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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电池的发展是“长跑”

近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和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低碳用能与

智能电力专业委员会及中国智慧能源产

业联盟，在上海联合组织了一次“储能

电池产业发展座谈会”。这是电力行业

和动力电池行业自发组织的首次较大规

模的、专门针对储能电池产业发展的座

谈会。来自两大行业的专家充分交流了

各自行业和企业有关储能事业发展的技

术准备、政策环境、商业模式等方面的

情况。

储能电池是新生的大产业，与动

力电池是一体双翼、伴生发展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技

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建成世界

规模最大的产业生态，目前产业规模已

达到万亿产值规模，在制造业中跻身于

大产业行列，今后还有几倍的发展空间。

对于储能电池，从规模上看，随着能源

革命和世界范围减碳事业的发展，同样

有着巨大发展空间，产业体量应能与动

力电池相当。从技术上看，主流的化学

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属于同一大类，科

学技术和制造装备相同，产品性能要求

有差异。从市场和发展阶段看，储能电

池和动力电池市场有很强的互补性，发

展阶段上储能电池滞后于动力电池。

所以，动力电池产业既要关注车用

动力电池的发展，也要关注储能电池市

场的发展，以此为基点做好自己的产业

发展规划。希望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发

展规划和政策制定中要考虑这一产业规

律。

储能电池的成长周期更长

虽然我国储能电池产值已达到千亿

元规模，但从产业发展阶段看，仍属于

初期。如果我们把国内储能电池市场分

为发电侧、电网侧与应用侧，我们可以

发现，在发电侧和电网侧还未形成稳定

的政策环境和商业模式。主要原因是电

力系统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电力行业是国家经济运行和人民生

活的命脉，其稳定的重要性远高于制造

业，政策改革步伐需要慎重。随着国家

双碳目标的确定，电力系统的改革也会

加快进行。

当前建议动力电池行业针对储能电

池市场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关注电力行业改革和政策发展

走向，关注其对储能电池性能要求和商

业模式的影响。比如，在今年电力系统

项目招标中注重满足成本要求的同时，

一定要关注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二是针对储能电池要求，加强产品

研究开发。重点方向是安全性和循环寿

命。因为在这两方面，储能电池比车用

动力电池要求要高得多。

董扬



93

2023 年第 6 期

三是利用当前市场环境比较

成熟的国内用户侧储能和国外储

能电池市场，锤炼产品和技术。

需注意到，国内市场对于产业技

术创新和产品技术迭代的包容性

更强，国外市场对于产品技术成

熟度要求更高。

在当前国内市场发电侧和电

网侧储能商业模式不明确的条件

下，用电侧储能的商业模式比较

明确，应该发展较快。又由于我

国民用电价较低，所以户储电池

市场不大，工商储能当下有较大

发展空间。对此也有与会的电力

行业专家提醒，发电侧和电网侧

储能政策明确后，会对峰谷电价

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工商储能

的盈利模式。

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比较关

注的 V2G 模式，即利用广大新能

源汽车用户的车载电池对电网进

行储能调节，会议未重点讨论。

笔者认为，此种模式对电网调度

要求更高，可能要到更晚阶段才

能大规模实现。

在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下，

电力行业对于储能空前重视。

动力电池产业要抓住此大好

时机，开展与电力行业的全面合

作。重点是针对未来储能电池

发展，做好技术准备与商业模式

的准备。一要练好技术内功，进

一步提高储能电池安全性，提高

寿命，降低成本。二是合作开展

市场预测、规划和产品技术标准

制定工作。三是开展商业模式的

探索。我国目前电力市场计划性

较强，开展商业模式探索更有必

要。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

在锂离子电池发展方面做出突出

贡献的三位科学家，颁奖词中说，

他们创造了一个可再充电的世界。

储能电池对于能源革命和人类社

会的影响将远大于车用动力电池

的影响。动力电池产业面临更大

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以更大

的努力去应对。

随着人们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储能技

术逐渐成为能源行业的热门话题。储能电池作为其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能源储存和利用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储能电池经历了一

系列的发展和改进，从最初的铅酸电池到如今的鲤

离子电池，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储能电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当时科

学家们开始研究电池技术。1820 年，英国科学家弗

雷德里克·达沃恩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最早的可充

电电池一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利用铅和硫酸的化学

反应来储存和释放能量，被广泛应用于电信和铁路

系统等领域。

20 世纪初，镍镉电池开始被广泛应用。这种电

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成为当时最先

进的电池技术之一。然而，镍镉电池存在着一些问

题，如重金属污染和记忆效应，限制了其进一步的

应用。

储能电池的历史发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逐

渐兴起，并取代了镍镉电池成为主流技术。镍氢电

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同时避免了镉

污染的问题。然而，镍氢电池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自

放电率和较低的电压平台等问题，限制了其广泛应

用。

锂离子电池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储能电池的格

局。锂离子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较低的自放

电率和更长的循环寿命，成为目前最为先进和广泛

应用的储能电池技术之一。锂离子电池广泛应用于

电动汽车、便携式电子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储能系统

等领域，为清洁能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储能电池

技术不断涌现。例如，石墨烯电池、固态电池和钠

离子电池等。这些新技术在能量密度、循环寿命、

安全性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进，有望进一步

推动储能电池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