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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青海省委:

贵单位在省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大力支持我省储能行业

发展的提案”被确定为省委主要领导重点督办提案。按照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工作要

求，我委会同省科学技术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等有关协办单位

进行了认真梳理研究，提出答复意见如下:

一、多元化储能发展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

审议，对新时代新阶段青海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提出“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

型能源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为我省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近年来，我省深学细悟、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探索出了一条保障能源安

全供应、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做好现代能源经济的科学路径，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建设初见成效。

随着海南、海西两个清洁能源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不断向纵

深推进，面对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带来的压力，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不足的问题

日益突显，迫切需要储能参与灵活性调节。同时，我省已探明盐湖锂资源保有量达 1400

万吨，约占世界卤水锂资源储量的 1/3，占全国保有储量的 81%，锂资源及锂电池产能

居全国前列，具备储能规模化发展的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在国家储能成本和价格疏导

机制、建设运营管理体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省委省政府充分认识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谋划布局储能产业发展，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以打造国家储能

发展先行示范区为目标，努力营造有利于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与市场环境，推动抽蓄、

电化学、光热及新型储能等多种储能技术示范，初步形成多种技术路线、多种应用场景

的储能多元化发展格局。建成全国首个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总装机 21万千瓦，居

全国首位。建成电化学储能 48.4 万千瓦/79.4 万千瓦时，在格尔木开工建设全球最大的

液态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填补了大规模、长周期新型储能技术空白。

(一)发挥资源优势，构建完善储能产业链。

强化顶层设计，注重科技创新，加强招商引资，促进以锂电为主的储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一是明确产业布局。出台青海省新材料产业 2025 发展规划、锂电产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路径和措施。到 2025 年，

全省锂电池产能将达到 80吉瓦时，引导各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错位发展，西

宁重点布局电芯、正负极材料、隔膜材料，海西重点布局碳酸锂、正负极材料、电解液，

海东重点布局正负极材料、电芯。二是强化招大引强。编制产业链图谱、梳理产业

链短板，围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通过招大引强补齐产业

发展短板。成功引进比亚迪、宁德时代、赣锋锂业、江苏捷力、上海恒通等国内锂电

头部企业参与全省锂电产业建设。全省锂电产业上下游企业 27 家，构建起盐湖锂资源

—碳酸锂—正/负极材料—锂电池及配套产品的全产业链，建成碳酸锂产能 12万吨、锂

电池 32 吉瓦时。三是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创新要素向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集聚，鼓励

企业创建各类创新载体，建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38家。开发了膜分离法、吸附法、萃

取法、煅烧法等工艺，首次将厢式串级萃取槽应用于工业化提锂，进一步提高了产品采

收率，2022 年，全省碳酸锂产量达到 7.3 万吨，约占国内总产量的 18.5%，较 2020 年

产量增长 62.2%。

(二)完善政策机制，努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是探索出台支持政策。制定支持储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引导储能和可再生能

源融合发展、发挥储能调峰效能、适度补贴电化学储能运营、强化储能产业发展等 4个

方面提出 12条政策措施，支持储能起步发展。二是建立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出台

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明确储能参与辅助调峰电价 0.7 元/千瓦时。加大光热项目电

价支持力度，竞争配置的光热项目上网电价参照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执行，推动降低

建设成本、提高项目收益。三是规范项目管理。结合省情实际和储能发展先行示范区建

设需求，制定抽水蓄能项目管理办法、抽水蓄能项目招投标指导意见、新型储能项目管

理规范等政策文件，探索建立相关项目配置、建设、并网运行等方面的管理程序。

(三)强化规划引领，明确储能发展目标和布局。



针对我省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带来的储能周期错配问题，制定“十四五”储

能发展、新型储能发展行动方案、电网侧大规模电化学储能规划、氢能发展中长期规划

等系列规划及政策文件，明确储能发展布局。一是以电化学储能发展支撑短周期调节。

按照“十四五”新能源装机超过 6000 万千瓦，利用率保持在 90%以上合理水平的要求，

对全省新型储能进行规划布局，源、网、荷侧将分别建设 100 万千瓦、560 万千瓦、10

万千瓦的新型储能，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 670 万千瓦以上，有效提高新能源

利用率。二是以光热、抽蓄发展支撑中长周期调节。我省 10个抽水蓄能电站纳入国家

“十四五”重点实施计划，项目主要结合水资源条件重点布局在海南、海西、果洛等地

区，支撑以沙戈荒为主的新能源基地开发和电力稳定外送。研究制定光热建设政策措施，

明确发展目标和布局，“十四五”末，海西、海南两个清洁能源基地光热规模将达到 231

万千瓦，将有效提升电网安全稳定水平。三是以氢能发展促进新能源消纳。为更好将我

省绿能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利用，我省氢能规划

明确了“十四五”4万吨绿氢生产能力的发展目标，提出“11235”发展布局，即打造“一

个品牌”—中国氢海，建设“一个中心”—绿氢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两个集

群”—绿氢装备制造、氢储能材料及装备制造集群，布局“三个绿氢生产基地”—西宁

市、海西州、海南州绿氢生产基地，推动“五个示范区”—氢燃料电池车运营、氢能重

卡、绿氢化工、氢能冶金和氢能牧区应用。

(四)推动项目建设，实现储能多元化应用。

创新建设模式，强化新技术的研究及开发应用，推动抽蓄、光热、新型储能、氢能

等一批项目建设。一是有序推进新型储能示范。2022 年，我省以“揭榜挂帅”方式布局

压缩空气储能、氢能、熔盐储热发电等 4类共 10 项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各技术类型项

