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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外，以电力为主要输出形式的新型电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

压缩空气储能、熔融盐储能等。

中国拟推进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

展。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正式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计划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到2025年，新型储能

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在推动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到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2022年1月29日，发改委、能源局印发《&ldquo;

十四五&rdquo;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新型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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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提出，要建

立完善适应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鼓励新型储能自主选择参与电力市场，坚持以市场化方式

形成价格，持续完善调度运行机制，发挥储能技术优势，提升储能总体利用水平，保障储能

合理收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在多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增长迅猛。2022年，国内新增投运新型储能项

目装机规模达6.9GW/15.3GWh，单个项目规模与以往相比，大幅提升，百兆瓦级项目成为常

态，20余个百兆瓦级项目实现了并网运行，5倍于2021年同期数量，而规划在建中的百兆瓦级

项目数更是达到400余个，其中包括7个吉瓦级项目。截至2022年，全国已有26个省市规划

了&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新型储能的装机目标，总规模接近67GW，此外，国内2022年单

年新增规划在建的新型储能项目规模达到101.8GW/259.2GWh。截至2022年底，全国新型储能

装机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比94.5%、压缩空气储能2.0%、液流电池储能1.6%、铅酸（炭）电

池储能1.7%、其他技术路线0.2%。  

新型储能用户侧具备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多场景需求有望进一步推进多类型商业模式的演化

。在碳中和背景下，电能替代带动新型储能灵活建设，有望加速综合能源服务等商业模式的

落地和推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新型储能行业分析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新型储能产业面临的发展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现状，

然后具体介绍了氢储能、电化学储能（锂电池、钒电池、铅酸蓄电池）、电磁储能、机械储

能等细分市场的发展。随后，报告对新型储能区域市场、产业链上下游行业及国内外重点企

业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重点分析了新型储能产业的投资机会及风险，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

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产业研究中心、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

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

位若想对新型储能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型储能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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