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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生存重要议题席卷全球的当

下，由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成为各国迈向低

碳发展的必经之路。储能以其显著提高风、光等可

再生能源的消纳水平，支撑分布式电力及微网的能

力，成为推动能源体系从化石能源主导向可再生能

源更替的关键技术。

展望2030年，风光储能预计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增长超过160%，工商储新增装机规模可达100GWh，

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71%，风光储能实

现全面市场化，规模持续增长。

本文将根据储能产业的发展趋势、最前沿的热点，

结合普华永道对当前国内储能产业特点的分析，为

储能企业寻找制胜之道。



储能产业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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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至2021年的研发示范期，“储能与分布

式能源”纳入“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储能

的功能定位从“能源应急保障”上升到“构

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2017年发布《关于

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通

过政策指导、支持储能产业的发展。

2021至2025年为商业化初期，发布《关于加

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2025

年新型储能30GW以上装机目标，鼓励多种

应用场景和技术类型多元发展。2022年发布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引领

中国储能行业度过商业化初期。

2025至2030年为规模化发展阶段，电力市场

化继续改革深入，新能源装机量不断提升。

预计2030年储能实现全面市场化。

在储能增长的过程中，主要驱动因素包括风

电、光伏高比例并网产生的灵活性资源需求

带动储能装机需求增长；政策强制配储+电力

市场化建设推动储能盈利模式逐渐完善；峰

谷电价差持续扩大，部分省份实现“两充两

放”，使工商业储能更具经济性；用户节省

电费和保障用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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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NESA，BNEF，普华永道整理分析

政策顶层设计引领，行业规模化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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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示范期
（~2021）

• 2016年“储能与分布式能源”纳
入“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储能
的功能定位从“能源应急保障”
上升到“构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

• 2017年发布《关于促进储能技术
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商业化初期
（2021~2025）

• 2021年发布《关于加快推动
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2025年新型储能30GW

以上装机目标，鼓励多种应
用场景和技术类型多元发展

• 2022年发布《十四五”新型
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规模化发展
（2025~2030）

• 2025年步入规模化
发展阶段

• 电力市场化继续改
革深入，新能源装
机量不断提升

全面市场化
（2030~）

储能实现全面
市场化

2023年，全球新增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新增装机

规模接近全球的50%。中国电力储能累计装机规模为86.5GW，占全球市场总规模的30%，其

中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34.5GW，功率规模和能量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150%。2023年新

增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突破20GW，是2022年同期水平的三倍。

中国储能行业在政策引领下即将度过商业化初期，

实现经济性和规模化



上游的储能电池环节，技术积累已形成壁垒，

竞争格局趋于稳定，然而头部企业的密集扩

产导致的产能释放，使行业竞争加剧、产品

价格下降。技术方面，大容量电芯将成为储

能电池的主要迭代趋势。

上游的PCS（储能变流器）环节，头部参与

者多为光伏逆变器厂商，并向下布局系统集

成业务，具备一定技术壁垒，竞争格局较为

稳定，价格保持稳定。

中游的系统集成环节目前竞争激烈，除专业

集成商和PCS企业之外，电芯生产商、新能

源设备商、央国企背景企业纷纷进军集成环

节，随着储能系统价格不断下降，行业洗牌

加速。由于央国企大规模集采/框采增多，订

单日益向央企、电芯生产商和头部集成商

集中。

下游环节储能项目开发商/投资方以央国企为

主、其他企业以联合体参与竞标，由资质、

资金壁垒驱动业绩分化。2023年有采招的业

务 /开发商201家，其中国电投采招规模达

18.2GWh，前十占比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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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券商研报，普华永道分析

市场
规模

500~1200亿元 140~190亿元 75~150亿元 1500~3000亿元 2800~3800亿元

毛利
水平

15%~20% 20%~30% 25%~30% 10%~20% 10%~15%

集中度 高 较高 较低 中 较高

行业
特点

• 参与者以动力电池
企业居多，具备技
术积累优势，格局
“一超多强”