目的建设规模、技术先进性均处于全国前列。建立项目按月调度协调服务机制，全力保

障各项目要素条件落实，年内完成备案并开工建设。二是稳步开展共享储能建设。以“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统一运行”的创新模式，首批建设 6座 20万千瓦量级

电化学共享储能电站，总规模 122.5 万千瓦/490 万千瓦时，计划 2024 年 7 月建成投运。

后续将引导和支持新能源配套储能以自建、代建、购买或租赁形式建成(获得)储能容量，

进一步拓宽储能建设渠道，助推项目落地。三是推动绿氢示范应用。按照全省氢能规划

布局，将充分发挥氢能产业发展工作调度机制作用，加强政策研究、开展前沿技术攻关、

培育拓展氢能应用场景，推动实施氢装上阵、3兆瓦光伏制氢、氢储能技术开发及示范

应用、风光制氢合成氨等 7个重点项目建设。四是扩大光热建设规模。充分发挥我省已

有项目的建设经验和先发优势，推动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市场化项目配套的 8个 90

万千瓦存量光热项目建设，按照竞争配置原则实施 120 万增量光热项目建设，持续保持

全国领先。



(五)注重模式创新，支持分布式储能发展。

在推动新型储能在电源侧、电网侧示范应用的同时，结合我省电力系统特点和储能

发展需求，探索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分布式储能发展。一探索建立调度运行机制。深入

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局关于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发展责任”的

工作要求，以助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目标，更好服务储能电站全周期稳定运

行，会同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等相关单位，编制《青海电网电化学储能电站接入技术要

求》《青海电网新型储能电站调度运行管理办法》等储能电站运维管理规范文件，保障

各类新型储能并网接入、调度运行有据可依。二是引导分布式储能发展。依托分布式新

能源、微电网、增量配网等用户侧场景，积极探索开展用户侧新型储能建设，因地制宜

开展蓄热式储能供暖设施建设，提升需求侧响应水平，提高用能质量，增强电力系统柔

性调节能力。加强海西盐湖、青海油田等间歇性负荷的需求侧管理，推进终端设备智能

化改造。以 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推进“智慧盐湖”

建设。计划在 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在不同的用户侧场景中建设分布式新型储能 10

万千瓦，储能时长 2小时。

二、下一步重点工作

下一步，我省将紧紧围绕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壮大储能产业集

群，推进储能多元示范应用和运营模式创新，优化“储”的周期效用，打造多元高效储

能体系，全力推动国家储能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强链补链，夯实产业基础。充分发挥我省盐湖锂资源优势，抢抓新型储能产业

发展战略机遇，持续提升产业链整合能力，打造链主企业引领、单项冠军企业攻坚、专

精特新企业铸基的国内一流新型储能企业群。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

项冠军”“独角兽”等优质新型储能企业。聚焦头部企业强推介、促合作，加快引进储

能变流器、逆变器及光热、氢能制造等一批夯基础、扩增量、利长远的项目，全力将我

省打造成为具有国内竞争力的新型储能产业高地。

二是完善布局，优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各类储能经济技术优势，进一步明确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的路径举措，合理规划建设一批以流域梯级储能为长周期，抽水蓄能、熔

盐储能为中周期，电化学储能为短周期的储能调节设施。优化源网荷侧储能发展布局，

构建多元协同、多能互补的储能体系，满足系统供需平衡、新能源消纳、电网支撑等需

求。

三是发挥引领，创新体制机制。按照储能发展和安全运行需求，探索研究不同应用

场景新型储能安全、技术、运行等相关方面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储能设备制造、建设安

装、运行监测的安全管理体系。把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体制创新作为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的第一动力，推进新型储能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的先行先试，探索可借鉴、可复制、可

持续的新型储能创新发展模式。

四是完善政策，推动价格疏导。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原则，

建立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共享储能价格补偿机制，年内出台新型储能价格疏导政策，

推动辅助服务补偿费用向用户侧传导，由发电侧和用户侧共同承担。研究适用于大型储

能的容量电价定价方式，探索大规模储能“两部制电价”，提升储能设施利用率。积极

完善峰谷电价机制，推动用户侧储能发展。

五是创新应用，强化技术攻关。在推动玛尔挡、羊曲水电站建设的同时，探索抽水

蓄能电站+储能工厂同步建设模式及离网光储施工电源实证研究。创新“产学研用”协

同机制，围绕高效制氢、储氢、输氢、用氢等关键环节，加快建设重点实验室、前沿交

叉研究平台，开展氢能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

果实现产业转化。探索重力储能、钠离子电池等多种储能形式技术可行性及应用示范，

填补我省新兴领域项目空白，为后续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

六是发挥效用，提速项目进度。建立完善项目调度机制，加快已核准(备案)的抽蓄、

光热、新型储能等项目建设，推动后续项目加快前期工作，尽早核准建设。督促企业科

学合理安排项目工期，分类分批推动项目投产，规划内电化学、光热等新型储能项目力

争“十四五”全部建成，发挥中短周期调节，保障新能源消纳;抽蓄项目力争“十五五”

中后期建成投产，发挥中长周期调节，电力系统供需平衡和电力安全保障，以项目推动

多元化储能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感谢农工党青海省委对我省储能行业发展的关注。

联 系 人:何先虎

联系电话:17797270501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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