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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储能学术论坛暨风光储创新技术大会在华北电力大学举行

8月7日-8日，由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主办，中关村华电能源电力产业联盟、中国电力云平台、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储能专委会、《太阳能学报》、《太阳能》杂志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储能学术论坛暨风光储创新技术
大会”在华北电力大学的北京校区召开。会议主旨是为了推进先进储能技术的应用、推广风光储技术创新及融合，推
动智能微电网、能源互联网技术在综合能源服务领域的应用，有来自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东北电力
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电科院、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能源所等高校院所56位专家学者出席并做了精彩报告，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储能产学研领域及可再生能源400
多人参会，气氛非常热烈。

8月7日上午主论坛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祁和生和华北电力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杜小泽院长共同主持。华北
电力大学校长杨勇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李宝山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华北电力大学校长杨勇平在大会致辞中表示，“储能科学与技术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节能意义重大，储能是智
能电网、可再生能源接入、分布式发电、微网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技术，储能产业正成为新能源领域投资热点方向之
一。储能技术在我国电网、交通、新能源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正逐步凸显。”杨勇平强调，学校将以“双一流”建设为
统领，全面构建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大学治理和条件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并着力实施学科交叉融
合、人才培育引进、校企校地合作、国际开放发展等“四个策略”，精准施策、实现重点领域深度突破。在可再生能
源和储能领域，华北北电力大学一直秉承“深入布局、着眼长远”的定位，从储能材料、应用场景到储能技术等方面
建设储能技术链和生态链，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综合布局，打造学科高地。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李宝山在致辞中指出，风光储系统融合是能源互联网领域重要的发展路径之一；回归
技术是创新的本源，风光储结合的技术创新性和市场应用性，更加有力的评估出对产业升级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作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业学术团体，也有责任有义务推动风光储产业的协同发展，发挥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作为，让可再生能源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随后的主旨报告环节，各位专家、学者和技术同仁，就国内外风电、光伏、储能最新创新技术进展进行了精彩的
交流研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在《能源转型中的储能发展问题》报告中提出，抽水蓄能主要的特征，是它的变化比较低，在
一天变化多次中对发电机的线圈的损害性较大，一定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后，是无功德循环的体系，85V抽水蓄能的
发展，同时现在规划目标，到2020年筹建6000万千瓦抽水蓄能，到2030年1.5亿千瓦，到2050年抽水蓄能电站3亿千瓦，
抽水蓄能电站应该占总的发电装机容量10%左右。

 他还表示，政策的导向、人才、成果评价及奖励机制是产学研发展的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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