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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内强外弱，价格难言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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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国内储能新增装机增速延续过百，2024年累计容量规模已超去年全年，中标数量小幅下降但仍维持年

内高位，国内储能全年装机预计84.3GWh，同比+73%。2024年8月，我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2.88GW/7.99GWh，

容量装机同比增长 113.4%；1-8月新型储能累计新增装机 19.8GW/49.03GWh。储能中标项目数量共 97个，

中标规模 4.15GW/11.24GWh，同比增长 128.9%，环比下降 42%。 

美国市场大储建设完成率改善有限，并网延期制约上限，年度并网规模预测小幅下调至 11.4GW，同比

+71%。2024 年 7 月美国大储市场新增并网规模 787.8MW，同比-47%，环比-37%。1-7 月大储累计装机

5296MW，同比+118%。美国大储装机出现年内首次同比下滑，核心原因依旧在于完成率边际改善较为有限，

7月完成率进一步下滑至 30.8%。欧洲光伏装机滑坡拖累户储渗透，表前大储逐步起量。8月德国储能新增

装机 228.3MW/360.5MWh，容量装机同比-32%，环比-27%，其中户储装机下滑为核心原因，大储新增装机

规模达 19.4MW/45.5MWh，1-8月累计增长 128%。新兴国家储能项目加速落地，未来装机蓄势待发，其中

智利储能项目储备量持续增加至 14281MW，澳大利亚多个大储项目建设进度加速。 

储能组件出口同比高增，海外需求依旧可期。2024年 8月我国储能电池出口 5.6GWh，同比+218.9%，

环比-6.7%，出口量占消费量的比重提升至 33.4%。逆变器出口同环比增长，2024 年 8 月我国逆变器出口

528.76万个，同比+31.5%，环比+0.9%。 

储能系统中标价格阶段性反弹，但向下趋势难言反转。由于极端低报价较少且部分项目为构网储能项

目，国内储能项目中标价格迎来回升。2小时储能系统平均报价为 0.689元/Wh，环比+16.4%；4小时储能

系统平均报价 0.628元/Wh，环比+18.3%。EPC报价依然下滑，2小时 EPC平均报价 1.131元/Wh，环比-

6.68%。电芯价格延续下降，280Ah电芯 8月均价 0.32元/Wh，环比-4.5%，314Ah电芯均价 0.34元/Wh，

环比-6.8%，户用 100Ah电芯 8月均价 0.39元/Wh，环比-3.2%。 

大储套利收益分化，峰谷价差收窄促使表后储能收益下滑。8 月广东与山西储能理论套利收益回升至

160.4元/MWh与 107.6元/MWh，同环比分别为+75%/+59%与+11%/+43%；由于新能源出力总量的下降，山

东电力现货市场日内波动有所降低，储能理论套利收益 216.6元/MWh，同环比-44%/-33%。多地尖峰电价

取消，工商业储能收益下降，仅有广东与湖南两地 IRR超 10%。 

2024 年 8 月份共发布储能相关政策 55 项，主要落实于储能规划、新能源配储、电力市场、储能补贴

等相关方面。我们认为重要政策有 11项，其中国家层面发布的有关于新型电力系统与配电网建设的方案充

分肯定了新型储能的重要性，后续新型储能将进一步发挥促消纳与电网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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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国内市场：装机高增态势延续，中标规模下降但仍处年内高位 

1.1  国内储能新增装机：装机增速延续过百，2024年累计容量规模已超去年全年 

2024 年 8 月，我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 2.88GW/7.99GWh，容量装机同比增长 113.4%；1-8 月新型储

能累计新增装机 19.8GW/49.03GWh，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容量装机规模。环比上看，8月容量装机规模相较

7 月季节性下降 14.5%，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年中未完成集中并网的项目会延后至 7 月并网，使得 7 月基数