• 头部企业扩产、参
与者增多导致竞争
加剧

• 技术壁垒较高，是
储能系统的关键环
节

• 主要参与者为光伏
逆变器厂商

• 电芯容量增大对温
控的要求提高

• 精密温控、工业温
控、汽车温控参与
者技术较为成熟，
具有竞争优势

• 参与者众多，竞争
较为激烈

• 系统集成方案尚不
统一

• 技术壁垒正在形成，
竞争优势包括对电
网的理解、核心部
件和系统自研能力、
项目经验

• 参与者以央国企为
主，其他企业多以
联合体参与竞标

• 资质、资金壁垒较
高

技术
趋势

大容量电芯
组串式、构网型、高
压、大容量、液冷，

一体机
液冷

交直流一体化、高压
级联式

--

上游：核心材料与零部件 中游：系统集成 下游：终端应用

储能EPC储能系统集成储能电池 PCS 温控

温控消防

PCS

EPC

储能系统集成

销售

储能电池

电源侧/电网测/用户侧

储能电站

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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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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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毛利收缩

面对储能电池和系统集成环节竞争激烈、价

格不断下降的局面，高比例的设备自研自制

能力是目前集成商提升盈利能力的关键。在

当前产业链毛利收缩的背景下，单Wh毛利向

PCS、温控等环节倾斜。



储能
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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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

风光配储已成为刚需，
但源侧配储经济性有待提升

过去数年中，中国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风光发电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有6个省份风光发电量占

比超过了20%。为了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和满足外送提供灵活性资源的要求，各地均出台了强

制配储政策和“十四五”装机目标，形成了大储装机刚需。

315 365 441

770

1,158

1,682

250
305

393

609

504

797

1,050

25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5E 2030E 2035E

510
620

758

1,050

1,274

1,955

中国风光累计装机及预测（GW）
2,732

光伏

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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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2030年，中国累计风光装机可达

1955GW，2023~2030新增累计风光装机可

达900GW，以20%配储比例计算，新增新能

源装机带来至少180GW的储能需求，使得风

光配储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光伏/风电蓬勃发展的当下，光伏/风电配储

度电成本（LCOE）是衡量其经济性的重要指

标。与纯风光系统相比，光储/风储系统的

LCOE还主要取决于储能系统成本和弃风弃光

率。就储能系统成本而言，技术发展、规模

化效应、上游原材料放量导致光伏和储能的

价格下降，而运维智能化能够降低对人力的

需求，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维修成本。

另一方面，随着风光发电量占比提升，为应

对其带来的不稳定性，新型电力系统将引导

能源企业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向产销一体者。

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管理新能源消纳将为企

业盈利的保障。合理配储能够显著提升光储/

风储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总发电量。

2023年各省风光发电量占比

30%以上

20%~30%

5%~10%

10%~20%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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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2年1月至023年11月，光伏组件和光

伏EPC价格、储能EPC和储能系统价格均呈

现出大幅度下降。光伏组件价格已下降至1元

/每瓦，下降了47%。而储能系统价格已下降

至0.8元/每瓦时，下降了44%。光储系统的度

电成本随之显著下降。

组件价格已下降至0.8元/每瓦

储能系统价格已下降至0.65元/每瓦时

光伏EPC价格

光伏组件价格

储能EPC价格（2h）

储能系统价格（2h）

3.16

0.82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22年
1月

22年
3月

22年
5月

22年
7月

22年
9月

22年
11月

23年
1月

23年
3月

23年
5月

23年
7月

23年
9月

23年
11月

24年
1月

24年
3月

24年
5月

-43%

-54%

[元/W]

1.27

0.65

0.5

1.0

1.5

2.0

2.5

22年
1月

22年
3月

22年
5月

22年
7月

22年
9月

22年
11月

23年
1月

23年
3月

23年
5月

23年
7月

23年
9月

23年
11月

24年
1月

24年
3月

24年
5月

-36%

-55%

[元/Wh]



