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专题

研究：储能协助能量时移 护

航能源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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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需求：中期延缓弃电率提升，长期支撑能源体系变革电网是需要

瞬时平衡的系统，外送线路的容量和调峰调频余量均限制了电网消纳能力。

风光日内出力波动明显，调节难度增大，叠加火电调节潜力低于天然气机

组/国内容配比较低/电力安全稳定性要求高，国内电网调节压力凸显，传

统的火电作为灵活性资源恐不足以满足电力系统的要求。中期来看，储能

对于降低弃电率具有重要影响。长期来看，未来能源互联网体系下电网结

构将更为复杂，储能能够协助实现能量时空的转移与转化，必然在能源体

系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 

技术分类：抽水蓄能占据主导，电化学储能前景广阔储能技术主要可

以分为四类，物理储能、电化学储能、化学燃料储能与热储能。抽水蓄能

目前市场份额接近 90%，预计在未来十年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资源受限、

工期冗长。电化学储能具备技术成熟、充放电响应快、不受空间地形限制、

建设周期短等多重优势，产品矩阵丰富可根据不同场景灵活配置，可广泛

用于源网荷侧调节，市场前景广阔。 

风光配储：当前行业核心驱动，政策细则逐步完善各地提出配储要求，

减少潜在弃电率提升带来的损失，消纳责任逐步往新能源发电侧转移。中

央与地方政策相继出台，在规模上要求储能电站同步新能源建设，整县推

进逐步配储；对建成速度提出明确规定。新能源配储考核力度加强，有望

减少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参考储能指导意见，对于配套建设或共享模

式落实新型储能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动态评估其系统价值和技术水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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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性配置、项目核准（备案）、并网时序、系统调度运行安排、保障利

用小时数、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考核等给予适当倾斜，我们预计落地后发电

侧和共享储能方均将受益，有望理顺国内商业模式。 

储能结构：共享储能协助降本增效，模式逐步理顺共享储能电站具备

成本低/调用优先级高/租金收入等多重优势，在获得辅助服务收入的同时，

还能够满足发电侧配储要求，降低建设成本。共享储能项目可在日常获得

稳定租金收入，提高收益率。我们以山东/河南案例测算，理想情况下 IRR

均超 11%。随着各省份关于共享储能的盈利模式细化政策逐步出台落实，

权益倾斜有望带来后续催化。我们认为共享储能或是国内需求落地的主体。 

行业展望：基本面和预期差共振向上，戴维斯双击可期当前通过政策

设计，已实现运营端盈利模式理顺，后续潜在政策落地后发电侧模式也有

望理顺，储能内生发展动力有望提升。运营方 IRR 提升为设备端提供盈利

空间，考虑大型储能带来的壁垒提升，监管要求加严，国内储能设备厂有

望逐步盈利。后续潜在发电侧权益倾斜政策以及电网侧储能回收有望提供

预期差。考虑储能盈利提升和运营方逻辑理顺，国内大型储能戴维斯双击

可期。 

风险提示：市场竞争加剧；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疫情影响行业

发展；配套政策落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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