在年内属于较高的水平。 

从储能充放电时长上来看，在促消纳、调峰调频等电网需求的驱动下，长时储能装机比例延续提升。

1-8 月，国内新增新型储能平均时长 2.48 小时，较之去年的 2.16 小时显著上升。8 月表前大储虽然依旧

以 2 小时储能系统为主，但占比由 7 月的 58%进一步下降至 45%，4 小时及以上储能系统容量占比接近一

半，达到 47.5%。具体来看，电源侧项目中，4小时及以上长时储能已经成为主流，容量规模占比达 84.98%，

平均储能时长已经超过 4 小时，达 4.15 小时，2小时储能项目占比仅有约 15%；电网侧项目中，2 小时储

能项目依旧是主流，容量规模占比达 60.22%，4小时储能项目容量规模占比达 28.15%。 

图 1：2024年 8月储能新增装机维持高位  图 2：源网侧储能长时化趋势延续  

 

 

 

资料来源：ESCN，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ESCN，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从应用场景分布来看，8 月电网侧延续主导，用户侧占比呈逐月下滑趋势，但绝对量依旧实现同比高

增。2024 年 8 月，电网侧新增装机 5.1GWh，容量规模占比 64%；电源侧储能装机规模为 2530MWh，占比

32%；用户侧储能占比下降至 4%，但绝对量上增长趋势依旧较为明显，新增装机规模为 341.8MWh，环比下

降 28.58%，同比增长约 17倍，主要增量依旧来自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三者占比达 76%，而后续分布

式光伏入市政策的推进短期内虽会降低光伏装机规模，但储能渗透率的提升预计将进一步推动用户侧装机

规模的提升。从地域分布来看，西北与华东地区依旧位于前二，西北地区8月新增装机990.5MWGW/3951MWh，

其中主要为表前长时储能项目；华东、华北与西南地区新增装机规模均超 500MW/1100MWh，均以电网侧储

能项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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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4年 8月储能装机应用场景分布  图 4：2024年 8月储能装机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ESCN，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ESCN，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1.2  国内储能未来装机：中标规模同比高增，国内储能全年装机预计 84.3GWh 

2024年 8月国内储能中标规模由于 7月高基数导致环比下降较为明显，但绝对量依旧维持年内相对高

位。中标项目数量共 97个，中标规模 4.15GW/11.24GWh，同比增长 128.9%，环比下降 42%。按应用场景

来看，独立储能项目共完成 8.7GWh，占比 77%，可再生能源配储项目完成采招规模 2.27GWh，占比 20%，

其余涉及集采/框采、用户侧储能、火储联合项目等。按项目类型来看，储能电芯采招规模达到 14.54GWh，

占比 55%，招标方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储能 EPC项目完成采招 6.3GWh，占比 23.9%；储能系统完成采招

2.1GWh，占比 18.6%；直流侧项目完成采招 0.28GWh，占比 2.5%。 

图 5：2024年 8月储能中标规模环比下降但同比维持高增 

 

资料来源：储能与电力市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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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月中标项目的主要应用场景为独立储能  图 7：8月中标项目主要类型为储能电芯采购  

 

 

 

资料来源：储能与电力市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储能与电力市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8月国内用户侧储能备案量回升，项目数量达 953个，总规模超 2.23GW/4.38GWh，环比增长 4.78%，

同比增长 263.2%。用户侧装机重点省份中，广东与浙江的 8月备案量与前月相差不大，而江苏下降幅度较

大，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广东省用户侧储能相关备案项目达 189 个，总规模超 135.6MW/290.2MWh，环比

下降 6 %；江苏省用户侧储能相关备案项目达 254个，总规模超 0.62GW/1.54GWh，环比下降约 25%；浙江

省用户侧储能相关备案项目达 416个，总规模超 305.4MW/635.5MWh，环比小幅增加 2.3%。  

图 8：8 月用户侧备案规模环比回暖  图 9：用户侧储能大省备案量维持高位运行  

 

 

 