5.50
5.81

4.21

3.48 3.32

6.91

6.24

5.05
4.70

5.01

3.61

3.00 3.0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09

-40%

0.38 0.36

0.30
0.26 0.27

0.24
0.22 0.21

0.55
0.51

0.43

0.37 0.38
0.35

0.31 0.30

0.41 0.43

0.37
0.33

0.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50

0.72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光储系统初始投资成本（配储20%/2h）

纯光伏系统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元/W]

LCOE[元/kWh]

燃煤标杆
电价

0.37

光伏LCOE-无弃光

光伏LCOE-弃光率30%

光储系统LCOE（配储20%,2h）

光储系统度电成本显著下降

预计2024年配储20%/2h的光储系统初始投资

成本可降3.5元/W左右，推动理论LCOE降至

0.33左右，已低于燃煤基准电价。但是，上

述理论值的实现仍然依赖于风光发电量的上

网消纳能力：在弃风弃光率达到40%的区域，

风光配储具备经济性；反之则不如风光独立

系统，这也导致了目前发电测配储往往以成

本最小化的方案完成政策配额的实现。但是，

我们预计未来的新能源组合消纳能力将具备

市场自我调节性，形成风电光伏装机增长→

弃电率提升→配储经济性提升→配储比提升

→消纳提升、光伏投资加大的良性循环，容

量与消纳平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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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与地方均在政策层面对于独立储能的发

展提供了大量支持，助力电力市场化改革深

入。全国方面，2023年9-10月国家相继发布

《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关

于进一步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从

国家层面提出构建省间、省现货市场，建立

健全的日前、日内、实时市场，逐步建设中

长期、代购点、辅助服务、容量补偿市场与

现货市场的衔接。2023年11月国家能源局提

出以市场化方式促进新型储能调用，建立容

量补偿机制等市场化手段，促进新型储能电

站“一体多用、分时复用”。同时内蒙古、

新疆、河北等省份纷纷出台容量补偿政策，

多地出台储能容量租赁专项政策，通过指导

价及租赁期限要求形式，为独立储能电站提

供“保底”收入。

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独立储能逐渐参

与各类市场，盈利模式亦走向多元化、丰富

化，在中长期和深度调峰等服务的基础上，

现货市场的开展，调频等辅助服务放开，容

量补偿的激励将进一步提高储能电站的收益

机会。

同时，随着储能价格的下降，独立储能电站

经济性显著提升。以100MW/200MWh独立储

能电站为例，当前储能价格下降为1.4元/Wh，

若年收入为5600万元，IRR（内部收益率）

达9.6%。预计未来政策将不断完善独立储能

的盈利模式，推动收益上升。

现货市场开展后，独立储能盈利模式多元化

中长期
能量市场

深度调峰

中长期
能量市场

自调度参与月度
和月内交易

参与月度交易
仅报量参与月内
仅报量或报量报价

按补偿价格
优先调用

共享服务

现货市场

自调度或
由电网参与日前

由电网调度
参与日内滚动

调频等
辅助服务

按调频资源报价

容量补偿

与火电同等
力度补偿

现货市场开展后现货市场开展前 远期

碳交易
市场

独立
储能

趋势二

电力市场化深入，
储能盈利模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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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储能收益模式和收益水平与各省电力市

场建设进程、新能源配储政策等多因素有关，

各省之间存在差异。绝大部分省份能够提供

容量租赁+调峰辅助服务，部分现货市场发展

较成熟的省份还可通过现货市场进行峰谷套

利。

未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更多

省份独立储能可参与更多种类的电力市场，

收益模式逐渐完善，推动储能项目投资建设

加速。

2023年不同省份独立储能商业模式各异

区域 容量租赁

辅助服务

现货套利 容量补偿
调峰 调峰容量市场 AGC调频 一次调频

山东 √ √ √

山西 √ √ √

河南 √ √

宁夏 √ √

甘肃 √ √ √ √ √

湖南 √ √

广东 √ √ √ √ √

内蒙古 √ √ √ √

广西 √

浙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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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时电价制逐步完善、电价市场化程度持

