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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池技术、通晓能源系统、熟稔本地资源——

第三方储能系统集成要“火”

《 中国能源报 》（ 2020年01月13日 第 10 版）本报记者 樊桐杰 

核心阅读

依托创新发展的能力与差异化的增值服务，第三方储能系统集成商将获得更

多的市场机会，未来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产品主导推动形成标准系统集成服

务；一是场景需求倒推定制化系统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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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分得一杯羹。

系统集成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建设高效率、低成本、适配度高的储能电站，是储能行业追求的共同目

标，系统集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环。”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

分会秘书长刘勇表示。

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由电池（锂电池或其他电池）、电池管理系统

（BMS）、储能变流器（PCS）、能量管理系统（EMS）及其他电气设备构成。电池是

储能系统的核心，BMS主要负责电池监测、评估和保护等，PCS控制充放电过程，EMS

进行数据采集、网络监控、能量调度等。

“储能系统集成，是按照用户需求，选择合适的储能技术和产品，将各个单

元组合起来，为户用、工商业、发电侧、电网侧等各类场景打造‘一站式’解决方

案，使储能电站的整体性能达到最优。”刘勇说，“系统集成是一项从零散到整合、

从整合到最优的工程。在对电池、PCS、集装箱等各部件性能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根

据运行场景和场站需求，最大化优化整体设计，释放整个系统的潜能。评价标准包括

安全性、经济性及影响全寿命周期运行的其他要素。”

“系统集成提供给用户的是一种全方位服务，包括储能系统的运行、维护、

回收等，用户要做的，就是使用这个集成方案。”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储能技术研

究组组长陈永翀强调。

储能企业正向系统集成方向迈进

系统集成涉及电化学、电力电子、IT、电网调度等多个行业的跨界融合，不

同应用场景下，电芯选型、系统控制策略都不尽相同，进入门槛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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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做系统集成服务；一种是专业化集成模式，企业从外部采购主要部件，专做系统

集成，比如陆金新能源（科陆与LG化学合资公司）、北控清洁能源等；还有一种是

PCS企业、电池厂商等以自身产品为中心，从单纯设备供应商向系统集成服务综合方

案供应者方向转型。

比亚迪是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的代表，从家庭储能系统，到中间级别的工商业

储能产品，再到公用级别的集装箱系统，全方位覆盖了目前的市场需求。2019年12

月，比亚迪宣布产能增加10倍的计划，并将通过开发两个高压储能系统来满足所有规

模的项目。

2015年，阳光电源与三星SDI成立合资公司，开始涉足含电池层面的系统集

成。阳光电源光储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系统集成是对企业多维度综合能力的考

量，要想做好，需要同时具备四大能力：第一，不同应用场景对电池充放电倍率的要

求不同，要有识别电池性能的能力，综合把握、甄选合作伙伴，做好供应链管理；第

二，采购电芯后，如何在集成过程中实现高效率、低成本，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第三

是安全性，如何最大程度降低风险，系统设计很关键；第四，随着定制化需求成为常

态，如何建立高效的研发机制，考验着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响应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扩大业务半径虽然让储能企业进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市场，

但也对其资金和技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某些专项的电池、PCS、BMS领域，部

分厂家具备了脱颖而出的实力，但其中大部分暂时还不具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

力。实际上，在国内能实现一体化集成与服务的厂家仍屈指可数。

第三方系统集成是发展趋势

从海外电力市场发展来看，鉴于储能产业的多专业要求，既了解电池技术又

通晓能源系统，同时熟稔本地资源的第三方系统集成商在电力系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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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第三方系统集成商的承诺必须由保险公司来承保，换句话说，储能系统一旦出现

问题，将由独立的第三方系统集成商来承担所有的责任。”

“目前，我国储能产业还在向规模化发展和应用方向迈进。行业整体产能供

求比高，市场竞争充分，碎片化市场、独立场景应用过多，暂不足以支撑独立第三方

集成商市场。”刘勇坦言，目前系统集成项目都是非标准模式的，每个项目都不一

样，每个场景都有特点，难以形成规模化可复制的效应。而且，国内业主普遍更看重

的是硬件、价格，为技术和服务付费尚未成为共识。同时，如何衡量系统集成作为一

项服务的价值，也没有相关标准和量化指标，行业数据仍在运营积累阶段。

刘勇表示，依托创新发展的能力与差异化的增值服务，第三方系统集成商将

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未来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产品主导推动形成标准系统集

成服务，一是场景需求倒推定制化系统集成服务。

陈永翀进一步指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从长远来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独

立的第三方系统集成商出现。但是，在电池成本过高、安全仍存隐患、回收渠道不畅

这三个储能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谁都不愿意做独立的第三方系统集

成商。当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储能市场迎来大规模爆发时，独立的第三方系统集成商

将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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