资料来源：能源电力说，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能源电力说，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结合当下国内储能行业的基本面判断，微调国内全年储能装机量至 33.4GW/84.3GWh，同比增速 73%，

与上月基本持平。根据光伏组件企业反应，2024年光伏年底抢装现象出现概率较低，故下调国内光伏装机

预测至 220GW，但对于储能新增容量装机规模影响较为有限，主要原因依旧在于储能充放电时长的持续增

长，本月将储能充放电时长预期由 2.5小时上调至 2.6小时。根据年度装机预测的调整，得出如下的月度

装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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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内储能容量装机预测（单位：GWh)
1
 

 
资料来源：ESCN，IEA，世界风能协会，中电联，国家统计局，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2.  海外市场：美国并网延期现象延续，欧洲户储市场依旧低迷 

2.1  美国储能装机情况：并网延期问题缓解有限，年度大储并网规模预测下调至 11.4GW 

2024 年 7 月美国大储市场新增并网 787.8MW，同比下降 47%，环比下降 37%。1-7 月大储累计装机

5296MW，同比增长 50%。7 月美国大储出现年内首次同比下滑，核心原因依旧在于完成率边际改善较为有

限，7月完成率进一步下滑至 30.8%，低于前期预期。 

从项目规划规模上看，美国储能市场后续需求依然较为旺盛，2024 年 8-12 月规划规模 10.09GW，与

上月相比基本持平，但美国储能装机规模增速的关键依然在于并网审批速度。 

图 10：7月美国储能并网规模年内首次同比下滑  图 11：美国储能市场项目储备依旧丰富 

 

 

 

资料来源：EI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EI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从 EIA 披露的规划进程来看，近月已完成建设以及建设进度大于 50%的项目占比依旧维持高位，叠加

降息等宏观政策的落地，规划完成率改善预期仍在。但当下美国大选较为焦灼，在大选尘埃落定前并网审

批速度加快的可能较为有限，完成率改善的力度仍待观察，下调 2024 年美国大储新增并网规模预测至

11.4GW，功率规模同比增加 71%。 

 
1 2023 年装机数据根据当月同比增速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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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美国大储功率装机预测（单位：GW) 

 
资料来源：EI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从美国储能季度装机来看，2024Q1美国新增装机 1.26GW/3.51GWh，容量装机环比下降 72%，同比增

长 64%。表前装机 0.99GW/2.95GWh，同环比-75%/+130%，工商业装机 19.4MW/44.4MWh，同环比-52%/-

60%，户用储能装机 252.4MW/515.7MWh，同环比+5%/+33% 。表前储能维系高增，增量主要来自于内华达

与德克萨斯州。表后储能来看，工商业储能装机遇冷，主要原因在于加州虽迈向 NEM 3.0时代，但大多数

互联系统仍属于 NEM2.0范畴，装机动力不足；户用储能持续增长，在 NEM 3.0影响下，2024Q1加州户储

市场的安装率达到了 42%。 

图 12：美国储能季度功率装机规模与分布  图 13：美国储能季度容量装机规模与分布 

 

 

 

资料来源：Wood Mackenzie，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ood Mackenzie，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2.2  欧洲储能装机情况：光伏装机滑坡拖累户储渗透，表前大储逐步起量  

2024年 8月德国储能新增装机 228.3MW/360.5MWh，容量装机同比下降 32%，环比下降 27%，整体表

现依旧较为低迷。户储装机的持续走弱是德国储能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原因，从数据上看，8月户储新增装机

