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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储能专业发展报告（2018-2019）》发布

储能技术仍需注重基础研发

《 中国能源报 》（ 2019年11月25日 第 06 版）■本报记者 姚金楠 

“现在储能技术类型这么多，应用场景也五花八门。但各种储能技术在各国到底

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制约因素？不同的场景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储能？”在刚

刚结束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专业发展报告（2018-2019）》新闻发布会上，坐在嘉

宾席的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梁曦东在提问环节多次

举手示意，希望得到一个提问机会。梁曦东把问题聚焦在了储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上。

在此次发布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专业发展报告（2018-2019）》中，电力储能

专委会专门编写了《电力储能专业发展报告（2018-2019）》（以下简称《储能报

告》），尝试对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给出答案。

不均衡：多种技术类型发展参差不齐

Page 1 of 3中国能源报-人民网

2020/2/2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9-11/25/content_1958124.htm



《储能报告》指出，在世界范围内，钠硫电池、锂离子电池、铅炭电池储能等已

进入到准商业工程应用状态，液流电池储能、熔岩储热仍处于工程示范阶段，而压缩

空气储能、飞轮储能、超级电容储能尚处于工程样机演示试验阶段，超导储能和氢储

能则处于可行性研究论证之中。

“目前，全球主要的储能装机分布于美国、西班牙、中国、日本、韩国、德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我国从‘十一五’期间布局储能技术发展至今，主要科研投入

还是围绕在电化学储能领域。”李蓓介绍。此次发布的《储能报告》还特别关注到中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储能研发应用领域的不同侧重。中国在电化学储能，尤其是锂离

子电池、铅炭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方面的研发和应用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储能报

告》援引第二届国际能源署创新周电力储能论坛的专家观点预测，未来十年，电力系

统中的主要储能本体仍将是锂离子电池和铅炭电池。

此外，《储能报告》指出，在新型压缩空气储能方面，我国与国外的科研机构处

于并跑阶段。但在相变储能（热熔岩储能）装置研发以及工程应用方面，我国与美

国、西班牙等国的先进水平仍有5-8年差距。

不系统：各环节研究相对孤立

纵观整个储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又存在哪些共性问题呢？《储能报

告》结合美国的发展实践点破了当前储能技术研究面临的挑战。

《储能报告》指出，美国在储能技术领域起步早、投入多、政策支持力度大，阿

贡国家实验室、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等

相关实验室均具备很高的硬件平台水平和研究实验能力，侧重于新型电池材料体系研

发、电池工况研究、新型电池本体特性、电池集成方法、储能装置安全性、能效研究

和评价等不同领域，基本涵盖了储能电池研究体系的关键材料、本体制造、综合性能

分析以及产业化转移等关键环节，但却没能连接贯通成为完整的闭环。

“各国家实验室各有侧重，环节相对孤立，虽具雏形但并未构成完整体系。”李

蓓坦言，储能技术研发模式的现状就是体系不健全、资源整合度不够、顶端引领作用

还比较弱。

重应用、轻基础模式亟待改变

基于各自为战、缺乏统筹的的现状，《储能报告》指出，当前，储能的研发还处

于“重应用、轻基础”的模式。美国在2012年初由能源部牵头设立电池与储能创新中

心，旨在打通各国家实验室间的相互联系。但相比于硬件水平的交流提升和应用领域

的贯通，在基础性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新型材料研究等方面仍有欠缺。

为此，《储能报告》也建议，要打破对已有技术“小修小补”甚至直接套用的研

发思路，转而建立以需求导向为顶层，健全的应用基础理论为指导的全新模式和体

系，将材料和储能本体技术的原始创新作为行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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