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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储能产业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湖南与储能配套的光伏项目几乎还是空白，主要原因是湖南普通光伏项目所发电量均由电网全部消纳，但随着湖南
电网消纳能力己接近极限，湖南开始重视光伏储能项目建设。

 一、湖南储能市场发展现状

 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12.3GW，湖南累计装机规模1.338GW，占全国市场总规模的10.9
%，其中，抽水蓄能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为1.2GW;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位列第二，为0.138GW。

 *注2018年湖南已投运储能项目类型分布包括黑糜峰抽蓄电站(120万kW)、国网湖南长沙储能电站(12万kW)及华润湖
南电厂储能电站(1.8万kW)。

 2018年湖南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292万kW，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17万kW。

 就光储市场而言，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投运的与光伏相配套的储能项目的累计装机规模达到了290.4MW，占中国
储能投运项目中规模的18%，同比增长12%。

 而湖南与储能配套的光伏项目几乎还是空白，主要原因是湖南普通光伏项目所发电量均由电网全部消纳，但随着湖
南电网消纳能力己接近极限，湖南开始重视光储项目建设，2020年停止6MW以下普通光伏项目审批，并储备了700M
W以上光储项目，预计未来5年湖南光储项目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为湖南储能装备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

 二、湖南储能装备产业现状分析

 储能生产包括电池生产以及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以及电控材料等多种材料生产、加工过程。储能产业涉及
到工业经济中汽车、电子信息、有色、化工等多个行业，其统计口径与新材料产业中的先进储能材料基本一致。据湖
南省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全省储能产业共有规模以上企业84家，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4.75亿元，比上年增
长11.0%，盈亏相抵实现利润21.88亿元，增长55.9%。其中纳入全省统计的66家先进储能材料企业实现产值345亿元，
同比增长35%。

 全省储能产业可用如下三个特点来概括。

 ⒈增长快。从收入看，初步统计，2017年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中先进储能材料生产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7.34
亿元，同比增长28.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从增加值看，2017年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中先进储能材
料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4.6%，增速比上年同期快11.7个百分点，比新材料产业平均增速快15.7个百分点，比规模工业
平均增速快17.3个百分点。从主要构成行业看，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贵金属冶炼、石墨及其他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电子元件制造等先进储能材料中7个中类行业合计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84.12亿元，增长35.9%，实现增加值21.44亿元，增长41.4%。

 ⒉结构优。现阶段，全省储能产业主要以续航时间长、安全性能好，市场竞争力强的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为主。
2016年，全省电池制造业中，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占电池制造业比重75.3%。到2017年一季度，这一比重上
升至81.7%，增速也由2016年的30.2%，提升至73.7%。而2017年一季度镍氢电池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占电池制造业比重仅
为7.1%，增长10.7%。

 ⒊效益好。2017年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中先进储能材料生产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7.34亿元，同比增长28.6%;盈
亏相抵实现利润4.93亿元，同比增长38.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6.8个百分点，比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平均增速快13.
1个百分点。其中，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制造等行业增速居前三位，分别增长120.4%、1
08.8%和89.0%。

 三、湖南储能装备产业政行协调现状分析

 基于新能源汽车、能源储能、3C产品电源、基站储能等应用领域的新要求,围绕驱体材料及资源循环利用、动力电
池材料等储能装备产业的无限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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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已把先进储能材料及动力电池产业链纳入全省重点培育发展的20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目前以此为产业链
的规模以上企业己达近100家，己形成从有色金属及稀土等基础材料到先进储能材料、先进储能器件，到电动汽车、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等区域特色鲜明又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长沙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长沙市政府于2019年12月出台了《长沙市加快先进储能材料产业发展三年(2
020-2022年)行动方案》。旨在市级政策、财政专项资金等层面上支持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重大平台、重点企业、示范项
目等行业集聚，加大对先进储能材料产业倾斜力度。

 2017年7月成立的湖南省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湖南储能装备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也将带
动湖南储能装备产业走在国内前沿。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0兆瓦级液流电池储能技术项目在邵东县启动。中科院、中国电力科学院、德沃普电气
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国家电网等15家储能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单位共同组成的储能研发“国家队”，势必
成为湖南储能装备发展的“发动机”。

 2018年11月杉杉能源科技联合长沙市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以及省内多家产业链企业，组建湖南储
能材料及动力电池创新中心。

 湖南储能装备产业政府政策扶持和行内调整联合将以产业引领、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激发起湖南储能装备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四、湖南储能装备产业特点分析

 储能装备产业具有技术密集、辐射面广、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是当前被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朝阳产业之一。近年
来，湖南省电池产业加快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稳中向好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助推作用。并呈现三个主要特点:

 ⒈资本、技术密集型特征明显。储能装备产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企业资本投入要求高。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厂房建设、设备购置、技术研发等投入性资本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是企业生产原材料成本高，再加之
资金回笼周期长，企业经营资本需求量大。储能产业也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企业科研技术水平要求高。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储能产业竞争激烈，对产品质量技术要求高;另一方面蓄电池产业对企业安全生产和环保
达标要求严格，对企业生产、加工技术水平要求高。