204MW/304MWh，同环比分别为-41%/-29%，光伏装机增速的大幅度滑坡是本月户储同环比走低的核心原因，

8 月德国光伏新增装机 790MW，远低于 7 月的 1.47GW 以及去年同期的 1.37GW。表前大储逐步起量，8 月

新增装机规模达到 19.4MW/45.5MWh，1-8 月累计增长 128%，主要原因为电网灵活型调节能力不足带来的

增量需求；工商业储能新增装机 4.9MW/11MWh，1-8月累计增长 4.5%。 

日期 2023年 2024年 环比 同比 累计同比

1月 101 451 -67% 346% 346%
2月 221 54 -88% -76% 60%
3月 349 969 1701% 178% 114%

4月 179 699 -28% 290% 147%
5月 147 1081 55% 637% 213%

6月 1067 1255 16% 18% 116%
7月 1490 788 -37% -47% 50%
8月 482 770 -2% 60% 51%

9月 569 1157 50% 103% 57%
10月 181 397 -66% 120% 59%

11月 502 982 147% 96% 63%
12月 1361 2748 180% 102% 71%

合计 6650.2 1135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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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德国月度容量装机规模与分布  图 15：德国月度户用储能装机规模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Ise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Ise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英国大储并网延期现象改善较为有限，7月并网规模仅有 24.27MW，绝对量依然较低，2024Q2新增装

机 178.3MW，同环比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根据 Modo Energy统计，三季度末规划并网规模将达到 1.1GW，

但实际投入运营规模预计仅有 150-430MW，英国大储重回 2023 年的高增长依旧需要等待审批流程的进一

步优化。  

总体而言，由于补贴退坡、能源价格较低、电网消纳受限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欧洲储能市场增量将逐

渐从以户储为主导转向以大储为主导。 

2.3  新兴国家装机情况：各地储能项目加速落地，未来装机蓄势待发 

2024年 8月，智利储能项目储备量持续增加，提升本土新能源利用率迫在眉睫。8月，50MW测试项目

正式投运，处于测试中的项目规模达到 401MW，建设中的项目规模增加 125MW至 1417MW，已审批项目规模

增加 1240MW 至 4395MW，审批中的项目规模减少 630MW 至 8068MW。由于供应链风险以及项目承包商的稀

缺等因素的困扰，智利储能项目落地速度偏慢。智利政府对于储能发展较为重视，目前基本明确了储能的盈

利模式，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招标，在政策的推动下，储能投建速度有望加速。 

图 16：8月智利储能项目进展情况  图 17：8月智利储能项目分类情况 

 

 

 

资料来源：Acer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Acera，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8月澳大利亚大储建设进程有所加速，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Ark Energy 已提交在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北部 Myrtle Creek 开发 500MW 太阳能加储能项目的申请，储能规模 275MW/2200MWh；阿特

斯被选中为 FRV 的维多利亚州储能项目提供 100MW/200MWh 储能系统；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将简化规划

流程，将 350MW/700MWh规模的 Joel储能项目纳入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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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储能电池与逆变器出口跟踪：出口同比高增，海外需求依旧可期 

储能电池出口数量同比延续高增，环比小幅回落，2024 年 8 月我国储能电池出口 5.6GWh，同比增长

218.9%，环比下降 6.7%，出口量占消费量的比重提升至 33.4%。逆变器出口同环比增长，2024 年 8 月我

国逆变器出口 528.76万个，同比增加 31.5%，环比增加 0.9%。 

分国别来看，美国锂电池与逆变器进口均有所降温，8月我国出口至美国的逆变器数量达到 32.4万个，

同环比-3.2%/-13.2%；锂电池出口数量 8.72万吨，同环比+87.5%/-8.3%，绝对量仅此于今年 7月，主要

原因或为美国加征关税政策落地后带来的“抢出口”效应。由于欧洲地区储能装机的持续低迷，出口数量有

所滑坡，8月出口至德国的逆变器数量达 15.74万个，环比下滑 20.6%，同比跌幅扩大至 16.3%。 

图 18：我国储能电池出口规模  图 19：我国逆变器出口规模 

 

 

 

资料来源：动力电池创新联盟，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3.  储能行业价格跟踪：储能中标系统价格阶段性反弹，向下趋势难言反转 

