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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研究课题清单

序号 课题名称 研究要点

1
新型储能⽀撑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标的应⽤潜⼒与
发展路径

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路
径研究成果，从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等⽅⾯梳理研究新型储能
的潜在作⽤，提出相关发
展路径和政策建议。

2
新型储能可再⽣技术发展
与商业模式研究

结合新型储能资源保障和
碳⾜迹评价，分析可再⽣
技术发展潜⼒，研究将循
环设计原则融⼊储能产品
开发及应⽤的可⾏性⽅
案。研究基于循环经济理
念的商业模式，分析储能
共享、租赁保险和可再⽣
回收及制造的可能性。结
合可再⽣技术和循环经济
理念研究成果，提出新型
储能发展政策建议。

3
新型储能产业链供应链中
长期可靠性评价

梳理国内外主流储能（锂
离⼦电池、压缩空⽓、液
流电池等）及具有成本竞
争⼒的潜在技术相关上游
采矿、材料、加⼯制造等
环节全球布局情况和⾃主
化⽔平，研判相关技术可
⽀撑产业发展规模和潜在
风险，提出应对政策建
议。

4
氢储能与电⼒系统耦合集
成发展及商业模式研究

研究氢储能与新型电⼒系
统耦合的关键技术、规模
化布局、商业运⾏模式，
并对标准体系和政策提出
建议。

5
不同时间尺度的规模化多
类型储能技术选型研究

研究不同储能时长新型储
能技术要求，结合各种储
能技术特性、经济性，提
出不同应⽤场景匹配的储
能技术路线。研究总结新
型储能技术创新前沿，研
判技术发展趋势，提出新
型储能发展重点⽅向。

6
电化学储能安全管理技术
研究

对⽐研究国内外电化学储
能系统⽕灾案例，提出电
化学储能系统故障诊断评
估⽅案、安全防护措施、
有关技术和管理机制设计
建议。

7
基于应⽤场景的新型储能
标准体系及应⽤指南

筛选“⼗四五”时期新型储
能重要应⽤场景，并基于
应⽤场景提出项⽬规划、
设计、建设、并⽹、运
营、退役等各环节需要应
⽤的标准，形成指南⽂
件；并对标准体系制修订
提出有关建议。

8
⼤型新能源基地跨省区送
电配置新型储能研究

研究⼤型新能源基地及送
出通道配套建设新型储能
的规划布局⽅法研究，研
究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并
结合具体案例，研究提出
相关标准实施应⽤的具体
措施。

9
电⽹功能替代性储能准⼊
评估体系研究

研究电⽹侧储能技术特
征，提出功能替代型储能
的界定和效果评估⽅法，
形成有关价格政策建议。

10
分布式离⽹储能发展形势
与政策建议

开展我国偏远地区电⼒现
状及储能需求分析，确定
我国⽀持发展分布式离⽹
储能的必要性，提出相关
建设实施⽅案，结合经济
社会效益分析，提出分布
式离⽹储能发展相关政策
建议。

11
多元化储能技术及其在综
合智慧能源系统中的应⽤
模式研究

分析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发
展对储能系统的需求，研
究电化学储能、物理储能
和热储能等技术特性，挖
掘各类储能技术耦合性、
互补性，确定混合储能技
术经济特征。结合典型应
⽤场景，研究各类储能的
配置原则和控制策略，提
出促进储能和综合智慧能
源系统协同发展的政策建
议。

12
风光储联合发电系统运⾏
特性分析，经济和社会影
响评价

研究风光⽔储多能互补运
⾏调度模型，研究总结多
能互补调度策略，实现多
种优化⽬标、复杂约束条
件下的基地运⾏调度⽅案
分析和运⾏特性评价。基
于全⽣命周期视⾓，全⾯
识别风电、光伏、储能电
站材料⽣产、运输、电站
建设、运维以及回收等环
节中的碳排放源，建⽴风
光储联合发电站的全⽣命
周期碳排放模型。

13
适应⾼⽐例可再⽣能源发
展的储能需求和调度运⾏
机制研究

研究⾼⽐例新能源接⼊条
件下，电⼒系统中新型储
能建设规模及性能需求，
结合现有电⼒市场机制，
研究各类新型储能的调度
运⾏策略，提出有关市场
规则优化建议。

14
新型储能参与电⼒市场的
国内外对⽐研究

总结国外新型储能参与电
⼒市场相关经验，研究新
型储能参与电⼒市场的的
准⼊条件、定价⽅式、出
清结算机制、输配电价机
制、收益评估⽅法，明确
新型储能参与市场的相关
策略，提出相关市场机制
优化的政策建议。探索新
型储能同时参与多个市场
的可⾏性。

