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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蓄电池储能产业的

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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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已经确定为国

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随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储

能电源系统产业的战略性地位已经突

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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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储

能电源系统，已经成为制约智能电

网、风能发电、光伏发电、电动汽

车等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

关键和制约性基础支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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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储能电源系
统产业，已经成为节能与新能源产业
竞争的热点和焦点。

也是掌握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竞争
的战略性制高点。

掌握了蓄电池储能产业的主动
权，就掌握了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的主
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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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项目的
重点支持下，我国锂离子等新型蓄
电池储能电源产业已经取得了重大
进展。

其中，大容量能量型锂离子蓄电
池产业发展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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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清醒看到，当前蓄电池储能
产业仍面临的诸多挑战；

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技术和产业
发展，已经成为制约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等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首要瓶
颈。

下面，就推动我国蓄电池储能电
源系统产业发展谈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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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储能技术的分类与主要用途

储能产业与储能技术的地位

储能产业的战略重点与现状

对我国发展储能产业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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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电源的分类储能电源的分类
与主要用途与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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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储能媒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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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与储能技术的
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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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的正确定位对

促进其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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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设备应用于国民经济和民生各

领域；

储能技术是能源、交通、通讯、军

工等产业的通用共性技术；

储能产业，是智能电网、光伏发电、

风能发电、电动汽车等节能与新能源产

业共性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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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发展

—已经确定为国家重点推动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

—是低碳经济的战略突破口；

—是低碳经济产业竞争的热点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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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储能技术和储能产业是：

—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关键之一；

—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瓶颈；

—振兴通讯电源产业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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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是战略性基础产
业



新型储能技术和储能产业，

是以低碳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

技术和产业竟争的焦点。

是掌握节能与新能源产业

主动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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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商榷的是；

若将蓄电池储能产业，狭义

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零部
件，

将对锂离子蓄电池储能产业的发

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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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应将储能产业列
为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基
础产业，与新能源产业统筹规
划，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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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的

战略重点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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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当前的战略重点是：

—智能电网、风能和光伏发电用MW级蓄
电池储能系统；

—通信电源等通用蓄电池固定储能电
源系统；

—电动车辆和电动汽车用蓄电池移动储
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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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的重点是当前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的重点是：：

—锂离子蓄电池储能技术；

—钠硫电池储能技术；

—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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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硫和液流电池仍处于发展阶段，一些

重大技术问题仍有待研究和完善，规模化推

广应用和产业化条件还不成熟。

产业化条件相对 成熟的是锂离子蓄电

池。

我国新型电化学储能产业的现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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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量高功率型锂离子蓄电池关键技术小容量高功率型锂离子蓄电池关键技术

和产品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仍有较大和产品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仍有较大

差距；差距；

大容量能量型锂离子蓄电池产业发展已大容量能量型锂离子蓄电池产业发展已

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虽然制造成本仍高与阀控铅蓄电池，但

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已经显著优于阀控铅

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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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能和经济性方面考虑，大容量从性能和经济性方面考虑，大容量

能量型锂离能量型锂离

大容量能量型锂离子蓄电池规模化大容量能量型锂离子蓄电池规模化

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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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应用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锂离子蓄电池成

组后，安全性大幅下降、使用寿命大幅缩

短，甚至发生电池燃烧、爆炸等恶性事

故，已成为制约锂离子蓄电池产业发展的

技术瓶颈。

仍不能满足规模化推广应用和产业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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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成组应用技术、系统

集成关键 技术研究，是当前促进锂离子等新

型蓄电池产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也是具体落实节能与新能源战略，推动智

能电网、风能和光伏发电、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等低碳产业发展基础支撑产业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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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是一个系统集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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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是一个涉及多个技
术领域、产业领域和行业的技术密集型集成产
品。

在国家科技项目的重点支持下，我国蓄
电池管理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些关键技术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或领先
水平。

为发展我国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储能电
源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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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蓄电池
储能电源产业仍面临一些重大挑
战，特别是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产
业的发展，仍不能满足产业化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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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前十年的经验教训，采用创

新的思维、创新的模式，重点解决一

些重点问题，是当前推动我国蓄电池

储能电源产业发展，促进节能与新能

源产业快速发展，具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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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

1、蓄电池储能产业的产业定位；

2、蓄电池管理系统的定义问题；

3、探索适应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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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储能产业的产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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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
电动汽车用

蓄电池

MW储能站用

蓄电池通信电源用

蓄电池

其它产品用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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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等特种蓄电池发展，必须依赖
于蓄电池储能产业的发展。



当前的问题是，

过度将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产业
与如电动汽车等个别应用领域联系。

甚至依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特
殊需求，主导和引导锂离子等新型蓄
电池储能产业发展的看法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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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对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具有重

大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狭义地

定义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零部
件。

已经对锂离子蓄电池产业的发展产
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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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蓄电池管理系统定义的错
误和标准化问题难以推进的主要原
因，主要在于蓄电池储能电源产业
的定位问题。

其根源在于对其战略性地位重

要性的认知，和追求利益 大化的
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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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定义值得商榷

