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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 月储能政策从国家到地方共有 60 余项发布或征求意见，涉及储能规划、直接补贴、辅助服务

市场等方面，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对本月储能政策进行了梳理解读，希望与业界同仁共同交流

探讨。

【国家政策】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中提出

30MW/30MWh 以下储能电站建设工程，采取抽查巡检和并网前阶段性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质量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规模以上电力建设工程是指 110 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单机容量 300 兆瓦及

以上火电工程、核电工程（不含核岛）、装机容量 50 兆瓦及以上水电工程、装机容量 150 兆瓦及以

上海上风电工程、装机容量 50 兆瓦及以上陆上风电工程、装机容量 50 兆瓦及以上光伏发电工程、

太阳能热发电工程、单机容量 15 兆瓦及以上农林生物质焚烧发电工程、额定功率为 30 兆瓦且容量

为 30 兆瓦时及以上储能电站工程。

工信部发布《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技术）目录》，本批目录共包括

移峰填谷类等共 41 项产品技术，其中储能相关包括宽温镍氢电池、AES 系列储能双向逆变器、储能

电力负荷平衡系统、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移动储能多功能电源车、兆瓦级削峰填谷及应急用电

储能系统等共八项。

表 1：7 月国家重点政策汇总

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政策要点 类别 重要程度

《电力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国家能源局综合

司

规定中提出规定中提出 30MW/30MWh 以下储能电站建

设工程，采取抽查巡检和并网前阶段性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质量监督。

行业

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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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领域电力

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

考产品（技术）目录》

国家工信部

储能相关包括宽温镍氢电池、AES 系列储能双向逆变器、

储能电力负荷平衡系统、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移动储

能多功能电源车、兆瓦级削峰填谷及应急用电储能系统等

共八项。

技术

装备
⭐ ⭐

【重点应用领域政策】

本月重点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发展规划、新能源配储、辅助服务市场、电力市场、直接补

贴方面。

 各地十四五能源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布《辽宁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明确到 2025 年，抽水蓄能、新型储能

规模分别达到 3GW、1GW，省级电网削峰能力达到尖峰负荷的 5%左右。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实施

需求侧响应，整合分散需求响应资源，引导用户优化储用电模式，高比例释放居民、一般工商业用

电负荷弹性，提高能源系统经济性和运行效率。文件特别提到，要探索开展规模化高安全高性能液

流电池储能电站系统设计与示范。不断完善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建设，理顺新型储能价格机制，

保障本地电化学储能示范项目并网运行。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江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中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

容量达到 1GW。到 2030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10GW，全省电网具备 5%左右的尖

峰负荷响应能力。同时，加强源网荷储协调发展、新型储能系统示范推广应用，发展“新能源+储能”，

推动风光储一体化，推进新能源电站与电网协调同步。

 新能源配置储能

山东省能源局发布《山东省蓄电池产业发展工程行动方案》，在产能和技术要求方面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动力及储能蓄电池产能达到 60 亿瓦时，单体能量密度接近 400 瓦时/千克，省域终端应用

配套率达到 30%以上。到 2030 年，全省动力及储能蓄电池产能达到 120 亿瓦时，单体能量密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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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突破 500 瓦时/千克，省域终端应用配套率达到 50%以上。在新能源配置储能方面，原则上需配

置不低于 10%的储能设施，并建立独立储能共享和储能优先参与调峰调度机制，鼓励煤电企业结合

调峰调频需求，投资建设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

 电力市场

广西发改委发布《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继 6

月国家发布相关文件后，第一个省级发改委出台的相关工作方案。相对于国家的方案，广西自治区

的更侧重实际工作的组织与开展，确定了推动新型储能运用的六大任务，并明确了各任务的负责单

位，以及相关工作的推进计划、时间节点，对于新型储能在广西自治区的应用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方案指出 2022 年底前，广西自治区将完成市场准入等规则、规划建设并网要求、调度运行机制

的建设，旨在为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创造条件。而相关价格机制及具体措施还需同市

场改革进一步推进。

 辅助服务市场

湖南能监办发布《负荷侧可调节资源参与湖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规则（试行）》，负荷侧主体

可参加湖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深度调峰交易。负荷侧主体主要为在湖南电网独立用电，单独计量的：

直供电力用户、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企业、负荷聚合商等。电力用户可独立参与市场交易，也可

通过负荷集成商以聚合方式（虚拟电厂）方式参与市场交易。初期对负荷侧主体市场申报价格设立

最低限价，报价范围 100 元/MWh 至 260 元/MWh。要求直接参与用户可调节容量不小于

1MW/1MWh；负荷集成商可调节容量不小于 10 MW/10MWh。初期负荷侧主体仅限参与日前市

场交易，交易时段为市场运行日的低谷时段（23:00-07:00）、腰荷时段（12: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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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能监局发布《华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华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并网主体包括发电侧并网主体、负荷侧并网主体和新型储能。有偿辅助服

务包括自动功率控制（APC）、有偿调峰、有偿无功调节、自动电压控制（AVC）、黑启动、转动

惯量、爬坡等。文件明确，直控新型储能可参与自动功率控制（APC）服务，按可用时间及 APC 服

务贡献分别补偿。按 APC 可用时间补偿 10 元/小时。贡献补偿按调节深度和调节性能的乘积进行补

偿，日补偿费用=Ks×D×[ln(Kpd)+1]×YAPC，式中 YAPC 为 APC 调节性能补偿标准，直控新型储能取

2.5 元/MW，Ks 为 APC 主体类型系数，直控新型储能取 1。

山东能源监管办发布关于征求《山东储能电站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六个规范性

文件，这也是首次针对储能电站出台的并网运行管理细则。文件明确指出，5MW/2h 及以上的独立

储能电站成为新主体被纳入山东“两个细则”管理，并重点明确了独立储能电站的考核标准，涉及

的考核项包括 AGC 功能、一次调频功能、快速调压、自动电压控制（AVC）等。其中，要求 AGC

功能的响应时间不大于 15 秒、调节时间应不大于 20 秒 、调节精度应不大于 0.5MW 。在补偿费

用分摊方面，起始阶段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电站的转动惯量、快速调压、一次调频辅助服务品种