3.1  国内储能相关价格：电芯价格稳步下跌，储能系统成本中枢下移 

由于极端低报价较少且部分项目为构网储能项目，相较于跟网项目存在一定的溢价，2024年 8月，国

内储能项目中标价格迎来回升。2小时储能系统平均报价环比上涨 16.4%，平均报价为 0.689元/Wh，4小

时储能系统平均报价 0.628 元/Wh，环比上涨 18.3%。EPC 报价延续下降，2 小时 EPC 平均报价 1.131 元

/Wh，环比下降 6.68%。 

作为储能系统主要成本项的电芯价格延续下降，储能系统价格难言企稳。280Ah电芯 8月均价 0.32元

/Wh，环比下降 4.5%，314Ah 电芯均价 0.34 元/Wh，环比下降 6.8%，户用 100Ah 电芯 8 月均价 0.39 元

/Wh，环比下降 3.2%。鉴于 314Ah电芯理论成本低于 280Ah电芯，且各厂商对应产能不断扩大，在电芯转

型的关键时期，部分厂商或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从数据上看目前二者价差已呈现逐步收窄趋势，后续预计

将发生扭转。从库存角度来看，储能电芯的绝对与相对库存规模均出现增加，使得储能电芯价格进一步承

压，截止至 8月底，储能电池库存上升至 49.3GWh2，电芯库销比达 1.89个月，相较上月继续增长。 

 
2 咨询商对历史数据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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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小时储能系统价格变动情况  图 21：2小时储能 EPC 价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储能与电力市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储能与电力市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图 22：正极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图 23：石墨价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图 24：隔膜价格变动情况  图 25：电解液价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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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辅材价格变动情况  图 27：储能电芯价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以 2024 年 8 月的原材料价格为锚进行测算，储能电芯生产完全成本约 0.326 元/Wh，储能系统成本

0.629元/Wh，较上月延续下滑，主要原因为碳酸锂、铜、铝等锂电原材料价格以及逆变器价格的下跌。将

成本进行拆解来看，储能电芯依然是储能系统的主要成本，占储能系统成本的 52%，储能逆变器价格小幅下

滑 0.02元至下降至 0.108元/W，导致其占比由 18%下降为 17%，为储能系统中第二大成本项；储能电芯成

本构成较 7月相差不大，电芯中占比最大的依然是正极材料成本，单位成本 0.1107元/Wh，占比 36%，负

极成本占比 31%，单位成本 0.095元/Wh，而其他成本因占比较小，对于电芯成本影响较为有限。 

从储能电芯生产企业的利润角度来看，高库存与竞争激烈的市场格局使得电芯降价幅度高于原材料价

格的下降幅度，电芯生产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恶化。经测算，2024 年 8 月储能电芯厂 280Ah 电芯毛利率3

下滑至-5.33%。后续来看，短期内储能电芯产量依旧维持过剩状态，部分厂商为保持开工率仍将采用低价

策略获取订单，另一方面，碳酸锂四季度偏弱运行的走势或为储能电芯打开进一步下跌的通道，在行业内

卷的背景下，电芯价格难言筑底。 

图 28：2024年 8月储能电芯成本拆解  图 29：2024年 8月储能系统成本拆解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3 毛利率=（销售价格/生产完全成本）-1，生产完全成本采用前一月原材料价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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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储能 280Ah电芯生产成本延续下降  图 31：储能 280Ah 电芯生产企业利润承压愈发严重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SMM，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3.2  海外储能相关价格：欧洲居民电价回升，户储价格较为坚挺 

2024年 9月欧洲户储价格与 8月基本持平，主流产品单位价格在 0.34-0.53欧元/Wh。价格的相对低

位叠加库存的持续消化，欧洲户储价格逐步企稳，进一步下跌空间较小，而光伏组件价格仍未企稳，光储一

体化设备收益持续承压。美国大储建设成本有所回升，2024Q1平均成本 1080美元/KW，同比下降 39.26%，

环比回升 4.85%。同比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依旧在于国内储能行业产能过剩带来的出口价格下滑，从环比

