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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碳中和时代 打造光储充产业创新高地

 随着中国、欧盟、日、韩先后宣布碳中和目标，全球已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在本世纪中叶实现零排放，绿色低
碳发展基本形成全球共识。气候治理体系、绿色低碳市场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全球脱碳大竞争时代正式开启，碳中和
将引领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产业、能源、科技等领域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当前，国家各地区及各行业都在积极
研究应对，加快从技术、能源、数据、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变革，力争打造现代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支撑我国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碳中和引领全球经济社会转型

 “光储充”等新能源正当时

 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回顾过
去二十年，全球能源与电力市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传统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结
构性替代者。电力系统也逐步从电厂输电网、配电网、终端用户间的单向传输模式，演变为发电端、输电端、终端用
户端均可产生电力供应的新型电力系统。

 过去二十年来，我国的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产能规模和多项技术国际领先。过
去十年里，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成本下降了近90%。截至2020年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的累计装机超过了4.6
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490万辆，全国的充电设施168万台，全部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建成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近零
排放’能源体系。”这将引发能源体系变革，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力电源，能源交通全面电动化转型，电网系统面临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和大规模波动性负荷，电能消费终端占比将超过60%。

 全球碳中和和能源低碳转型为我国光伏、储能、充电体系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赛迪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我
国风光发电装机将超过12亿千瓦，新增配备储能至少超过1.5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会突破8000万辆，预计需要
新建设充电设施5000万台左右。

 长远来看，光储充放一体化已成为全球公认的未来能源革命的战略方向。以“光储充”为代表的新能源生产消费体
系日趋成熟，将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先导和中坚作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李宝山认为，随着储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经济性不断提高，加之可再生能源大比例
地接入电网，对电网的安全性、电力系统的平衡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情景下，光伏+储能显示出了其特有的
好处。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曹宇飞认为，从企业层面，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逐步增加，新能源
汽车充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利用光伏和储能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光伏余电存储、削峰填谷，增加企业收益，提
升企业形象，智慧光伏车库也将逐步成为新能源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流方向。

 碳中和为我国光储充产业带来新机遇

 刘文强认为，“十四五”时期，以“光储充”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将迎来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我国光伏产业将继续
引领全球发展，并仍将是我国极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十三五”期间，我国光伏累计装机预计达到240GW，相当于
“十二五”时期的5.6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有望达到90GW。

 在刘文强看来，我国锂电储能产业具备显著的综合竞争优势。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带动下，我国成为全球锂电池
的核心供应链，产业规模全球领先，全球锂电池前10企业中，我国占据半壁江山。同时，我国技术路线优势也非常明
显，磷酸铁锂、三元锂电池技术并行，尤其是磷酸铁锂，安全性更好，更适合储能。此外，我国制造成本竞争优势非
常突出，国内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消费扩大，电池能量密度提高，一、二线大城市与下沉市场对快速便捷的公共类充电装置需
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市场需求巨大，也为我国光储充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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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虽然我国在光伏、充电体系方面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储能方面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发展储能是风光可再生能
源晋升为主力电源的必经之路，是能源系统全面电气化转型的核心，是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不可或缺的支撑。对此
，刘文强认为，应利用好我国产业、技术、资源、市场的综合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将其打造成一个全球战略性竞争
优势产业。

 对此，刘文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将锂电储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布局推进。进一步提升储能战略地位，尽快从国
家战略层面制订锂电储能发展战略，把锂电储能作为能源转型、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支撑。二是加快建立安全质量标准
和检测认证体系。充分吸取国外多座储能电站起火爆炸事故教训，聚焦安全性、可靠性、综合效率、寿命等关键因素
，系统梳理和建立储能锂电池安全性、高可靠性质量标准，完善锂电储能系统和电站建设运维标准体系，建立与国际
接轨互任的检测标准、平台和认证体系。三是尽快制订完善准入、价格、监管等具体政策。借鉴英美等电力市场化成
功经验，完善储能相关市场价格机制，明确储能充分参与电力市场的可预期、可持续的准入、价格和监管等具体政策
细则。

 积极谋划 高邮打造光储充产业创新高地

 光储充放一体化设施，不仅将是光伏+新业态智慧能源的重要场景，同时也是我国未来电力市场需求侧响应的重要
手段。近年来，高邮市积极谋划开展光储充发展规划，凭借着在高性能电池和光伏领域的产业优势，聚焦“光储充”
产业谋规划、谋项目、谋配套，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

 3月26日，在江苏�高邮光储充产业发展规划发布会上，《高邮开发区光储充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正式发
布。该规划介绍了高邮开发区光储充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定位与总体目标，并着重介绍了高邮开发区光储充产业发展
的重点方向与总体布局、五大重点工程及政策措施。

 依据规划，高邮市整合原有光伏产业园、电池工业园资源，在高邮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10000亩的光储充产业园
，合理配置园区空间和产业布局，将产业园区进行整体划分，形成光伏产业区约4000亩，储能产业区约2200亩，充电
制造及氢燃料电池区约1500亩，发展预留用地约2300亩。同时还配备光储充产业创新展示中心、服务中心、研发中心
、教育中心和高层次人才公寓等公共服务平台，在推动产业链条上下游协同互补的同时，全面保障项目落户空间和周
边配套，满足区域产业综合性发展需求。目前，高邮光储充产业园已落户规模以上行业企业30家，园区累计培植光储
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聚集了美国IBM无钴新型GT锂电、G12大尺寸硅片电池、单晶N型TOPCon高效电池、磷
酸铁锂电池等业内前沿技术。

 2020年以来，高邮坚定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思想，紧跟国家“节约、清洁、安全”的能源
发展方向，紧盯“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集聚全市资源、汇聚各方力量，打造光储充产业园区、建立了“五
个一”推进机制，成功招引落户中节能、中环艾能、航天数联、新能易事特、赛得能源等一批引领性、标杆性项目。
高邮开发区新签约光储充产业重大项目14个，其中，百亿项目2个，中国节能、航天控股、中船重工、中环艾能、宁
德时代等3家央企、9家上市公司相继落户，计划总投资近500亿元。

 近年来，国家部委不断出台政策力挺新能源发展，国内七大能源集团制定“十四五”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江苏
省“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将新能源列为50条重点产业链目录头版头条，以“光储充”为代表的
新能源生产消费体系日趋成熟，一个万亿元级市场正在形成。高邮光储充产业园将乘势而上，力争在“十四五”期末
，实现光储充产业规模超500亿元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将光储充产业打造成为千亿元级支柱产业，为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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