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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能源局：将重点针对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等开展标准研
制

 7月15日，贵州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大力支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提案》的答复。

 其中提到：

 重点针对压缩空气储能、 液流电池储能
、飞轮储能等技术路线，及时开展标准研制方面。近期，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电力系统新型储能电站规划设计技术导
则》（征求意见稿），规定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规划设计相关技术标准。我省也印发了《贵州省新型储能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新型储能主要包括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明确新型储能规划布局、项目备案、建
设并网、运行调度、市场交易、竣工验收、安全监管等管理要求。

 着力培育
电化学储能电池产业体
系，围绕电化学储能电池上游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钠基电池正极材料、全钒液流电池材料和硬碳等新型负极材料，打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产业发展双赛道。

 建立完善新型储能安全监管机制，强化项目建设、运营安全监测和防控，研究完善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辅助服务
市场交易机制，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市场化发展。

 以下为原文

省能源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1162号提案的答复

贵州省工商联：

 你们提出的《关于大力支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提案》收悉。感谢你们对我省能源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我省已建成新型储能装机195万千瓦/390万千瓦时，有力提高电力供应保障和新能源消纳能力，目前全省计
划或在建电源侧新型储能58万千瓦。近期按照国家能源局有关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各市（州）提前开展2025年新型储
能规模测算工作，并适度展望2026年和2027年规划布局。为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我省积极开展贵州省储能电池及材料产业专项课题研究，为培育储能电池及材料产业提供决策参考。目前专项研究报
告已完成，即将进入评审阶段。同时，我省组织开展了《贵州省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专题研究》《贵州省
中长期电力保障体系建设专题研究》等专题研究，并结合“十四五”及中远期需求，合理配置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二、关于几点建议的答复意见

 （一）关于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技术支撑

 1.重点针对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飞轮储能等技术路线，及时开展标准研制方面。近期，国家能源局发布
了《电力系统新型储能电站规划设计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规定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规划设计相关技术标
准。我省也印发了《贵州省新型储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新型储能主要包括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
等，明确新型储能规划布局、项目备案、建设并网、运行调度、市场交易、竣工验收、安全监管等管理要求。

 2.开展先进技术关键装备和核心材料的研发攻关，加大产业化应用支持力度方面。我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电池及材
料方面大力支持企业实施科技项目。目前，立项实施科技计划项目143项、资助经费1.58亿元，并聚焦在新能源电池、
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等关键材料和循环梯次综合利用方面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坚持三元、磷系两条路线并重
，已形成“电池级锰盐-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拆解”和“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材料-
储能和动力电池-梯次综合利用”为代表的锂电池正极材料全产业链条。2023年，研制出成本不超过10万元/吨的电池
级碳酸锂产品，建成年产5000吨高纯碳酸钡干粒等生产示范装置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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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围绕新型储能全产业链不同环节，支持培育一批新型储能专精特新企业方面。近年来，成功引进宁德时代、比亚
迪、湖南裕能、深圳盛屯等头部企业入黔发展，中伟新材料、振华新材料、安达科技等本土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并成
功上市。全省已形成动力电池产能37GWh,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能45万吨，磷酸铁产能93万吨，三元正极材料产能10.8
万吨，负极材料产能37.4万吨，电解液产能5.3万吨，较2020年实现大幅倍增。规上工业总产值从2020年120亿元增长至
2022年532亿元，年均增速达102.7%，连续三年实现翻番。2023年，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95.05亿元
，较上年度增长超过160亿元。

 （二）关于支持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储能技术发展和推广应用

 我省积极支持和鼓励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储能技术发展，加快推进电源侧、用户侧储能规划建设，加强多场景、多
元化储能综合发展。配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等部门做好储能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和市场化推广，
着力培育电化学储能电池产业体系，围绕电化学储能电池上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钠基电池正极材料、全钒液流电池
材料和硬碳等新型负极材料，打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产业发展双赛道。

 （三）关于明确储能在独立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今年，我省重点推进电源侧储能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新能源规模较大区域建设电源侧储
能项目，开发新型储能多元化应用场景，鼓励支持各地引进新型储能产业重大项目，加快培育新型储能市场主体。我
省按照国家政策印发了《贵州省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实施方案》《贵州省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管理办法》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标准和投资备案管理程序，优化
调整峰谷分时电价，增强企业参与储能市场的积极性。

 （四）关于加强下一代储能技术的基础创新研究

 我省基础创新研究主要围绕全省产业发展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在新能源电池及材料方面重点推动优势正极材料及上
游产业领域原创技术创新，特别是高附加值和高端产品的原创技术上，巩固并提升现有优势。一是三元材料方向，重
点支持镍含量>90%的超高镍无水化单晶三元正极材料研发及产业化技术。二是磷酸铁锂方向，支持围绕磷酸锰铁锂
等新体系电池材料研发和技术改造升级。三是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方向,聚焦钠离子电池正极关键材料开发及产业化
技术难题。

 （五）关于建设国家级储能技术创新平台

 我省积极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省科技厅正对我省科技创新平台进行清理整合，按照“四个一批”的
要求重塑体系和清理规范，明确重点打造13个省级平台序列，启动对1422个省级平台清理规范，明确57个全省重点实
验室布局方向。目前，已首批启动贵州省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等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快推进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重点推进2024年我省电源侧储能项目加快建成投运，做好2025到2027年储能建设规划布局，按照国家政策和市场需
求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业企业、产业园区用户侧储能发展。同时调度用好已建成的新型储能项目，发挥调峰顶峰作用，
建立完善新型储能安全监管机制，强化项目建设、运营安全监测和防控，研究完善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辅助服务市
场交易机制，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市场化发展。

 （二）积极推进储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能动双重作用，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绿色储能技术创新体
系。支持重点相关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持续开展新型储能电池技术创新、应用布局、商业模式、政策机制、
标准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加速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化，推动产学研用各环节有机融合，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提升新
型储能领域创新能力。

 （三）加强储能技术创新平台梯次培育

 支持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向高能级创新平台聚集,在重大项目、人才发展等方面给予倾斜推动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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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实验室建优建强。推动建设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中试基地，并纳入省应用类创新平台建设管理体系，
市场化运营的中试基地对外开展的中试服务项目，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备案管理。结合我省现有的重大企业，重点
围绕“电池级锰盐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拆解”和“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材料-
储能和动力电池-梯次综合利用两条产业路线布局科技创新项目。

2024年6月25日

 （联系人：唐邦洪；联系电话：1878609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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