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泉市《“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公示

 

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支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推动我市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我局组织制定了《“十四

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按照相关要求，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3年4月19日——2023年4月21日。公示期间如有问题，请向我单位反映。

受理电话：0353-5615521

来信地址及邮编：山西省阳泉市泉中路248号045000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新业

态、抢占国际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
[2021]1051号）和省能源局《“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晋能源新能源发[2022]353号）精神，为支持构建我市新
型电力系统，助力“双碳”战略目标实现，推进储能技术和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特编制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

新战略，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按照市委“14510”总体思路和部署，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内生动力、以市场机制为根本

依托、以政策环境为有力保障，加强政策协同，强化要素支撑，优化服务保障，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推动新型储能

实现高安全、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目标
“十四五”时期，从我市能源发展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电网承载能力、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等因素，鼓励企业通过不

同技术路径，以共享、租赁等市场化方式积极配建储能项目，充分发挥独立储能的调节作用，规划新型储能规模不低于100万
kW，进一步提升电网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到2030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标准体系、市场机制、商业模式成熟健全，与电力系统各环节深度融合，基本满足能
源领域碳达峰目标要求。
二、重点工作任务
要持续优化建设布局，促进新型储能与电力系统各环节融合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新型储能与新能源、常

规电源协同优化运行，充分挖掘常规电源储能潜力，提高系统调节能力和容量支撑能力。合理布局电网侧新型储能，着力提
升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和系统综合效率。实现用户侧新型储能灵活多样发展，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拓展新型储能应用领
域和应用模式。
（一）全面构建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按照省、市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工作安排部署，通过资源倾斜、政策引导、技术创新、招商引资等方式，强化龙头带

动，引进配套企业，打造大中小企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全面推动我市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围绕电化

学储能“材料-电芯-电池-应用”链条，以钠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为重点，构建“全链条、矩阵式、集群

化”的电池产业集群。

以华纳芯能1GWh钠离子电芯项目、1GWh钠离子Pack电池项目、奇峰聚能飞轮储能、中烨新能源负极材料等项目建设
为重点，同步引进其他主流链条产业，带动储能产业上下游发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以应用场景为牵引，针对大规模
电力储能、用户侧分布式储能、调频电站、换电重卡、轻型电动乘用车等市场进行重点项目布局。
（二）合理配置电源侧储能系统
落实国家及地方新能源配套建设储能的最新政策，围绕晋东“新能源+”融合发展基地规划，布局一批配置储能的系统优

化型新能源电站项目，实现储能系统与新能源项目深度融合、联合参与电网调度运行与电力市场交易，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鼓励现役火电、风电、光伏电站，通过共享、租赁等方式合理配置储能系统，提升系统消纳能力。探索利用退役火
电机组既有厂址和输变电设施，建设新型储能或风光储设施。
重点推进西上庄电厂“煤电+新型储能”火储联调项目，配套“钠离子电池+飞轮储能”的混合储能系统。“新能源+储

能”规模根据本地区实际电网负荷及新能源出力特性进行配置。
（三）积极发展电网侧新型储能
统筹考虑全市新能源装机容量、分布情况、发展规划及消纳趋势等因素，结合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进度、抽水蓄能电站

规划建设情况、用户侧调节能力挖掘等情况，在优先挖掘发电侧和用户侧等低成本调节资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电网侧新型
储能项目规模及布局。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峰、调频、调压、事故备用、爬坡、黑启动等多种功能，进一步增强电网薄弱区
域供电保障能力，提高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电网侧新型储能按照省级电网分区平衡要求，采用“变电站+数据中心+储能电站”多站融合方式接入8座220千伏变电

站，其中盂县10万kW，郊区50万kW，平定20万kW。同时，依托跨省、跨市输电通道，充分发挥大规模新型储能作用，促进新
能源外送消纳，提升通道利用率和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
（四）灵活多样发展用户侧新型储能

Firefox http://nyj.yq.gov.cn/tzgg/202304/t20230419_1572311.html

第1页 共2页 2024/2/1 15:33



重点产业园区要以储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通过优化整合本地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资源，合理配置
各类储能，实现“源网荷储”各环节协调互动，提高电力系统功率动态平衡能力。大数据中心、5G 基站、工商企业、公路服
务区以及具备条件的农村居民等终端用户，要依托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增量配网等资源配置新型储能，提升用户灵活调
节能力和智能高效用电水平。
在煤炭企业示范性推动“煤矿大负荷场景+储能”、“矿井重要一级安保负荷+应急电源”应用项目，确保在双电源均失

电的极特殊工况下实现安全供电。在重点产业园区示范性推进用户侧储能聚合实践，有效实现节能降费。构建需求响应资源
库，参与区域负荷需求响应总规模约4万kW，其中：高新区2万kW，盂县经济技术开发区1万kW，平定经济技术开发区1万kW。
鼓励电动汽车充电站、虚拟电厂运营商、以及储能运营商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用户侧储能项目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对储能产业重点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储能产业链链长制工作专班职能要求，不断强化专班
统筹协调作用。建立跨部门日常调度机制，深入研究全市储能工作重大问题，协调解决产业链发展中的实际困难。推动入企
服务常态化、精准化，促进储能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有机衔接，引导企业科学合理投资和建设。
（二）抓好工作落实。

各级能源主管部门要按照省、市统一安排，会同有关部门构建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重

大问题；要组织开展关系我市电力系统安全高效运行的新型储能发展规模与布局研究，分解落实新型储能发展目标，有序推

进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各级供电部门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储能项目接网程序，优化调度运行机制，发挥新型储能系统效益。

（三）强化信息调度。
充分利用全国新型储能大数据平台管理系统，加强对新型储能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根据新型
储能项目备案、建设、运行和市场交易情况，定期梳理新型储能发展规模、建设布局、调度运行等情况，积极稳妥推进全市
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Firefox http://nyj.yq.gov.cn/tzgg/202304/t20230419_1572311.html

第2页 共2页 2024/2/1 1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