15
储能在新型电⼒系统中应
⽤场景及成本补偿机制研
究

围绕不同储能应⽤场景，
结合多种储能技术特性，
研究确定相应商业模式，
提出价格及产业、财政补
贴、⾦融等⽅⾯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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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等⽅⾯梳理研究新型储能
的潜在作⽤，提出相关发
展路径和政策建议。

2
新型储能可再⽣技术发展
与商业模式研究

结合新型储能资源保障和
碳⾜迹评价，分析可再⽣
技术发展潜⼒，研究将循
环设计原则融⼊储能产品
开发及应⽤的可⾏性⽅
案。研究基于循环经济理
念的商业模式，分析储能
共享、租赁保险和可再⽣
回收及制造的可能性。结
合可再⽣技术和循环经济
理念研究成果，提出新型
储能发展政策建议。

3
新型储能产业链供应链中
长期可靠性评价

梳理国内外主流储能（锂
离⼦电池、压缩空⽓、液
流电池等）及具有成本竞
争⼒的潜在技术相关上游
采矿、材料、加⼯制造等
环节全球布局情况和⾃主
化⽔平，研判相关技术可
⽀撑产业发展规模和潜在
风险，提出应对政策建
议。

4
氢储能与电⼒系统耦合集
成发展及商业模式研究

研究氢储能与新型电⼒系
统耦合的关键技术、规模
化布局、商业运⾏模式，
并对标准体系和政策提出
建议。

5
不同时间尺度的规模化多
类型储能技术选型研究

研究不同储能时长新型储
能技术要求，结合各种储
能技术特性、经济性，提
出不同应⽤场景匹配的储
能技术路线。研究总结新
型储能技术创新前沿，研
判技术发展趋势，提出新
型储能发展重点⽅向。

6
电化学储能安全管理技术
研究

对⽐研究国内外电化学储
能系统⽕灾案例，提出电
化学储能系统故障诊断评
估⽅案、安全防护措施、
有关技术和管理机制设计
建议。

7
基于应⽤场景的新型储能
标准体系及应⽤指南

筛选“⼗四五”时期新型储
能重要应⽤场景，并基于
应⽤场景提出项⽬规划、
设计、建设、并⽹、运
营、退役等各环节需要应
⽤的标准，形成指南⽂
件；并对标准体系制修订
提出有关建议。

8
⼤型新能源基地跨省区送
电配置新型储能研究

研究⼤型新能源基地及送
出通道配套建设新型储能
的规划布局⽅法研究，研
究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并
结合具体案例，研究提出
相关标准实施应⽤的具体
措施。

9
电⽹功能替代性储能准⼊
评估体系研究

研究电⽹侧储能技术特
征，提出功能替代型储能
的界定和效果评估⽅法，
形成有关价格政策建议。

10
分布式离⽹储能发展形势
与政策建议

开展我国偏远地区电⼒现
状及储能需求分析，确定
我国⽀持发展分布式离⽹
储能的必要性，提出相关
建设实施⽅案，结合经济
社会效益分析，提出分布
式离⽹储能发展相关政策
建议。

11
多元化储能技术及其在综
合智慧能源系统中的应⽤
模式研究

分析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发
展对储能系统的需求，研
究电化学储能、物理储能
和热储能等技术特性，挖
掘各类储能技术耦合性、
互补性，确定混合储能技
术经济特征。结合典型应
⽤场景，研究各类储能的
配置原则和控制策略，提
出促进储能和综合智慧能
源系统协同发展的政策建
议。

12
风光储联合发电系统运⾏
特性分析，经济和社会影
响评价

研究风光⽔储多能互补运
⾏调度模型，研究总结多
能互补调度策略，实现多
种优化⽬标、复杂约束条
件下的基地运⾏调度⽅案
分析和运⾏特性评价。基
于全⽣命周期视⾓，全⾯
识别风电、光伏、储能电
站材料⽣产、运输、电站
建设、运维以及回收等环
节中的碳排放源，建⽴风
光储联合发电站的全⽣命
周期碳排放模型。

13
适应⾼⽐例可再⽣能源发
展的储能需求和调度运⾏
机制研究

研究⾼⽐例新能源接⼊条
件下，电⼒系统中新型储
能建设规模及性能需求，
结合现有电⼒市场机制，
研究各类新型储能的调度
运⾏策略，提出有关市场
规则优化建议。

14
新型储能参与电⼒市场的
国内外对⽐研究

总结国外新型储能参与电
⼒市场相关经验，研究新
型储能参与电⼒市场的的
准⼊条件、定价⽅式、出
清结算机制、输配电价机
制、收益评估⽅法，明确
新型储能参与市场的相关
策略，提出相关市场机制
优化的政策建议。探索新
型储能同时参与多个市场
的可⾏性。

15
储能在新型电⼒系统中应
⽤场景及成本补偿机制研
究

围绕不同储能应⽤场景，
结合多种储能技术特性，
研究确定相应商业模式，
提出价格及产业、财政补
贴、⾦融等⽅⾯政策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