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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打造储能产业基地

 3月16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印发《 南宁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提到：

 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一）加快调节电源建设。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为增强电网电力调配能力，提高电压质量和电网安全稳定水平，结合场址条件和水能资源
开发利用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上合理布局抽水蓄能项目，科学避开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公益林、
饮用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加强环境保护，统筹强化河流生态流量的保障和监测能力。将南宁抽水蓄能电站（4×30
万千瓦）、武鸣抽水蓄能电站（4×30万千瓦）作为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重点任务，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力争
推进南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开展南宁上林抽水蓄能项目（4×30万千瓦）、横州抽水蓄能项目（4×30万千
瓦）、南宁马山抽水蓄能项目（4×30万千瓦）、宾阳县三阳抽水蓄能项目（30万千瓦）、南宁宾阳思陇抽水蓄能项
目（30万千瓦）前期工作，力争5座抽水蓄能电站纳入国家规划并实施建设。

 加快新型储能应用。以电化学储能为重点，鼓励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项目按自治区年度建设方案要求配套一定比
例的储能设施，推动已投产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适时增配储能，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就地消纳能力。鼓励在负荷密集
接入、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调峰调频困难、电压支撑能力不足、电网末端、主变重过载及输电走廊资源紧张等区域合
理布局新型储能，开展集中式共享储能试点，开展全钒液流电池、长时储能示范。探索商业化储能方式，拓展新型储
能应用新场景，鼓励基于多种储能实现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多源互动，探索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氢储能和蓄冷蓄热
储能等新型储能项目在电力源、网、荷各侧多场景试点应用。“十四五”时期，争取投产新型储能45万千瓦，储能时
长不低于2小时。

 开展虚拟电厂等新模式试点。开展虚拟电厂、负荷集成等新型业务模式试点，汇集工商业用电、居民用电等多种负
荷类型，以及新能源、充电桩供应能力，通过智能化调度、动态调节实现电网供需双向互动，积极推动南宁公交充电
等虚拟电厂试点。开展电化学储能、冰蓄冷空调、光伏发电和电动汽车双向充放电综合示范应用，开展农产品冷链物
流园区需求侧分布式储能示范工程。

 开展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持续开展配电网互联互通、智能配电网、主动配电网建设，提高配电网接纳新能源
和多元化负荷的承载力和灵活性，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形成具有主动管理分布式电源、储能设备和客户双
向负荷的模式，建成具有灵活拓扑结构的公用配电网。

 构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服务体系

 服务南宁新能源汽车城和南宁智能立体交通体系建设。按照南宁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将充电基础设施作为未来
城市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等重要入口，促进充电基础设施与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深度融合，探索扩展增值服务。服务
南宁新能源汽车城建设，加快构建电动汽车智慧充换电体系，鼓励建设运营企业利用自有或租赁土地建设集中式充换
电站，布局新一代大功率高压充电站，持续提升南宁智能立体交通体系充电能力，提高新能源汽车出行便捷度。以新
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带动南宁智能立体交通体系建设，做好武鸣、凤岭环线等云巴、有轨电车路线的供电保障。

 加快构建电动汽车智慧充换电服务网络。加快城镇人口集中区充电设施布局，从中心向边缘拓展布局，形成“适度
超前、布局合理、智能高效”的充电服务网络。积极响应国家新能源汽车下乡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要求，按需布
局乡镇充电基础设施。优先推广公共停车场、大型商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区域充电桩，加快满足工业园区、旅
游景点等优先发展区域的充电桩接入需求，推进小区住宅、老旧小区改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公共充电桩1.23万
个，新增推广新能源汽车7.78万辆。合理建设独立占地的充换电站，开展换电站应用试点。有序推广充电桩与双向互
动智能电表集成式基础设施。

 推动车-桩-智慧能源融合发展。推进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与电力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系统高效协同发展，鼓
励开展车-桩-电网互动（V2G）、虚拟电厂、储能互动等新模式示范应用，推动电动汽车与气象、可再生能源电力预
测预报系统信息共享与融合。充分利用“云大物移智”等信息技术，将充电设施作为未来车联网的重要入口，强化充
电数据、汽车用电数据、路程行驶数据等互联互通，打通桩、车、人、路等数据交互，以数字化手段推动全区充电运
营服务有序发展；鼓励组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车、桩、网一体化公司，专业化运营充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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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智慧能源创新示范

 （一）冷热电智慧联供系统试点。

 建设配电、配气、热力一体化能源网络，加强分布式能源公平接入，在南宁六景工业园区等冷热电负荷集中园区实
施冷热电智慧联供系统试点，在五象新区物流保税园冷链物流开展基于智能用电管理的分布式储能试点，利用大数据
、5G、储能等技术，构建能源高效存储、智能协同的综合能源控制系统，强化智能用电管理。