 ⒉市场导向性特征明显。储能产业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紧跟市场热点的行业增长
明显。初步测算，2017年一季度，先进储能材料七大主要构成行业中，与汽车产业高度相关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业、电池制造业率先发展，实现增加值分别增长75.9%和62.5%;与蓄电池基础材料生产为主的电子元件制造业、基础
化学原料制造业发展迅速，分别增长54.7%和54.1%;与有色行业高度相关的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业和贵金属冶炼业分别
增长28.3%和18.1%;以负极材料生产为主的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增长2.5%。

 ⒊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长沙、郴州、湘潭是湖南省储能产业主要集中发展区域。2016年，全省十四个市州中，长
沙、郴州、湘潭先进储能材料生产规模居前三位，实现增加值占全省比重分别为43.3%、23.7%和7.8%，合计占比74.9
%。2017年一季度，全省十四个市州中，长沙、湘潭、郴州先进储能材料生产规模居前三位，实现增加值占全省比重
分别为33.8%、23.3%和19.6%，合计占比76.7%，比去年全年提高1.8个百分点，同比分别增长22.7%、66.8%和16.5%。

 五、湖南储能装备产业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储能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近年来，湖南省储能产
业加快发展，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等方面生产已初具规模。但同时，也面临市场环境欠优，用电成本
偏高，人才资源紧缺，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需引起重视。

 ⒈湖南省储能产业发展基数小。以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一季度为例，湖南省先进储能材料实现增加值占规模工
业比重分别仅为0.72%、0.86%和1.0%。产品市场面窄，加之储能装备产业涉及面广，生产经营易受到市场需求影响。
近年来，湖南省工业经济总体虽保持稳中向好发展，但增速仍在低位区间运行。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逐
步退出，过去依赖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发展起来的蓄电池产业能否经受市场冲击尚未可知。

 ⒉储能装备产业用电成本高。湖南省工业用电均价为0.7元/kWh，大幅高于内蒙、贵州(0.3-0.5元/kWh)等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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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福建(0.55元/kWh)等部分沿海省份。电价成本高，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不足，产业链
上下游间配套性不强。

 3.储能产业发展对中高端人才资源紧缺。湖南省虽有中南、湖大和长沙理工等高等院校培育出大批储能相关专业人
才，但由于工资待遇、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与沿海等发达省份仍有一定差距，专业人才流失严重。企业招工难
、招工贵、人难留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四是技术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湖南省蓄电池产业虽发展较快，但产品质量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与“珠三
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比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现有电池产业链中，高技术、高标准电芯、隔膜、电解
液生产企业不多，给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

 六、湖南储能装备产业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

 总体来看，储能产业是近年来湖南省工业经济中发展快、潜力大、市场竞争力强的朝阳产业。湖南省储能产业经过
几年快速发展，已颇具规模，但也存在基数小、成本偏高、技术水平尚待提高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促进湖南省储能
装备行业又好又快发展，建议着力以下几方面工作：

 1.省政府要储能装备产业未来发展重视产业布局，出台产业优惠政策。根据国家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
四部委发布的“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精神，2017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额度比2016年降低
20%，到2020年将完全取消。现阶段正值储能产业抢滩攻坚的关键时期，各级部门要高度重视，合理布局。应从战略
发展高度，联合各有关部门组建储能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及时掌握储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在保障安全生产和环保达标前提下，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有计划、有侧重地引导储能产业加快发展。

 2.各市州政府要盘活储能装备存量，做优做大储能产业增量。打造湖南电池品牌。在鼓励省内新能源汽车配套使用
本省电池的同时，根据湖南省储能产业集群发展特色，扶持一批技术水平高、发展形势好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领军
企业、品牌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在做大做强已有电池企业同时，引进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储能生产企业，特别是电芯、隔膜生产企业，完善产业链，提升蓄电池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3.省市各职能部门要加大储能装备企业帮扶，优化储装企业经营环境。要落实企业培育制度，实施精准扶持，切实
解决企业生产要素、审批手续障碍、融资需求等具体问题。在税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拓宽融资渠道和新技术、
新产品开发等各方面，出台更加优惠的财政扶持政策，进一步帮助企业减轻发展压力。同时，积极申请成立国家级检
测平台，降低企业技术、产品检测费用;加强与能源大省桥接，发展新能源，出台补贴政策，降低企业工业用电成本;
加强市场监管，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扰乱行业正常发展秩序行为，为储能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优越的发展环境。

 4.储能装备企业要注重质量，加快产业定制转型。要以《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
2016-2020)》文件为指导，引导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换代，通过技术改造
，提升产品质量。要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手段，引导企业重视技术创新，在引进先进技术，加大研发
力度，掌握领先科技基础上，促进储能产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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