿晏家投运。

作为动力电池领域的头部企业，
比亚迪在渝布下重要棋子，位于璧山
区的重庆弗迪锂电池公司已达到20亿
瓦时的产能，去年完成了百亿元营收，
后续将扩容至35亿瓦时，这在全国都
是数一数二的。

赣锋锂电是新能源领域的头部企
业、全球最大的金属锂和锂化合物生
产企业，在两江新区建设的项目前期
投资即高达54亿元，其10亿瓦时的锂
电池生产线将为“重庆造”新能源智能
汽车产业发展“充电”。

还有冠宇、吉利、比克、盟固利等
全国知名的新能源电池企业集聚重
庆，它们的各大项目投产后，全市锂离
子电池总规模将达到92亿瓦时；加上
忠县特瑞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长
寿纽米、恩捷等企业的隔膜项目，秀山
的石墨负极材料项目……重庆在电化
学储能领域已有相当体量的产业基
础。

化学储能是重庆的另一强项，尤
其是氢储能，更有本地特色和突出优
势。

成渝地区是我国氢储能产业的资
源富集区和“先行先试区”，双城经济
圈“氢走廊”建设正加快推进。数据显

示，重庆年产工业副产氢总量达11.1
亿立方米，国鸿等6家企业已在渝布局
氢燃料电池及质子交换膜等核心零部
件生产基地，博世与庆铃合作研发的
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已交付使用……这
些资源和项目，为重庆在氢储能“卡位
赛”中抢到先机。

再看抽水蓄能，已有多个项目纳
入重庆“十四五”重大项目实施清单。
作为该领域的“国家队”，国家电网公
司在渝投资实施一系列重大项目，如
投资约70亿元在綦江建设的蟠龙抽水
蓄能电站是西南地区首座在建抽水蓄
能电站，计划2024年投产；丰都栗子湾
抽水蓄能电站计划今年开工……从这
些重大项目可以看到，抽水蓄能虽然

“传统”，但体量大、技术成熟，是重庆
在储能产业领域中不容忽视的生力
军。

储能产业的“科技含量”虽高，重
庆在研发方面仍具有较坚实的基础。

例如比亚迪、赣锋锂电等头部企
业不仅在渝建了生产基地，还投下
巨资建设研究院；落户两江新区的
国家氢能动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预计今年将投运；重庆大学的电化
学储能研究及人才培养，走在全国
前列；国网重庆电科院在储能科学
规划、运行控制以及试验检测方法
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标能瑞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清安储
能技术（重庆）公司等研发类企业，
相继落户重庆……

储能产业的产业链条很长，作为
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重庆与储能相
关联的装备制造业显然是强项。

例如中国海装的风电设备制造、
零碳未来（重庆）能源发展公司的热储

能项目、重庆通用工业（集团）为压缩
空气蓄能提供的核心设备等，均具有
全国影响力。

正视问题，抢占“赛点”

有基础、有优势；也有差距、有挑
战。重庆储能产业，正处于“储能”突
破的“赛点”。先来正视问题——

发展路径尚不明晰，战术层面的
“作战图”尚需细化。付乾介绍，现有
的各种储能方式，均存在一定限制；重
庆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教授陈结认
为，可能出现多种技术路线并行、因地
制宜发展的局面，但这也给产业整体
的布局带来了难度。

产业布局较分散，集群效应不
强。目前，重庆的储能产业在两江新
区、璧山、万盛等地均有布局，但不像
沿海地区一样拥有专门的储能产业园
区，难以产生集群效应。

商业模式尚不成熟，用户需求尚
待强化。例如，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新型电力系统专项工作组副组长王皓
宇就透露，国网对超2000个工商业电
力用户进行的意向调查显示，仅有不
到30户有意向使用储能服务。

不过，这些在全国亦属共性问题，
大家都在寻求解决方案。那重庆的方
案是什么呢？

首先要有清醒的研判：储能产业
链条很长，谁也不可能“通吃”，所以重
庆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突出优势、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在产业方面，电化学储能（动力电
池为主）、化学储能（氢储能为主）可作
为推动重庆储能产业发展的重要路
径。

市经信委建议，以储能电池为近
期重点，并以氢能源装备为长期方向，
快速形成集聚效应，同时保有更多技
术路线可能。

不少专家和企业进一步提出，可
围绕比亚迪、赣锋锂电等新能源电池
头部企业，在电化学储能领域持续发
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
群。两江新区招商集团提出，要用好
现有产业基础、吸引一批重点储能企
业落户，打造储能产业先行示范区、产
业承载核心区……

在关联领域，储能装备制造和相
关设施建设将成为具有重庆特色的突
破口。

装备制造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也
是优势产业。陈结提出，要把研究、生
产、储存、应用涉及的多个细分领域拉
通考虑。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技术副
总监蒋立君建议，要把重庆的优势领
域（如空气压缩机、风电设备等）做大
做强，巩固并提升在全国的“江湖地
位”。

在配套方面，重庆也要从多个维
度持续强化。

华科融资租赁公司董事长江倩提
出，要对储能龙头企业、核心零部件企
业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付乾建议，
可依托重庆大学等高校资源，建立储
能重点实验室，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还有不少企业建议，可先在机关、大型
企业、医疗教育机构等地开展储能示
范运用，让示范工程发挥示范作用，从
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