续提升的背景下，峰谷价差扩大，给予储能

行业更丰富的盈利模式和更广阔的盈利空间，

推动工商业储能迎来爆发增长。2023年工商

储需求迸发，预计到2025年工商储新增装机

规模可达15.9GWh。未来随着电力市场改革

深入，预计到2030年工商储新增装机规模可

达100GWh，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71%。这一优化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驱

动：

峰谷价差扩大：政策推动进一步完善分时电

价机制，引导用户削峰填谷。峰谷价差持续

扩大，使工商储具备盈利基础。

储能价格下降：电芯成本大幅下降，行业竞

争激烈，导致配储成本降低，储能经济性显

著提升。

需求响应要求：发改委发文要求25年各省需

求响应能力需达最大用电负荷的3~5%。各地

出台需求响应补贴政策，鼓励工商企业主动

调节负荷，储能可作为灵活的分布式资源进

行响应。

两部制电价：促进企业在两部制电价下合理

规划用电，按需选择电压，鼓励配储平滑用

电。

业主用电保障：近年多地均发布了有序用电

方案，限电/停电导致工商业减产，收益下滑。

储能作为后备电源能有效保障工商业用户用

电稳定性。

经济性是工商业企业参与储能项目的主要驱

动因素，工商业储能的商业模式包括通常应

用于一般工商业、户用储能、5G基站、数据

中心、光储（充）一体化、空港陆电、港口

岸电的削峰填谷和需求侧响应，从而降低度

电成本。此外，动态扩容、需量管理、新能

源消纳也属于工商业储能的商业模式，需量

管理可以应用于两部制段电价，降低容量电

费，新能源消纳可应用于源网荷储一体化

（微电网）以保障用电安全。而现货交易与

辅助服务这两种商业模式则主要应用于虚拟

电厂，用以增加工商业储能的收益。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普华永道整理分析

中国工商业储能新增装机及预测

0.5 0.3 0.9 4.1 8.3
15.9

25.9

41.9

58.9

81.1

100.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CAGR：+71%
[GWh]

趋势三

分时电价优化，
工商储需求爆发



就国内目前储能行业而言，工商业储能主要

用来满足企业自身的电力需求，在峰谷电价

机制下进行套利，或者实现光伏的最大化自

发自用。削峰填谷获取价差是工商业储能项

目获利的最主要途径，谷充峰放，峰谷价差

越大，经济性越强。除此之外工商企业还可

通过需量管理分担用电高峰变压器出力、降

低需量电费，或通过需求响应获得补偿等。

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峰谷价差持

续扩大，分时电价机制逐渐完善，工商储经

济性进一步提升，已有18个省份峰谷价差

>0.7元/kWh，其中广东、海南、湖南、湖北

平均峰谷价差在1元/kWh以上。且峰谷时段

持续优化，目前超过20个省份已满足两充两

放的充放电策略，浙江、山西、新疆、内蒙

古由于中午为谷时电价，可实现2次“谷充峰

放”策略，其余多数省份可采用“谷充峰放+

平充峰放”策略，福建最新分时电价可实现

三充三放（第三次仅有1小时）。

工商储项目应用分布占比（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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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求侧响应
+削峰填谷

需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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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各省一般工商业最大峰谷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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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谷价差的扩大使得工商业储能项目的利润