角度上看，储能价格已至低位，预计将延续低位运行。 

图 32：欧洲代表品牌储能系统价格变动情况  图 33：美国大储储能系统建设成本环比反弹 

 

 

 

资料来源：Energiespeicher，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ood Mackenzie，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8月欧洲各国首都居民电价环比基本持平，平均电价达到 24.17欧分/KWh，同比降幅 6.4%。分国别来

看，德国 8 月民用电价 39.29 欧分/KWh，与 7 月持平，同比+2.1%，意大利电价上涨 0.13 欧分/KWh 至

31.96欧分/KWh，英国电价下降 0.59欧分/KWh至 34.85欧分/KWh，法国电价下降 0.11欧分至 30.49欧

分/KWh。从批发侧来看，受可再生能源出力降低、天然气价格上涨、夏季用电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的共同

影响，8 月欧洲电力现货市场价格呈上行趋势，法国、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月均价分别上涨 17.9%、17.1%、

13%与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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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欧洲主要国家电力现货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图 35：欧洲主要国家居民用电价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Bloomberg，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HEPI，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4.  储能收益跟踪：大储套利收益分化，峰谷价差收窄促使表后储能收益下滑 

4.1  国内储能收益测算：未有省份达光储平价，部分地区套利收益迎来回升 

2024年 7月，暂无省份达到光储平价，主要原因在于集中式光伏 EPC价格下行速度快于储能 EPC。根

据光伏头条数据，6月集中式光伏 EPC均价 3.14元/W，7月下降至 2.72元/W，下降幅度超 14%，而 2小

时储能 EPC价格仅下降 6.8%。全国弃光率由 1.7%小幅上升至 2.4%，依旧处于年内较低水平。考虑到当前

我国电力现货市场仅在少数省份进行连续运行，光储收益测算时并未纳入电价分时申报带来的额外性收益，

实际光储收益预计略高于计算值。 

后续来看，随着光伏装机的持续增加，供需阶段性错配现象预计频发，同时辅助服务补偿机制预计将不

断完善，电改推动促进现货市场的建设，从而催化分时申报收益，光储收益率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

面来看，光伏价格的企稳或是决定光储平价时间节点的一大重要因素。 

表 3：全国光伏装机前十大省份光储平价跟踪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光伏头条，储能与电力市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从电力现货市场套利收入来看，8月广东与山西现货市场储能理论套利收益有所回升，分别为 160.4元

/MWh与 107.6元/MWh，同环比为+75%/+59%与+11%/+43%；由于新能源出力总量的下降，山东电力现货市

场日内波动有所降低，储能理论套利收益 216.6元/MWh，同环比-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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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电力现货市场储能套利收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兰木达电力现货，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从全国范围内看，9 月峰谷价差总体呈收窄趋势，且幅度较大，原因在于多个地区 9 月份取消执行尖

峰电价，最大峰谷价差明显降低，如江苏、浙江两大工商业储能装机大省。在统计到的 29 个省份（地区）

中，有 17个省份峰谷价差缩小，仅有广东与湖南两省峰谷价差超过 1元/KWh，分别为 1.3元/KWh与 1.1

元/KWh。根据自有资金率 30%，贷款周期 15年的假设进行测算，在该峰谷价差水平下，全投资回报率位于

-6%-15%之间，广东地区理论回报率位居全国第一，达到 14.9%，湖南省理论回报率达 11.5%，其余省份均

未达到 10%。 

图 37：峰谷价差与工商业储能收益率追踪 

 

资料来源：SMM，北极星电力网，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4.2  欧洲户储收益测算：低电价拖累延续，用户加装户储意愿有限  

