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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静待爆发风口 上市公司布局各有侧重

 储能产业静待爆发风口之际，储能电池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板块。目前，锂电池虽然一家独大，但钒电池、铅炭电
池等技术发展仍有望快速赶超。正如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彦龙所言，目前全球储能技术已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各种储能技术路线正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业态。

 当储能产业增长点扩大，市场布局者也将紧跟而上，拓展业务领域。上市公司层面，南都电源、雄韬股份布局化学
储能；杭锅股份研发熔盐储能装备；传统抽水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也有开山股份、汉钟精机、雪人股份等公司参与。
而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官网挂出的《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储能技
术路线持开放态度。上市公司在技术路线的争夺中，最终胜负谁属，或需要有待一款类似特斯拉电动车的明星产品出
现，才能确定最终市场地位。

 技术路线多点开花

 猛狮科技深圳清洁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堉介绍，目前储能技术主要有三大类，其中化学储能，包括铅炭电池、锂
电池、钠硫电池和液流电池；物理储能；电磁储能，主要包括超级电容。“锂电池应该算是电化学储能的主流技术，
2016年全球累计电化学储能1769.9MW，其中锂电池占65%。中国累计装机电化学储能243.0MW，其中锂电池占59%，
同比增长78%。主要原因是锂电池体积小，能量密度高，响应速度快等特点。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王堉的说法。据CNESA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
我国电力储能装机总规模约24.3GW，抽水蓄能占比近99%。仅电化学储能技术而言，截至2016年底，已投运项目的总
装机规模达到243.0MW，年增长率超过72%；其中锂离子电池是装机规模最大的一种储能技术，占到三分之二的市场
份额。

 日前在深圳举行的储能技术展览会上，化学储能产品仍然是各家公司的主打。从参展商产品看，目前展出的储能产
品主要以铅炭电池、锂电池为主，而锂电池按照材料不同又主要分为钛酸锂、磷酸铁锂、三元锂电等大类。

 兴业证券的研究指出，从总体上来看，化学储能方式相较于物理储能效率更高，对于外部环境条件依赖性更小。另
外，化学储能相比于电磁储能而言，技术相对更为成熟，应用范围更广，使得化学储能在当今和未来的储能产业发展
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当前储能技术成本高，经济性欠佳是共性问题，而且目前储能电池存在潜在危机。”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储能应用分会副秘书长陈永翀认为，铅炭电池方面，铅精矿存在15年左右开采完毕的隐患，以及低成本高污染的回
收环节。而锂电池方面，现有电池结构回收处理困难，电池也存在安全性隐患，应用成本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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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炭VS锂电胜负未明

 技术多样下，上市公司布局重点却各有侧重。其中南都电源和圣阳股份的储能产品均在铅炭电池上发力。

 南都电源副总工程师谭建国介绍，铅酸电池是化学储能中发展技术最成熟，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储能方式，但是由于
传统铅酸蓄电池的负极容易硫酸盐化，影响了铅酸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铅炭电池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电池性能和使
用寿命有了很大的改善。铅炭电池储能的主要优势是效率较高、成本适中、占地面积较小、循环次数较好，比较适用
在土地资源有限、充放电次数高的用户储能。

 兴业证券的研究指出，2016年化学储能成本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铅炭电池成本已降至0.45元/KWh，使得储能产业的
发展迎来新的经济性拐点。

 “南都电源旗下电源产品包括铅酸电池、锂电池、燃料电池三块产品，但在当前阶段商业化推广时，选择的是铅炭
储能系统。”谭建国表示，首先是系统的安全性，铅炭电池技术路线是从传统铅酸电池发展而来，铅酸电池150多年
的历史证明技术成熟安全。其次在规模化应用和经济性上，铅炭电池相比锂电更优秀。从铅炭电池储能成本来看，南
都电源目前已达到国内铅炭电池储能成本的最低水平，这为南都电源铅炭电池的商业化推广与发展带来其他公司无法
超越的优势。

