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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抽水蓄能电站好比大型&ldquo;充电宝&rdquo;，有利于弥补新能源存在的间歇性、波动性短

板，是当前技术最成熟、经济性最优、最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电力系统灵活调节电源。从

类型上来看，抽水蓄能电站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分别为混合型抽水蓄能电站以及纯抽

水蓄能电站，其中前者会在电机运行的过程中增加常规的水电机组辅助运行，使电站既能调

节电网，又能通过径流发电。纯抽水蓄能电站是专门为电网的调节而建立的，主要的作用就

是按照计划进行发电，同时为了保证电网系统的稳定运行，还会针对电网的峰值以及低谷情

况进行针对性的调节，它最重要的任务是调整电网的峰值负荷和调频。

当前我国正处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

发展，对调节电源的需求更加迫切，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抽水蓄能发展提

出更高要求。  

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投运电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46.1GW，占全球市场总规模的22%，

同比增长30%。其中，抽水蓄能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为39.8GW，同比增长25%，所占比重

与上年同期相比再次下降，下降了3个百分点。2022年中国抽水蓄能新增装机容量8.8GW，截

至2022年底抽水蓄能累计装机容量达45.19GW，较2021年增长24.18%。在政策引导下，抽水蓄

能电站建设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25年装机容量将达到62GW，到2030年达到120GW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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