2024 年 8 月，德国光储设备收益率仍高于光伏设备，但全欧洲来看，光储设备收益率低于光伏设备。

德国民用电价 39.29欧分/KWh，在此电价水平下，光储一体化 IRR约 9.64%，单一光伏设备 IRR约 7.99%，

若按照全欧平均电价 24.17欧分/KWh进行计算，光储一体化 IRR约 3.04%，单一光伏设备 IRR约 4.54%，

可见当下低电价时点户储对于居民的吸引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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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欧洲户用光伏与光储一体化收益率对比 

 
资料来源：HEPI，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5.  储能政策跟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顶层政策驱动新型储能向上 

根据 CNESA的不完全统计，2024年 8月份共发布储能相关政策 55项，主要落实于储能规划、新能源

配储、电力市场、储能补贴等相关方面。我们认为重要政策有 11项，其中国家层面发布的有关于新型电力

系统与配电网建设的方案充分肯定了新型储能的重要性，后续新型储能将进一步发挥促消纳与电网调节的

功能。 

表 4：8 月储能重要政策汇总情况 

政策名称 政策类型 发布机构 政策内容 

国家层面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行动方案（2024—

2027年）》 

储能规划 

国家发改

委、国家

能源局 

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能力，通过建设一批共享储能电

站、探索应用一批新型储能技术，加快实现新型储能规

模化应用，同步完善调用和市场化运行机制。 

《配电网高质量发展行

动实施方案（2024—

2027年）》 

储能规划 
国家能源

局 

建设一批满足新型主体接入的项目。结合分布式新能源

的资源条件、开发布局和投产时序，有针对性加强配电

网建设，提高配电网对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

控能力。 

地方层面 

《关于 2024年度新型

储能入库项目的公示》 
储能规划 

山东省能

源局 
共 86个项目，总规模 1632.85万千瓦。 

《关于做好 2024年全

区独立新型储能项目布

局及相关工作的通知》 

储能规划 
新疆发改

委 
共 41个项目，总规模 7.35GW/30.86GWh。 

《加快新型储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储能规划 

山东发改

委 

目标到 2025年，全省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2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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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风光同场”

海上光伏开发建设方

案》 

新能源配

储 

上海市发

改委 

2025年海上光伏项目按 20%/2h 开展竞争配置和开发建

设。 

《云南电力调峰辅助服

务市场交易规则(试

行)(征求意见稿)》 

电力市场 
云南能监

办 

明确调峰交易规则。采用“日前报价和预安排，日内正

式出清，按需按序调用”的组织方式。报价上限不超过

335.8元/MWh，需同步上报最大充电电力及持续时间。 

《河南电力辅助服务市

场交易细则(征求意见

稿)》 

电力市场 
河南能监

办 

辅助服务市场品种主要以调峰（深调和应急启停）、调

频辅助服务为主。储能调峰申报价格设立最高限价 200

元/兆瓦时，调频申报价格范围暂定为 0-15元/MW。 

《贵州电力爬坡辅助服

务市场交易规则(征求

意见稿)》 

电力市场 
贵州监管

办 

独立储能报价上限为 30元/（MW·日），且需按当日上

网电量比例进行分摊爬坡辅助服务补偿费用。 

《进一步加强发电机组

并网运行管理和辅助服

务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 

电力市场 
河南监管

办 

独立新型储能在进入商业运营前，并网运行考核和分摊

辅助服务费按 2倍执行，分摊标准不超过当月调试期电

费收入的 10%。当前有偿辅助服务暂开展有偿无功服

务、有偿一次调频服务补偿。无功补偿标准暂定为 15

元/MVarh。 

《关于在华北区域电网

大负荷期间对新能源配

建储能进行统一直接调

用的通知》 

电力市场 
华北能源

监管局 

统一直接调用新能源配建储能时补偿价格选取北京、天

津、冀北三地独立储能充放电当月最大价差作为京津唐

区域内新能源配建储能统一直接调用补偿价格。不再额

外获得调峰辅助服务费用。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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