空间增大，而峰谷时段的优化则为工商业储

能增加了套利的机会，工商业储能的盈利水

平随之提升，在目前的趋势下，多省份已经

具备较为优越的投资经济性。

根据储能系统单价与峰谷价差变动时的敏感

性分析，峰谷价差对工商储项目收益率影响

最大。据测算，考虑两充两放的情况，当储

能EPC价格为1.4元/Wh时，随着峰谷价差从

0.5元升至1.1元/kWh时，理论IRR可从2.6%

提升至25%，假设峰谷价差为0.8元/kW，随

着储能系统单位投资成本从1.8元/kW下降至

1.2元/KW时，理论IRR从7.3%提升至16.6%。

工商储的投资运营形式主要为业主自投、租

赁、合同能源管理以及合同能源+融资租赁四

种模式，企业可根据自身业务灵活选择。

同时，工商业储能高定制化特性对开发商渠

道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工商业储能属于用户

侧储能，项目多以直销为主，面对的终端客

户使用场景和需求多样，安装环节繁琐且专

业性强，因此获客渠道是企业布局关键。

目前主要渠道类型有四种，其优势所在各有

不同。综合能源服务商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

能源服务，实现节能降本；售电公司能够了

解容户用电需求，熟悉电力市场规则，帮助

企业调整用电曲线，提高用电效能，节约电

费；分布式能源开发商与工商业储能企业客

户群体相同，部分企业存在光储一体化建设

需求；电力EPCO服务商能够提供从设计、

采购、安装到运营的全流程服务。渠道能力

是工商储能业务的关键，需要综合考量各渠

道资源的优势与业务适配性，侧重渠道资源

复用，具备本土客户资源的电力能源商将占

据优势。

各省储能充放策略（2h）

三充三放
（2.5次满充放）

两充两放
（谷充峰放）

一充一放

两充两放
（谷充峰放
+平充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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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四

多元技术并举，
长时储能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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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储能技术分为物理储能和化学储能两

大类，物理储能又细分为机械储能、电磁储

能和热储能，而化学储能则包括电化学储能

和氢储能。目前机械储能下的抽水蓄能和电

化学储能下的锂电池已处于技术成熟、大规

模商业化阶段，而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

储热、钠离子电池正处于从示范项目向商业

化迈进的关键阶段。目前已投运储能仍以抽

蓄和锂电为主，抽蓄占比不断下降，新中标

项目技术类型丰富。多种新型储能技术招标，

其中压缩空气、液流电池和光热储能贡献主

要增量，有望进入规模化发展。

37%

2023中国各储能技术路线累计装机占比

1%

1%

2%

1%

新型
储能

锂离子电池

铅炭电池

压缩空气

液流电池

其他新型
储能技术

60%抽水蓄能

3%熔盐储热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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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储能形式的储能容量与时长

资料来源：《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普华永道整理分析

毫秒级 秒级 分钟级 小时级 日间级 周 季节

10GW

1GW

100MW

10MW

1MW

100kW

10kW

1kW
电化学储能

飞轮储能

储热

氢储能
压缩空气

抽水蓄能

惯量响应 二次调频

一次调频
日内调峰备用 长周期消纳

超级
电容 • 长时储能一般认为是具

备4小时以上放电时长
的储能系统，主要包括
抽水蓄能、液流电池、
熔盐储能和压缩空气储
能等

• 长时储能可凭借其长周
期、大容量的特性，在
跨天、跨月或跨季度能
源消纳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抽水蓄能和锂离子电池仍是最具经济性