 圣阳股份的储能产品布局上，选择两条腿发力，既有锂电产品也有铅炭产品。日前举行的储能技术展览会上，圣阳
股份就分别展示了铅炭电池技术与锂电池技术的储能系统。

 2014年6月，圣阳股份就与日本古河电池株式会社正式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双方拟就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容量、
深循环、超长寿命铅炭技术储能铅酸蓄电池产品进行战略合作。该公司铅炭电池将循环寿命提高到4200次以上，设计
寿命15年，在储能系统中高压电池组的循环寿命可达到3500次以上。另外，圣阳股份凭借优异的电池循环功能，将储
能电池度电成本降到0.5元的水平，为储能项目的商业化推广开辟了盈利空间。圣阳股份总经理助理张继佳表示，公
司并不局限于某种储能电池，而是基于不同应用场景采用对应效费比更高的产品。

 对于业界普遍看好的铅炭电池技术，科陆电子却坚持采用锂电池。在储能技术展览会上，科陆电子参展代表介绍，
相较于铅炭电池，锂离子电池的适用范围更广，可用容量也更高。储能系统的工况很复杂，铅炭电池可能在某些条件
下具备一定优势，但综合能效、安全性、寿命、可控性等多方面因素，锂离子电池特别是磷酸铁锂电池的综合优势更
为突出。

 科陆电子技术总监、首席科学家阮海明曾算过一笔账，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储能的度电成本正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例，目前磷酸铁锂电池的度电成本大约为0.8元，某些定制产品可以降到0.6元，而未来技术升级
后的度电成本很可能只有0.3元，铅炭电池的低成本优势将消失。

 锂电内部群雄逐鹿

 锂电池技术同样呈现多点开花，群雄逐鹿的局面。

 记者在储能技术展览会走访发现，在储能产品选用的锂电池中，按照电芯材料主要分为钛酸锂、磷酸铁锂、三元锂
电大类。

 作为银隆新能源的核心产品，钛酸锂电池成为公司储能项目的主力。相比其他锂电池产品，钛酸锂成本相对较高，
银隆新能源储能研究院院长姚高亮对记者表示，就全生命周期内的度电成本来看，银隆钛酸锂电池具有绝对优势。“
储能成本不能简单地看初始安装成本，而要着眼于全生命周期内的度电成本。”

 “我觉得要分析客户的需求，从客户需求出发，市场说了算，对于储能系统能否发挥推广，对电池有两个要求和条
件，第一个是寿命要长，第二个是成本要低。这是最基本的两个要求。钛酸锂一次投资成本高的问题，银隆推出0元
首付，10年租赁的模式，通过商业模式找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购买储能系统和客户进行分期付款，客户和金融机构和
厂家能得到收益。”姚高亮介绍说。

 另外，猛狮科技、雄韬股份和科陆电子的储能锂电项目均采用磷酸铁锂，也有厂家选择因为特斯拉采用而备受关注
的三元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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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能森科技首席技术官曾智勇看来，三元锂电、钛酸锂和磷酸铁锂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储能产品应
该从安全性、品质一致性、应用场景三方面考虑。另外是环保问题，电池不能只考虑当下使用，要考虑未来，随着国
家环保政策加强，对废旧电池的回收会更加重视，需要长远考虑。”

 阳光电源储能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志认为，按照成本分类，目前三元锂电价格最高，比磷酸铁锂高出不少，但循环次
数好于磷酸铁锂。但三元电池仍然不是储能电池首选。首先，我国缺乏镍、钴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多被国外企业所
垄断，因此经济性可能无法保证；其次，我国三元电池企业的技术水平仍落后于日韩企业，大量使用三元电池的高能
量优势，可能会受制于人。

 在姚高亮看来，每种电池都有其优缺点，对于不限体积、不限重量的应用场景，大规模的工业应用、电力应用，银
隆的钛酸锂非常适合；如果客户对储能系统的能量密度和体积密度有较高要求，可能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更加适合。

 对于储能电池间的优劣，南方电网广东电科院储能技术研究所赵伟表示，储能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如何提高电池寿命
和安全性，研发储存能量更多、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电池。我国储能技术目前发展态势好，呈规模化趋势，与国际
水平相比，在核心材料方面，比如电解液、隔膜、正负极材料等还有一定提高空间。此外，电动汽车退役锂电池的梯
次利用也是有效降低储能成本的手段。（记者 康殷 张骞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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