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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内锂电池储能产业现状

 日前，特斯拉承诺百日内在澳洲建全球最大电池储能系统的举措被业内人士所津津乐道，储能系统为其“特斯拉帝
国”的新能源生态圈注入最原始的生命力，至此更进一步标志了“储能”环节在新能源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作为新能源强国，新能源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储能领域也一直被密切关注，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与
潜力，国内储能企业如沉睡雄狮蓄势待发，本文从市场容量、市场分布、技术与成本、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现状探
讨。

 储能市场——总容量十分可观、用户侧潜力巨大

 中国储能市场巨大，中国能源研究会发布的《中国能源展望2030》数据显示：

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及占总装机规模比重

 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贡献90%的能源消费增量，配套储能装置的功率按照风电与光伏装机容量的15%计算，到2030年
，储能电池需求有望达到8.5亿kWh，以单位千瓦时储能系统（锂电池）1200元的价格计算，中国风光储能市场空间有
望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

 对面如此巨大的市场份额，国内商业巨头按捺不住纷纷开始动作，今年1月初，在中国制造高峰论坛上，董明珠个
人、大连万达集团、中集集团等与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共同增资30亿元，获得珠海银隆22.388%
的股权。

 目前的应用领域看来，储能的三大领域有：大型风光储能、通信基站的后备电源、家庭储能。其中通信基站的后备
电源领域目前占比重较大，家庭储能借着特斯拉掀起的“能源家庭”浪潮，有较大的进一步发展扩容的空间，大型风
光储能短期看来势头不大。

三大储能领域分布示图

 但就锂电子而言，不是每种储能领域都适用锂电池。下图展示了2000年至2016年，中国储能装机量在各个领域的应
用份额。

                                                  页面 1 / 5



分析国内锂电池储能产业现状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2147.html 
来源：集邦新能源网

中国储能装机量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份额（2000-2016）

 以上这些市场，之前由于储能系统经济性原因，实际应用很少，但在不久的将来将快速爆发：

 �据报道，到2030年，电动汽车的年产能将达到2000万辆，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将大大降低储能行业的成本，新能
源汽车的迅猛发展也将大规模推动储能产业扩容。

 �多项政策同时推动行业发展——储能在《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中国制造2025—能源装备实施方案》等多项政策中被点名，这些政策描绘了储能技术的创新发展路线图，
重点技术攻关、试验示范、推广应用的储能技术装备。

 �分布式光伏行业的稳步发展——分布式光伏无疑是储能行业发展的稳定强心针，清洁能源与储能相互构建能源生
态圈，为彼此搭建稳固平台，据国家能源局统计，到17年6月底，全国分布式光伏装机达1743万千瓦。

 锂电池储能——技术趋近成熟、成本总体降低

 锂离子电池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储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种个人电子产品、行动装置乃至于电动车之车载电池。
通常我们说得的锂电池指锂离子电池，按照用途一般分为储能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储能锂电池用于光伏或者UPS，
内阻比较大，充放电速度较慢，一般为0.5-1C，动力电池一般用在电动汽车上，内阻小，充放电速度快，一般能达到
3-5C，价格比储能电池贵1.5倍左右。

 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安全性能、充电时间、耐环境的高低温是评估锂电池性能的五大指标，目前我国在锂电池技
术上后四点已初步达标，但在能量密度上需要进一步精进工艺，等待进步。2017年3月1日，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
和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印发了《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及零部件取得
重大突破。到2020年，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关键材料及零部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上游产业链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骨干企业。该方案对于电池比能量的要求势必会引发新一轮高能量密度材料热潮。

 目前大热的钛酸锂材料也值得关注。它可以替代石墨作为负极材料。虽然能量密度不高，但钛酸锂可以让电池实现
高倍率充放电，且安全性能优异，循环寿命长。据悉，银隆现在所研发的第四代高能量密度钛酸锂电池，与第三代相
比成本下降40%，能量密度提高60%。业界乐观预计，未来钛酸锂电池可能将与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形成三足
鼎立的局面。

 虽然锂离子电池成本偏高是行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但许多企业一直致力于提高锂离子电池的性价比。据Energy
Trend分析师Duff（吕理舜）对锂电池价格的分析结果，锂电池的价格在17年第一、二、三季度都有少许涨势，但总
体而言，近年来随着市场对锂电池的需求持续扩大，锂电池的大规模量产，其成本正在逐年下降，目前的价格而言足
以被商业化开发并广泛利用。

 此外，动力锂电池衰减到初始容量80%以下后，可以梯次利用到储能领域，进一步降低了储能锂电池的成本。

 技术寿命，政策决定市场

 光伏技术经过长久的发展与进步，主体技术框架以及其经济性已经被广泛认可，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助力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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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较好的发展，与光伏技术不同，目前储能技术还在持续突破的阶段，国内外技术差距还有缩小的空间，有磷酸铁
锂电池到三元锂电池，再到目前较火热的钛酸锂材料，技术的变革时刻影响着锂电池的成本与产业链平衡，因此投资
者在大批量投入生产时不得不面对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一不小心就被甩了一个次元。

 此外，不少企业仍在等待国家出台补贴政策，如补贴光伏产业般对储能行业进行大范围补贴，因此还处于观望的姿
态，事实上，无论是否会有补贴，抢先投入市场的企业势必会抢占市场高地。

 商业模式现状：产业链闭环稳步前行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任何对储能行业的补贴政策，储能行业近年内能否像新能源汽车一样快速发展还不得而知，但
优先进入市场的企业无疑会占领市场高地并能更为持续有效的发展，笔者认为，能优先进入市场的企业无非三种：其
中包括财力雄厚、类似万达中集的商业巨头，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最后便是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拥有从光
伏到储能再到用户侧产品，实现全套供应、自产自销，便可分摊储能环节带来的成本压力）。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储能企业多数为合资公司，便是上述谈到的第三种企业，合资、参股的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战略合
作双方资源优势，共享电池技术、储能系统、销售网络等，共同将优势技术用于储能细分市场，LG化学、三星SDI、
亿纬锂能、国轩高科均采用了这一方式。下图是部分厂家的合作方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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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参股方式在实现全产业链生态系统布局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可在上游自建或与材料企业合作建设保障原材料
供应及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并在下游通过入股方式与整车企业实现大客户绑定的战略合作。进而成功构建了一个全
产业链生态闭环系统，在降低成本、提升产品性能和整体竞争实力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市场竞争优势。从目前形势可看
出，众多企业已经放眼于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并解囊投资，未来将呈现更完善、多元的商业模式及发展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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