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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电力系统下的储能应用背景

储能类型多、作用多、应用场景多，但是只有部分场景回收机制成熟。

领域 应用场景 作用 适用形式

电源侧

火电厂侧储能 目前主要参与二次调频辅助服务，提供黑启动能力
等，以后可以参与系统调峰，参与需求侧响应等 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

新能源侧储能
抑制波动，增加出力预测准确性，提供一次调频能
力，减少弃电等，以后可以参与系统调峰，参与需
求侧响应等

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

电网侧

调峰 削峰填谷 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电化学
储能

供电 缓解供电缺口 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抽水蓄
能

调频 精确跟踪调度调频指令、协助安全运行 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超导储能、
压缩空气储能、抽水蓄能

促进新能源消纳 抑制新能源发电出力的波动性 水光蓄互补、电化学储能

黑启动、调压等辅助服务 电源启动等 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电化学储
能

用户侧

峰谷套利 工商业用户通过装设储能节省电费开支 电化学储能

分布式新能源配套储能 提高能源利用率 电化学储能

微网和重要用户 增加系统柔性，形成缓冲，增强调度可靠性 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超级电容



一、新型电力系统下的储能应用背景

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时期

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装机规模已突破10亿千瓦大关，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
重超过4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3.3万亿千瓦时左右，“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
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番。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2021年底，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规模分别超过3亿千瓦。

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从目前情况来
看，乐观预计2025年就能达到11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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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下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新能源消纳压力加大，可靠供电难度提高。

“要加快构建适应新
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
新型电力系统”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
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通过储能进行能量的时间转移存储、发电
和负荷曲线更优匹配，

增强电力系统消纳更大规模清洁能源能
力，

达到电力供能更加清洁、综合社会成本

更低的目的，从而增强我国工业竞争力、

实现社会发展绿色低碳的最终目标。

提高供电能力，降低电力系统综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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