蓄电池管理系统 ≠ 蓄电池监测系统

新能源与电动汽车储能电源系统行业委员会



蓄电池管理系统的基本任务是防
止蓄电池在应用过程中不会发生过充
电、过放电、过流和超温。

主要功能是以上述要求为基本目
标的充电管理和放电管理。

监测系统仅是充放电管理的支撑
系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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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控制模块 放电控制模块

系统控制器

蓄电池监测模块 蓄电池监测模块

数据采集和处理

······

通讯接口通讯接口

不正确的BMS定义

相关设备

主要功能

支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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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管理系统的定义



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是由蓄电池系统、

电机及驱动系统、充放电控制系统组成动力
动力集成系统。

新能源与电动汽车储能电源系统行业委员会



当前，将蓄电池管理系统中的

蓄电池监测设备定义为蓄电池管理

系统。

严重干扰了蓄电池储能电源系

统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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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独立的“三横”攻关模式，虽然电

机、电池和电控的攻关都取得了重大进
展，

但至今仍没有形成可产业化的车用动
力集成系统。

电池系统仍是技术瓶颈，重要原因
之一是“三横”的攻关模式和BMS定义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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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纵”这种明显缺乏
“系统”概念的条块分隔的攻关

模式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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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适应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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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容量能量型锂离子蓄电池产业发
展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国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成组应用技术、
成组技术、成组应用技术和蓄电池电源系统
集成技术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一些关键技术研究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或
领先水平。

为推动我国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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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技术都分散掌握在大

专院校、科研院校和高科技中小企业
手中。

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是涉及多个

技术领域和产业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需要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广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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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环境下，企业间的经济利益、技

术利益和知识产权形成的壁垒，对资源整合

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标准化是产业化的基础。

主导未来市场的强烈欲望和追求利益最

大化本能，对推动标准化工作形成了巨大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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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在市场环境下，利于

实现资源整合的有效模式，是

推动蓄电池储能产业发展迫切

需要探索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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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智能转变后，作为政府与企
业桥梁的行业协会，具有能够办企业
无力办，政府不便办的事的特殊优势。

当前，探索在政府政策扶持和具
体指导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优
势，充分应用市场化机制，推动蓄电
池储能系统产业发展，是值得认真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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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
会，从2008年开始，探索以锂离

子蓄电池行业基础标准入手，推动
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电源产业发展的
探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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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的标准化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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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与电动汽车储能电源系统行业委员会

系统集成商

集成系统监控

网络

ECU

充电机

蓄电池

采集卡

驱动器

抓住一根藤，拉动一地瓜



中化环保联合会已正式成立

新能源与电动汽车

储能电源系统行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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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

以锂离子等新型蓄电池成组应用技术、
成组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为基础，以标准
化工作为切入点，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
为技术依托，在产业联盟框架内，培育和
依托先导性示范型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系
统集成产业化基地，采用现代市场机制，
充分激活和汇集相关优势资源，推动我国
蓄电池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节
能与新能源产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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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与中国电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

会“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工
作委员会”及其它机构密切合作，

在推动我国新型蓄电池储能电源

系统产业发展，促进我国节能与新能
源产业发展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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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发展储能产业的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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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

—具有响应速度快、适用范围广，布局灵活等特点；

—智能电网、风能和光伏发电等用 MW 级蓄电池储

能电源系统，是蓄电池储能产业的重点和热点；

—在未来一个时期MW级储能系统将会快速发展，形

成一个新兴产业集群。

兆瓦级蓄电池储能电源产
业将会快速发展

展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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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碳经济强劲的驱动下，以绿色高性能锂离子蓄 电

池替代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铅蓄电池，将是通信电源

行业具体落实节能减排，推动通信电源产业技术发展，

将是必然趋势。

—充分利用我国大容量锂离子蓄电池产业优势，有望成为

促进我国以绿色、低碳通讯电源产业的突破口。

展望二 有望能成为促进我国通讯电源产
业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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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将成为蓄电池储

能电源产业的主要需求之一。

展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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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产业化的标志：电动汽车产业化的标志：

家用需求成为主流消费群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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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家用需求消费市场

—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需要解决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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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的可行性技术的可行性。。

动力集成系统（包括蓄电池电源系统）动力集成系统（包括蓄电池电源系统）

仍是制约产业化的技术瓶颈，仍是制约产业化的技术瓶颈，

从蓄电池系统、动力集成系统和能源从蓄电池系统、动力集成系统和能源

补给技术成熟程度考虑，当前，产业化的补给技术成熟程度考虑，当前，产业化的

条件仍不成熟；条件仍不成熟；

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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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经济性的可行性经济性的可行性

在可以接受的时间内，必须能够在可以接受的时间内，必须能够

达到符合市场需求的经济性，产业化达到符合市场需求的经济性，产业化

的基本条件。的基本条件。

—整车成本必须具有比较优势；

—全生命周期内使用成本必须具备比
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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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整车成本高；整车成本高；

——使用成本高；使用成本高；

——续航里程短；续航里程短；

——能源补给难；能源补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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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
性放放，方面考虑，建立电动
汽车公共能源供给体系，以纯
电动乘用车为重点，以出租车
为切入点，采用电池租赁模
式，是当前推动电动汽车产业

发展可行的技术路线。

新能源与电动汽车储能电源系统行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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