的成熟储能技术，抽水蓄能容量大、储能时

间长且成本较低，尽管受到地理条件限制、

响应较慢、建设周期长，仍在电网频率控制

等领域有着广泛运用。而锂离子电池尽管有

着安全性一般、低温性能长、可能面临资源

约束问题等局限性，得益于其充放速度快、

效率高、综合性能优越的特点，在储能产业

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未来随着储能技术的发展，钠离子电池因

其安全性较高、低温和快充性能好、资源储

量丰富、生产设备与锂电兼容等优势，有望

替代锂离子电池，在对能量密度要求不高、

但安全性和成本控制要求更高的储能领域推

广应用。而液流电池和氢储能等长时储能技

术尽管现阶段成本较高，但由于其大容量长

时储能和环境友好的特点，未来在大型电站

等领域亦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可再生能源发电渗透率越高，对平衡电力系

统的负荷要求增加，所需储能时长越长。而

当前的主要储能形式的储能容量与时长差别

较大，氢储能、储热能够进行长周期消纳，

而飞轮储能等形式只能进行分钟级储能。长

时储能一般认为是具备4小时以上放电时长的

储能系统，主要包括抽水蓄能、液流电池、

熔盐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长时储能可凭

借其长周期、大容量的特性，在跨天、跨月

或跨季度能源消纳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3中国新型储能技术路线中标情况*

*除抽水蓄能和锂电池

37,134

12,470 11,020

1,400 153 110

压缩空气液流电池光热储能 重力储能飞轮储能钠离子电池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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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储能可用于解决日以上的新能源消纳问

题，随着中国风光发电量占比不断提升，储

能技术的目标也将从满足系统日内平衡调节

需求转向满足日以上时间尺度平衡调节需求，

在此基础上寻求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满

足未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调节和存储需求。

因此，储能的技术重点也将从抽水蓄能、电

化学储能等，转向机械储能、储热、氢能等

10小时以上储能技术，在规模化长时储能技

术上取得突破，并进一步发展液氢、液氮、

压缩空气储能等长时储能技术，未来长时储

能会成为发展主流。

在具体应用方面，液流电池有望替代锂电池

应用于大规模长时储能。与锂电池相比，液

流电池更适合应用于大规模长时储能，目前

全钒液流电池是液流电池中发展最快的，技

术也是最成熟的。与锂电相比，钒液流电池

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能量密度较高、易

扩展，且钒可回收利用，尤其适合应用在固

定式大容量长时储能领域。并且，我国钒资

源储量居世界首位，约占40%，且技术水平

位于世界前列，具有大规模制造钒电池的工

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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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液流电池累计装机预测

预计2030年全球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可达8.54GWh，累计装机可达41.3GWh，年增长率高达

35%。其中，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将达6.1GWh，累计装机达25GWh，占所有液流电池的

61%。。

[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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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基液流电池 铁基液流电池 钒液流电池

全钒液流电池作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液流电

池技术，成本仍是制约液流电池发展的核心，

可通过完善关键材料产业链布局、推动技术

进步及国产化降本降低电池成本。目前全钒

液流电池成本中，电解液占比48%，电堆占

比36%（其中隔膜约占三分之二）。电解液

和隔膜降本是全钒液流电池降本的重点方向，

具体降本重点包括：电解液配方优化、隔膜

国产替代与新型膜材料研发、规模效应：、

生产流程缩短和电解液租赁。若未来电解液

利用率由70%提升至80%，电解液材料成本

下降12.5%，规模化和加工链条缩短使得电

解液成本下降20%，国产替代和新型膜材料

研发应用使得膜成本下降50%，其他部件成

本下降5%，预计全钒液流电池整体成本的

下降空间在20%以上。

另一方面，氢储能具有长时储能特征和远距

离运输的潜力，在长时储能、发电等领域具

备广泛应用潜力。IEA预计，在2050年全球

“净零排放”目标下，2030年全球氢能应用

需求达到2亿吨。目前工业是氢能主要应用

领域，未来氢能在交通、电力等领域将逐步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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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储能的消纳优势与规模经济包括:大容量长

时储能，长距储能，生态友好。然而，氢储

能发展在当下仍有着诸多限制。具体的氢能

在我国的发展趋势，敬请期待后期的氢能行

业趋势洞察.

IEA“净零排放”情景下，全球氢能应用需求

工业 电力 交通 燃料 建筑 其他

28

21
87

2020

99

56

2030E

119

109

104

39

204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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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00

58

2050E

210

388

526

[百万吨]

