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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储能是通过装置或物理介质将能量储存起来以便以后需要时利用的技术，作为未来推动新能

源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技术，储能产业在新能源并网、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微电网、分布式

能源系统、家庭储能系统、无电地区供电工程以及未来能源安全方面都将发挥巨大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支持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频繁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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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3年

能源监管工作要点》，加快推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建立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工作机制，

研究制定电力辅助服务价格办法，建立健全用户参与的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推动调频、

备用等品种市场化，不断引导虚拟电厂、新型储能等新型主体参与系统调节。  

储能市场在政策支撑下，产业发展态势较好。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已投运的电力储能项目

累计装机达59.4GW，同比增长37%。其中，抽水蓄能占据最大比重，累计装机达46.1GW，新

型储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累计装机规模首次突破10GW，超过2021年同期的2倍，达到12.7GW

。2023年1月，国内共发布117个电力储能项目（含规划、建设和运行），规模共计37.6GW，

其中，新型储能项目规模合计8.0GW/18.1GWh，运行项目规模490.8MW/968.2MWh。  

可以看出，未来储能产业将突破商业化应用的门槛，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态势，让储能技

术和产业成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作为&ldquo;新基

建&rdquo;的重要领域之一，5G建设热潮正在为锂电池在通信基站储能上的应用带来更大的市

场空间。随着四大运营商及中国铁塔开启基站锂电池招标，未来基站储能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储能行业分析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七章。首先介

绍了储能产业的基本概况及全球储能发展现状，接着分析了储能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以及国

内行业发展的现状，然后具体介绍了氢储能、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等重点细分市场的发展

。随后，报告对储能产业链、国内外重点企业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重点分析了储能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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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若想对储能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储能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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