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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新筑股份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内

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四川省兴欣钒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四方将在四川内江建设中国西部

最大的钒电池电解液生产基地、中国西部最大的钒

电池（电站）系统集成基地、川渝能源一体化应急调

峰基地和全国钒储能应用场景示范城市。

业内人士表示，以全钒液流电池为代表的长时

储能技术，是新型储能发展的重要技术方向。未

来，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持续提升，长时储能

需求将实现快速增长，助力新型电力体系建设。

市场需求旺盛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全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再创新高，截至 10月底突破 14
亿千瓦，达到14.04亿千瓦，同比增长20.8%，约占全

国发电总装机的49.9%。其中，风电4.04亿千瓦、光

伏发电5.36亿千瓦。

“新能源具有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特点，难

以持续稳定保障电力供应，给电力系统带来了新的

运行挑战。‘新能源+储能’成为重要发展路径，储能

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必需品’。”国网新疆经研院

副总工程师宋新甫表示。

宋新甫说，储能应用场景的多样性决定了储能

技术的多元化发展。根据不同时长的储能需求，储

能的应用场景可以分为容量型(≥4 小时)、能量型

(1-2 小时)、功率型(≤30 分钟)以及备用型(≥15 分

钟)，目前以新能源侧配置储能为主，多为功率型、

能量型，主要起到平滑功率波动的作用。未来，新

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单一类型的储能已不能支

撑电网形态、运行方式愈加复杂的系统，需通过多

时间尺度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

发展，为规划构建新型能源系统、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保驾护航。

“随着新能源战略地位提高，长时储能需求将

成为刚需。”大连融科储能总经理王晓丽表示，过往

实施的储能项目有半个小时、1小时的，现在的储能

时长要求大都在 2小时。在西北新能源发展快速、

装机量比较高的地区已经发展到 4个小时的需求。

未来，随着新能源进一步演进，6个小时、8个小时、

10个小时，甚至日级、周级、季度级这类长时储能需

求也会出现。

宋新甫预计，长时储能将从 2025 年大规模增

长，全球规模可达3000-4000万千瓦;2030年起全球

可再生能源占比将超过 60%，长时储能容量将达到

2-3 亿千瓦，长时储能需求约占新能源发电量的

10%-20%。

技术百花齐放

长时储能一般指持续放电时间不低于4小时的

储能技术。随着新能源的高速增长，新能源渗透率

越高，从国家到地方越来越重视长时储能技术的发

展。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坚表示，新

型储能相关支持政策越来越多强调长时储能技术，

如，2022年出台的《“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

案》中提到，推动长时间电储能、氢储能、热（冷）储

能等新型储能项目建设；今年 6月国家能源局印发

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中提出，压缩空气储

能、氢储能和储热等长时储能技术是未来发展的主

力。

同时，各地也纷纷抢占长时储能赛道。比如，

山东省发布《关于支持长时储能试点应用的若干措

施》，这是我国首个就长时储能出台的专项支持政

策；12月，广东省发改委正式发布《广东省新型储能

重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加快新型储能领域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在广东省的推广应用，其中涉及

液流电池技术等多个新型长时储能技术。

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催动下，阳光电源、新

筑股份、晶科能源、融科储能、昱能科技等相关企业

纷纷瞄准长时储能赛道，竞相布局，推动电化学储

能、压缩空气储能、超级电容储能等各类长时储能

技术路线“百花齐放”，其中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颇受业内青睐。

王晓丽介绍说，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优点突

出。首先，其本质安全，水基体系，无起火、爆炸风

险；其次，日历寿命 20 余年，充放电循环 2 万次以

上，与风电场、光伏电场同期；第三，电池上游资源

丰富，我国钒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且钒电解液

可无限循环使用。此外，环境友好，主要体现在电

池材料回收、处理非常简单，生命周期内无环境负

担。

需要降本增效

虽然长时储能更有优势，应用场景广泛。但目

前长时储能初装成本更高，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刘坚说，经济性层面，由于长时储能的调峰需

求是次尖峰、次低谷的差值，因此其带来的收益较

小。特别是在季节性的调峰上，因其充放电的频次

有限，导致折旧成本大幅增加。

那么，如何降本增效，推动长时储能高质量发

展？刘坚表示，要开发低成本、高安全、环境友好的

长时储能核心技术、装备，加快液流电池、压缩空

气、重力储能、储热（冷）、氢储能等多类型长时储能

工程示范。同时，对于配套建设长时储能的新能源

发电项目，应该在竞争性配置、项目核准、并网时

序、电力辅助服务考核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王晓丽说，企业要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

学研合作，围绕降低成本、提升能量密度等核心指

标，加快长时储能技术研发。同时要积极推动

长时储能工程示范项目、商业化项目的实施，

推动长时储能规模化发展。

广告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持续推动钢铁、陶瓷、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技改创新、转型升级，

强壮产业“筋骨”，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今年1-10月该区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增加值

同比增长11.4%。图为12月12日，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家新型建筑器材企业的生产线上

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本报讯（记者 张伟） 12月 7-9日，第

五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召

开。大会期间，由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

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联合牵头的“全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是新高地、产品是

新物种、市场是新赛道，世界汽车和科技强

国都把它作为下一轮产业战略的制高点进

行系统布局。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出台

一系列文件，大力支持产教融合，强调通过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成为技术技能

人才紧缺领域系统储能、赋能的人才培养生

态。为贯彻落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指南》，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产学研合作

和人才培养，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等单位联合成立全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共同体汇聚了 12家高等院

校、34家职业院校、14家整车制造企业、32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及科研机构，构建了连接高

校与机构之间的交流纽带，搭建了产业资源

共享与交流合作的沟通平台，将进一步推动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提升我国智能

网联汽车行业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

全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将将积极响应国家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

号召，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实施“一

体、两翼、五重点”系列举措，推动产业需求

更好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联合智能网联

汽车行业各领域极具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单

位，共同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

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

布局，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同

时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市场拓

展，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赢得国际竞争的制

高点。

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