由参与方按发电量的比例分摊。此外，风电场、光伏电站考核条款中增加了配建储能功率可用率、

容量可用率、非计划停运等内容，增加配建储能 AGC 考核的要求。

山西省能监办发布《山西能源监管办关于修订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有关规则条款的通知》，

相较于 5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没有原则性的变化，其中，AGC 调频辅助服务费用用户侧承担部分，

将由所有市场化用户（含电网代购电的工商业用户）按实际用电量比例分摊；在调频时段和申报价

格方面，延长了申报积极性较低的中午低谷时段，并提高中午低谷时段和晚高峰时段的报价，由原

5-15 元/MW 调整为 10-30 元/MW。

 直接补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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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经信委发布《关于开展 2022 年铜梁区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申报条件要求项目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已立项（备案），且储能装机规模应大于 2MWh

且年利用小时数不低于 600 小时。符合要求的项目，按照储能设施规模给予 1.3 元/Wh 的一次性补

贴，如果在建设储能设施的同时新建光伏设备，对于新建的光伏设备按照 2.9 元/W 进行一次性补贴。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征集 2022 年北京市先进低碳技术试点项目的通知》，征集范围中

绿色低碳能源包含先进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综合利用，先进储能技术等，申报条件要求注册地和

项目地均在北京，原则上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建成投用并完成调试和试运行

的项目可申报。支持政策上，根据资金评审结果，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

额 30%的资金支持，单个项目资金支持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太原市人民政府发布《太原市招商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新型储能项目(电化学、压缩空气

等)给予补助，项目建成后，按投资额的 2%补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表 2：7 月重点领域政策汇总

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政策要点 类别 重要程度

《辽宁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辽 宁 省 人

民政府 到 2025 年，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规模分别达到 3GW、1GW
发展

规划
⭐ ⭐ ⭐

《江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江西省人

民政府

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1GW。到 2030 年，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10GW

发展

规划
⭐ ⭐

《山东省蓄电池产业发展工程行

动方案》

山东省能

源局

到 2025 年，全省动力及储能蓄电池产能达到 60 亿瓦时，

单体能量密度接近 400 瓦时/千克，原则上需配置不低于

10%的储能设施。

工作

方案
⭐ ⭐

《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

调度运用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广西发改

委

侧重实际工作的组织与开展，确定了推动新型储能运用的

六大任务，并明确了各任务的负责单位，以及相关工作的

推进计划、时间节点

电力

市场
⭐ ⭐ ⭐

《负荷侧可调节资源参与湖南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规则（试行）》

湖南能监

办

负荷侧主体市场申报价格设立最低限价，报价范围 100 元

/MWh 至 260 元/MWh

辅助

服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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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

施细则》、《华北区域电力辅助服

务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华北能监

局

直控新型储能可参与自动功率控制（APC）服务，并按照

可用时间及 APC 服务贡献分别补偿。按可用时间补偿标准

为 10 元/小时。

辅助

服务
⭐ ⭐ ⭐

《山东储能电站并网运行管理实

施细则 （试行）》等配套文件

山东能源

监管办

5MW/2h 及以上的独立储能电站成为新主体纳入山东“两

个细则”管理。

辅助

服务
⭐ ⭐ ⭐

《山西能源监管办关于修订电力

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有关规则条款

的通知》

山西省能

监办

AGC 调频辅助服务费用用户侧承担部分，将由所有市场化

用户（含电网代购电的工商业用户）按实际用电量比例分

摊。

辅助

服务
⭐ ⭐

《关于开展 2022 年铜梁区光储一

体化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

重庆市铜

梁区经信

委

按照储能设施规模给予 1.3 元/Wh 的一次性补贴，如果在

建设储能设施的同时新建光伏设备，对于新建的光伏设备

按照 2.9 元/W 进行一次性补贴。

直接

补贴
⭐ ⭐ ⭐

《关于征集 2022 年北京市先进低

碳技术试点项目的通知》
北京市生

态环境局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额 30%的

资金支持，单个项目资金支持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直接

补贴
⭐ ⭐

《太原市招商引资若干措施的通

知》
太原市人

民政府

对新型储能项目(电化学、压缩空气等)给予补助，项目建成

后，按投资额的 2%补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直接

补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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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以下简称储能联盟）是北京市一级社团法人，中国社会组织评估5A

级社团，是中国第一个专注在储能领域的非营利性国际行业组织。储能联盟致力于通过影响政府政

策的制定和储能应用的推广促进储能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联盟在协同政府主管部门研究制定中国

储能产业发展战略、倡导产业发展模式、确定中远期产业发展重点方向、整合产业力量推动建立产

业机制等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相关政策有任何疑问，可咨询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工作人员，联盟将尽力做好解答和意

见反馈工作，并与能源领域相关专业机构合作共同开展储能政策研究工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政策制

定做好支撑工作，为会员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咨询服务。

撰写人：政策研究经理 张佳宁、副秘书长 李臻

联系方式：010-65667069

China Energy Storage Alliance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世纪科贸大厦B座2825(100190)

网址：www.cnesa.org

储 能 政 策 咨 询 ， 请 添 加 小 秘 书 微 信 号

（13552712189），并加入【储能百家讲

堂】学习群，定期获取产业报告，交流

产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