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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与储能技术的发展措施
冯伟兵

河南中原能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濮阳 457000

【摘 要】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新能源的发展成效较为显著，新能源已经从备用能源逐渐转变为助力能源，

其阶段是新能源的重要发展阶段，但在新能源的发展阶段中我国也面临了国土空间、系统成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的

问题。“十四五”时期，新能源的布局推动了其大规模的发展和建设，对此，要持续增加其研发的力度，进而为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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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能源在利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

尤其是建材、化工、钢铁等工业生产活动，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占全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40%。可见，为了实

现“双碳”目标，就必须开展能源革命。储能是利用介

质或设备把能量存储起来，在需要时再释放的过程，既

能保证电网运行的安全性、灵活性，又是智能电网和新

能源发电的技术关键。经过多年实践，风、光、水、火

储能一体化，成为我国储能技术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以 2021 年为例，我国多个省区市在储能方面提出明确

的配置要求，配置比例大多在 5%～20%之间，储能时长

多为 2h。从整个产业发展来看，多种储能技术互相争艳，

带动了更多的企业加入储能产业，一时间呈现出爆发式

增长的态势。

1.“双碳”背景下储能技术的发展现状

1.1.锂电池储能

近些年，我国锂产品产量逐年提升，这为锂电池产

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21 年，锂电池在储能市场

中的出货量达到 32ＧWh，占据主导地位。在政策支持

下，商业体系逐渐完善，我国锂电池储能技术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锂电池储能当前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锂电池的功率倍率特性好，调频性能优于火电机组，能

满足精准、快速调频的要求；第二，用于变电站的配套

储能系统，可实现削峰填谷，增强电网的主动调节能力。

针对发电机组退役后造成的电力缺口问题，通过建设储

能电站，既可缓解供电压力，又表现出响应快、周期短、

配置灵活的优势。2020 年，江苏二期昆山储能电站投入

运营，电池装车量为 48.4MWh，是全球最大的电网侧储

能电站。

1.2.钠电池储能

钠离子电池的安全性高，而且资源丰富，在电动车、

储能等领域，可部分取代锂电池和铅酸电池。（1）氧

化物。如应用Ｎｉ－Mｎ－Ｔｉ基层状氧化物，开发出

10Ａh 软包电池，比能量达到 140Wh/ｋｇ，放电深度

80％状态下使用寿命超过 1000 周。（2）普鲁士蓝材料。

宁德时代于 2021 年成功开发出普鲁士白基电芯，比能

量为 160Wh/ｋｇ。（3）聚阴离子化合物。国内企业利

用磷酸盐基聚阴离子化合物作为正极，开发出磷酸钒钠

基软包电池、氟磷酸钒钠基软包电池，比能量分别为 127、
143Wh/ｋｇ。另外开发出的磷酸盐基钠离子电池储能系

统已在低速电动车中成功应用。

1.3.压缩空气储能

压缩空气储能属于物理储能技术，在电网负荷低谷

期，将电能用来压缩空气；在电网负荷高峰期，释放压

缩空气推动汽轮机发电[1]。该储能技术的优点是容量大、

效率高、投资小、运行寿命长，国内企业与研究机构在

这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2021 年 9 月，中科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建成了 10MW 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电站，

成功并网发电，系统运行效率为 60.7％。2021 年 12 月

31 日，河北张家口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

范项目送电成功，标志着该项目顺利实现并网，正式进

入带电调试阶段，计划于 2022 年底投入商业运行。在

国外，多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正在建设中，如澳大利亚

规划建造的 200MW/1600MWh 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美国

加利福尼亚规划建设的 400MW/3200MWh 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

1.4.氢储能

2021 年，我国氢储能装机量约为 1.5MW，随着下

游市场发展、相关示范项目的快速推进，预计到 2025
年新增装机量可达到 1518MW。与其他储能技术相比，

氢储能并不具备优势，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而且使用

寿命短，但是存在发展氢储能技术的必要性。（1）针

对季节变换引起的发电差异性，氢储能是解决该问题的

最佳选择。将氢储能与其他储能方式结合起来，可有效

调节能源的季节性波动。（2）针对氢燃料电池发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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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高的问题，可使用天然气掺氢富氢燃机发电向电网

送电，其成本明显降低；或直接利用天然气管网提供掺

氢燃料，进一步降低投资成本。（3）在氢储运方面，

运输距离越远，成本优势越大。

2.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与储能技术的发展措施

2.1.优化布局并促进规模化发展

在新时期发展下，则提出了新能源发电的探讨，且

从目前新能源发电的几种大规模利用以及生产消纳的

平衡发展趋势可见，三北地区的风光资源储量较为丰富，

适合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2]。对此，在开发建设的过程

中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以及运营，进而充分发挥出

规模效应，也能够有效地分摊开发、建设以及运营成本，

更能够降低电力价格，有效地满足企业与社会对于电力

的安全运用需求，促进社会生活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在

国家大力推进新能源发电技术以及先进特高压电网技

术下，“十四五”时期又着重强调了特高电压外输电通

道的传输以及效率的研发工作，目的是确保电力输出的

传输效率。可以采取“风电+”“光伏+”等开发模式，

也可以在荒山丘陵、公路铁路、边坡等空间资源的土地

进行建设。在建设以及开发的过程中建立大数据中心的

信息产业，更利于推动与其融合的建设发展。

2.2.破除体制障碍并建立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

从目前的电力市场品种进行分析，目前市场上电力

品种资源丰富化，这些电力品种按照长短等进行分解后，

需要实现现货交易，进而才能够实现连续交易，对此，

要破除体制的障碍，企业需要不断完善价格的交易机制，

建立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确保市场具有竞争性，对储

能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3]。在推动市场发展

的基础上，还需要扩大市场的交易范围，这样才能够打

破省级之间的壁垒，也能够建立绿色的市场化交易平台，

通过价格机制的确定体现新能源的绿色低碳属性，也能

够推动我国碳中和的发展和目标的实现。

2.3.发展储能并促进高比例消纳

要想满足电力系统的调节要求，则需要不断地改进，

定位目标在 2030 年时储备抽水蓄能装备机的容量达到

1.4 亿千瓦为宜，2060 年要达到 1.7 亿千瓦。从抽水蓄

能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抽水蓄能站的资源较为有限。

要想实现新能源高比例的消纳目标，就要对储能进行调

节与规划。抽水储能电站也应该进行资源调查，明确其

建设规模的同时制定好发展布局，推动大型抽水蓄能电

站的建设与发展，也能够加快新项目的建设和新能源的

发展[4]。在电化学的新型储能，要推动电源侧、电网侧

等建设，更要合理安排布局，也要重点对储能技术进行

研究，提高电池制造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电池的容量和

密度，更要降低其成本、控制使用安全、延长使用寿命。

3.结束语

在碳中和背景之下，将新能源与储能技术合理地运

用到社会之中，可有效地保障能源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对此，我国应该推动能源供给的发展，进而在能源发展

的过程中注重新能源和储能技术的发展，确保能够实现

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也能够推动社会的持续性发

展建设，也为我国新能源大规模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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