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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聚力培育全钒液流等储能产业链

 储能作为能源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
要支撑。储能产业链内容丰富、附加值极高，即包括传统储能，如抽水蓄能，也包括新型储能，如物理储能、化学储
能等，是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未来产业。

 近年来，商洛市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储能产业。目前，全市在建和拟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8个，总投资
将会超过1000亿元，年产值近200亿元。在新型储能方面，随着比亚迪电解液和隔膜纸、海恩电池材料和动力电池、
五洲矿业钒电池、洛南氢储能产业园、商南钒储能产业园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近期陕西省首家绿电制氢及应
用示范项目在商洛建设成功，标志着商洛市开始加速步入储能产业这一新赛道。

 商洛发展储能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商洛市地处全国大地中心、胡焕庸经济线东南，周边聚集了西
安、武汉、郑州、重庆、成都五大超千万人口城市，对电力需求十分巨大。境内大小河流、支流约7.25万条，除在建
和已纳入国家抽水蓄能电站规划的5个站点外，仍有10余处可以直接作为抽水蓄能电站的下库。钒矿储量全国领先，
作为钒电池的主要材料五氧化二钒产能占国内52%左右。光伏建成和在建项目达1500兆瓦，是绿氢储能的最佳资源。
现有选矿企业100多家，尚未回填的矿穴是空气压缩储能的天然生产空间。

 经过调研发现，商洛市储能产业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审批时间长、投入大，对前期保障工作
有待加强；二是330变电站仅有4座，尚无750变电站，110主变N-1通过率仅为85.71%，低于省内城市100%的水平，区
域内电网结构和电力对外输出通道均需提升；三是储能示范项目较少，储能应用场景有待拓展；四是相关部门对储能
产业认识和重视有待提高，相关扶持政策和服务机制有待完善。

 西安交通大学王树国校长说，本世纪末，石化能源几乎耗尽，新能源产业将是国之大者。储能产业是建设新能源体
系的重要支撑，国家将储能产业定位为未来产业。就商洛而言，发展储能产业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打造中
国康养之都、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实施秦岭生态保护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强化领导机构建设。建议成立全市储能产业发展专班，尽早谋划设立市、县能源发展局，
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储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建设“中国西北地区绿色能源基地”为奋斗目标
，用10到15年时间，打造一座全新的新能源产业标杆城市。经济学家任泽平在2024年跨年演讲中说，当下不投新能源
，就像20年前不投房地产。如果咱们现在不下大力气谋篇布局，乘势攻坚，那么别人就会弯道超车，等别人一旦开始
，我们的资源优势将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二是加快对外通道建设，确保能源输出畅通。建议向省上争取将商洛列为西北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配中心，尽早在
商州或丹凤规划建设1座750变电站及连接关中750电网专线，加快推进高铁配套的镇安、山阳330变电站及330线路，形
成区域电网环线，为全市新能源输出提供保障。

 三是大力培育全产链，尽快形成产业聚集优势。重点做好储能产业链上游环节----装备制造业，加快推进钒电池、
锂电池等原材料以及压缩机、制氢设备、储能变流器等制造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紧盯储能产业中游，多元化发展各
类储能方式，鼓励企业、高校在商洛共建储能技术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集中科技资源开展技术攻关；全面发展下
游产业，鼓励在传统电站、电网公司、铁路、大型园区、工商企业等领域，实施储能示范电站推广工作，不断拓展应
用场景。

 四是加强项目示范带动，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支持高新区、经开区规划建设新型储能产业示范园区，鼓励比亚迪、
海恩等头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抓紧巩固钒储能产业的基础优势，支持五洲矿业发展成为钒储能行业国内头部企业。
支持陕西正太、中天佳阳等光伏企业发展绿氢制、储、用产业，延长产业链，打造“陕南绿氢产业”名片。适当超前
布局多元化的储能技术路线、装备产品，推动新技术成果在商洛产业化。借助西商协作机制，启动谋划一批商洛、关
中共享储能示范项目。

 五是积极改革创新，强化政策支持。储能产业要健康发展，必须要建立稳定盈利的商业模式。有关部门要加快探索
实施容量电价机制，积极探索与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结合，建立储能碳积分制度，创新金融支持和财税激励政策，做好
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审批服务，加快推动电网侧、电源侧、用户侧新型储能电站建设，切实发挥储能产业的集群效应。

 储能产业正处在发展的风口。商洛拥有储能产业发展广阔、肥沃的土壤，拥有一批有卓识远见的企业家和他们种下
的储能火种，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我坚信商洛储能产业一定会迎风飞扬，未来也一定会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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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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