终端应用

氢能电力系统的基本构成

风光等可再生能源

绿电制氢

氢气储能电能→氢能 氢能→电能

制氢系统 储氢系统
氢能发电

系统

供电

供电
供氢



能源新纪元系列：光伏行业趋势洞察篇 22

海外储能市场规模稳定增长，市场较为成熟，

盈利模式多元回报率可观。预计到2030年，

全球储能市场规模可达110GW，CAGR达

30%。除中国外，美国和欧洲2023新增装机

可达17GW、26GW，欧美地区贡献了主要增

量，市场潜力巨大。

在全球储能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加上各国贸易

保护政策和新关税政策的出台的背景下，中

国储能头部企业已加速出海布局，并在海外

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诸如电芯、Pack

等零部件的传统产品与服务出海，毛利相对

较低，可提供的品牌价值也较为有限。与之

相对应的是，面对未来的综合服务出海，构

网型储能系统供应、“源网荷储”综合解决

方案提供，能够提供更高的附加值。从传统

电芯等基础产品出海，到成为全球定制储能

系统供应商将成为中国企业储能出海的未来

趋势，也是提升全球品牌影响力的途径。这

一全球品牌的积累将帮助储能企业在未来更

好的反哺国内市场，这条通路是储能企业的

差异化发展路径。

全球储能新增装机量及预测（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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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五

海外增长迅速，
储能出海提升品牌价



全链服务
护航能源企业
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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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普华永道分析了能源行业转型的整体特

征以及细分领域的核心趋势及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定期发布的细分领域趋势报告）。然

而，对于能源企业来说，面对不断变化的市

场和技术环境，把握窗口期，抓住转型特

征，实现自身能源转型并打造未来增长的二

次曲线的这一进程仍将充满挑战。

普华永道依托全能源价值链的丰富经验与市场

洞察总结出业务增长、精益运营和多元协同是

能源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三大战略要务。

首先，保证业务增长是能源转型战略的根

本。企业需要通过打造市场先发优势保障高

项目收益，不断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并灵

活调整业务布局，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

的多样化。

其次，精益运营在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转型过

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项目执行和

后期运维中，贯彻成本优先与规模效应策略

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生产风险点，提高运营效

率，降低成本，为企业打造可持续的市场竞

争力。

此外，多元协同策略也是可再生能源企业应

对转型挑战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跨界合作

与资源整合，企业可以促进组织内外部的协

同运营，并与价值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实现

协同发展。这有助于企业整合资源、优化供

应链、提升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

的变化和竞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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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些方面做足功夫，企业才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

发展。为了应对上述三大战略要务，普华永道总结了对于能源公司的战略和战术杠杆：

三
大
战
略
要
务

普华永道能源领域战略与战术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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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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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增长 多元协同精益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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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运营

先发优势
区域/技术

组合

能源新纪元系列：光伏行业趋势洞察篇25



在这一进程中，普华永道结合自身服务经验与经典国内外案例，愿意成为能源企业可持续转型

的最佳陪跑伙伴，为企业提供从战略规划到落地实施端到端的转型服务。

战略企划服务

前沿
技术
与商业
模式
研究

市场
进入
战略

国际化
战略

数字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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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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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储能

氢能

石油

充电桩

···能力建设
支持服务

ESG报告与鉴证服务

潜在机会挖掘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企业变革管理

战略
规划

业务
管理

业务
落地

交易
计划
管理

数字化零售管理与财务建模

绿证与碳交易管理 价格预测与交易规划

业务
支持

落地
实施

管理
提升

业务变革服务

资产业务
数字化升级

设计

可再生能源
布局规划

集中式供应
链管理整合

优化

• 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
规划

• 分布式智
慧绿能服
务规划

• ···

可持续
增长战略

零碳战略

ESG战略

碳管
理数
字化

组织
架构
管理

资产
配置
优化

…

涉
及
能
源
行
业

普华永道深耕能源领域，多年来持续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和行业洞察，动态解析能源转型所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协助企业解决转型过程中的困难，保证战略

的顺利落地和实施，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目标。

普华永道能源领域服务矩阵

集成
业务
管理

全球供应链布局与物流网络规划

集成研发管理(IPD) 智能制造与精益生产

高效
运维
管理

运维策略与能效优化

“无人化”场站解决方案
优化发电测出力管理与

用能规划

预测性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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