 （二）开展园区“光储充”一体化示范。

 开展分布式发电、储能和电动汽车充电一体化技术建设，试点光储一体化智慧车棚，重点推进南宁会展中心、北部
湾科技园、江南工业园区、富宁经济园等“光储充”智慧车棚一体化示范。充分利用园区的建筑屋顶铺设光伏组件，
服务园区内充电桩和日常用电，推进五象电商产业园区“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建设，打造一站式综合能源服务站。

 （三）智慧楼宇示范工程。

 鼓励工（产）业园区开展智慧楼宇综合能源试点。推进五象新区电力应急联动中心智慧楼宇等试点工程，建设能源
智能管控云平台，光储充直流微网系统、智慧用能管理系统、智慧楼宇监控系统，实现清洁能源、储能、用电负荷的
高效耦合以及用户用能的柔性控制。

 打造储能产业基地

 （一）产业发展重点。

 力争形成百亿级储能产业集群。重点建设储能装备产业园区，以中游储能系统成套装备为重点，大力引入比亚迪等
国内龙头储能整机设备制造企业，带动高效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和能量管理系统全产业链发展，积极
推进储能应用，提前布局废旧储能电池回收产业。到2025年，储能关键装备具备产业化规模化生产能力，加快辐射全
区和周边省份，提高新能源配套储能装备本土化率。

 推进新型储能电池多场景应用。开展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应用示范，以横州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平陆一体化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为重点，通过储能协同优化开展大规模风电、光伏发电并网消纳和容量支撑示范。发展煤电既有
厂址和输变电设施建设新型储能示范，配合开展调峰、调频及多场景应用，提升电厂运行特性和整体效益。开展关键
电网节点示范，在负荷密集接入、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调峰调频困难和电压支撑能力不足的节点合理布局新型储能，
提高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开展用户储能应用示范，在化工新材料等重点用能企业建设新型储能设施，引导用户配
置储能错峰用电、降低用户综合用电成本。开展分布式储能多元化应用，围绕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大数据中心、
5G基站、充电设施等其他终端用户，探索智慧电厂、虚拟电厂、电动汽车双向互动等多种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和商业
模式。

 专栏9 储能产业发展重点

 高效电池组。以100-1000兆瓦时锂离子储能电池设备及其材料为重点，大力引入比亚迪等储能系统集成龙头企业布
局储能电池产业链，鼓励多氟多等驻邕电动汽车锂电池研发企业开展储能电池产业布局及技术攻关、电池研发，积极
引入宁德时代、天奈科技、国轩高科、亿纬锂能等锂电池及新型材料龙头企业。重点突破循环寿命长、转换效率高的
储能电池技术，开展超级电容储能、超导储能、先进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先进储能电池研发。突破光储集中式
逆变器技术，研究光伏、储能通用标准接口，推进光伏发电子系统及管件部件模块化设计。

 电池管理系统。依托电池组设备研发，积极研发体积小、集成度高的电池管理芯片，提高电池管理系统的通用性、
集成度、电池SOC估算精度，提高均衡系统的电流等级。

 储能变流器。研发具备高能量密度、高容配比、和大方阵性能的储能变流器，提高储能设备效率，降低储能投资成
本。

 能量管理系统。依托逆变器能量智能管理单元，提升系统集成设计对各类技术路线电池的兼容性，实现不同设备统
一管理和调度的数字化融合，对核心部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寿命预测，做到“早发现、早维护”，降低发电量损
失和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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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能电池回收。鼓励企业围绕储能电池回收建设创新创业平台，积极培育循环科技企业，提前布局退役储能电池回
收产业，开展电池梯次利用及回收解决方案研究，突破选择性提锂、萃余液除油、含重金属氨氮废水处理、放电废水
处理等关键技术，解决退役动力电池短程利用难题。

 其他关键部件及材料。电子专用材料、石墨及碳素制品、新型膜材料制造；高纯元素及化合物、新材料技术研发；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塑料制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二）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中游储能系统集成和下游储能电池回收产业，打造储能装备制造核心基地，形成在广西乃至全国具有影响
力的先进储能装备特色产业集聚区。

 在六景、伶俐、邕宁、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储能装备制造产业，加快推进弗迪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项目
达产稳产，重点推进动力电池、储能系统等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制造，在隆安、武鸣布局相关配套产业，打造若
干个储能科技园。鼓励在邕企业围绕储能电池回收产业建设创新创业平台。

 大力发展能源综合服务

 开展园区级综合能源管控。依托南宁市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优势，促进能源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面向园区和大用户
，重点研发综合能源管控系统。供应侧整合风电、光伏等电力系统，以及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等系统，需求侧汇集
用能大数据，满足电、气、热、冷等能源实时用能需求，对园区负荷进行实时监控、智能调节，实现多能互补、节能
管理。依托园区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开展园区或园区间储能集控调度，实现多种分布式能源储能设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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