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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电网侧储能仍是主流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推进和能源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储能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对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保障能源
安全建设，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经过了技术研发、示范应用和商业化初期三个阶段后，已经受到政府新
能源企业的普遍关注。

 日前，西北能监局召开了西北区域储能应用与发展研讨会，开展了“规模化储能在西北电网的应用分析与政策建议
”课题研究。并制定西北储能应用总体路径，下一步将大规模储能技术的应用推广，鼓励电网企业投资储能，鼓励用
户侧投资与运行储能项目。

 2018年我国新增电网侧化学储能电站接近全球新增装机规模的一半，我国规划和正在实施的项目也达到全球总装机
量的一半有余。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2018年1-9月我国电网侧已投运电化学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150兆瓦
，其中新增装机140兆瓦；另有在建或拟建的项目465兆瓦。而国内储能市场的爆发，也引来业内大咖们对未来储能市
场的预测。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主任李俊峰指出：“基于储能基础设施对电网建设紧迫需求，以及辅助服务未向第三方开
放的原因。今年储能应用市场的结构，将与去年相似。电源侧和用户侧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增长，储能市场还是以发展
电网侧为主。”

 北控清洁能源执行总裁王野从中国的储能应用场景上分析，电网侧和电源侧储能发展空间较大，2019年北控清洁能
源也将重点拓展电网侧和电源侧储能市场。对与储能投资企业而言，以较低成本做到更优化、更稳定的系统性能，度
电成本降至0.4-0.5元之间，储能市场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提升，储能的系统集成能力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英威腾执行总裁吴建峰认为，中国储能市场今年仍然会集中在电网侧和工商业用户侧，储能技术已不再受限，政策
推动和成本降低将是储能市场发展的动力。阳光电源副总裁吴家貌则较为期待2019年用户侧和电源侧储能的发展潜力
，从整个储能市场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来看，吴家貌认为单靠电网侧储能是不够的，因此以“新能源发电+储能
”这种形式的发电侧储能有望得到蓬勃发展。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辅助服务市场将会逐步向第三方放开，调频、调峰这些辅助业务会逐步实现由电网
过去自己做为一种基础设施，转向第三方采购的转变，第三方公司可以自己独立做调频调峰业务，这会催生电源测和
用户侧储能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会进步激活电网侧储能市场的形成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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