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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中电联发布2023年储能运行数据。3月27日，中电联发布了《2023年度电化学
储能电站行业统计数据》。报告称，2023年国内新增投运电化学储能电站486
座、装机18.11GW/36.81GWh，总功率同比增长近4倍，超过此前历年累计装
机规模总和。报告对国内电化学储能电站装机情况、利用情况、可靠性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总结。

平安观点：

1.储能利用情况：各场景利用水平均有提高，工商储表现突出，大储利用率仍
待提升。

各场景储能利用水平均有提高。报告使用日均运行小时数、平均利用率

指数（实际利用小时与设计利用小时之比，从利用时间的角度衡量利用

率，100%表示完全满足电站设计）和日均等效充放电次数（实际充放电
量与2倍电站容量之比，估算平均每日满充满放次数，从充放电量的角度
衡量利用率）三个指标展示储能的利用率情况。2023年全年，我国电化
学储能项目日均运行小时3.12h，平均利用率指数27%，日均等效充放电
次数0.44次。分场景来看，工商储、新能源配储、独立储能各场景储能
利用水平均较2022年有所提升（火电配储历史数据不完整，且装机占比
较小，此处不单独展示），推测整体均值下降主要由于装机结构变化，

新能源配储和独立储能占比增加。

工商储表现突出，大储利用率仍待提升。工商业储能利用情况最优，日

均运行小时14.25h，平均利用率指数65%，日均等效充放电次数0.87
次，考虑充放效率因素，国内在运的工商储系统基本可保持每日至少1充
1放的水平。 大储方面，独立储能利用情况有所改善，新能源配储利用
率仍处低位。2023年，独立储能整体利用情况略好于2022年，日均运行
小时2.61h，平均利用率指数由2022年的30%提升至38%，日等效充放
次数0.47次，相当于约2天满充放一次。新能源配储日均运行小时
2.18h，较2022年有所提升；平均利用率指数17%，与2022年持平，但
明显远低于设计水平；日等效充放电次数0.28次，相当于3天左右满充放
一次。

2.系统可靠性：电池和PCS问题成为非计划停运的主要原因，储能系统质量有
待重视。

2023年国内电化学储能系统全年计划停运769次，单次平均计划停运时
长91.29h；非计划停运1030次，单次平均非计划停运时长29.12h。报告
称，电站关键设备（电池、PCS）、系统以及集成安装质量问题是2023
年导致电站非计划停运主要原因，上述原因导致的非计划停运次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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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80%以上。相比之下，2022年导致非计划停运的最主要原因为BMS系统异常，停运次数占比43%。BMS系统异常恢复相
对较快，2023年由BMS异常导致的单次平均非计划停运时长14.5h；而电池、PCS等电站关键设备异常导致的非计划停运
时长较长，分别为25.1h、32.0h，电池和PCS异常对电站产生的影响相对更严重。2023年，电池和PCS问题取代BMS成为
非计划停运的主要原因，可能意味着国内大储前期低价低质竞争下产品质量无法完全保证。质量是安全和效率的前提，行

业后续要脱离“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既需要提高大储的利用水平，同时也需要产品标准的严格规范。

投资建议：国内工商储利用率较优，大储低利用率和低价竞争问题仍存，建议优选海外大储、国内工商储赛道。从中电联

统计数据来看，国内大储、特别是新能源配储的利用水平不足，大储项目通过市场方式获得回报的难度较大；同时高速发

展中“低价低质”的情形也初步显现，有待改善。《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强化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行的政
策措施，静待后续储能调度相关政策出台，推动新型储能运营模式逐步完善。与国内大储相比，海外大储商业模式相对成

熟，装机由市场因素驱动，市场壁垒较高，竞争格局相对更优。与此同时，国内工商业储能的运行时长和充放频率明显优

于国内大储，意味着分时电价市场机制下，工商储商业模式基本成型，未来发展向好。建议优选海外大储、国内工商储赛

道，建议关注：海外大储市场地位领先的阳光电源，以及积极拓展工商储运营业务的苏文电能。

风险提示： 1.各市场需求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现阶段，国内大储项目整体依靠政策强配驱动，若相应项目难以获得商业
化回报，国内大储装机增长可能不及预期。经济性是各国户储、工商储主要用户装机的核心驱动因素，主要由用户电价/峰
谷价差等因素确定，用户侧储能需求可能受到电价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全球储能市场
景气度高，已有较多企业试图进入，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对相关企业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3.原材料价格
波动或供应不足的风险。储能电池产业链上游主要为锂材料，变流器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主要为电力电子器件等。若相应原

材料短缺或价格大幅波动，可能影响相应公司的产品交付和利润水平。4.市场准入限制政策收紧的风险。若美国、欧洲等市
场对我国企业市场准入限制收紧，可能影响相关公司在海外市场的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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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国内电化学储能电站日均运行小时数/h

资料来源：中电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国内电化学储能电站平均利用率指数/%

资料来源：中电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利用率指数=统计期间利用小时/统计期间电站设计利用小时*100%，利
用率指数为100%时则满足电站设计

图表 3国内电化学储能电站日等效充放电次数/次

资料来源：中电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等效充放电次数=统计期间实际充放电量与2倍额定能量的比值，全年按
365天计算 

图表 4 2023年储能电站停运类型及原因分布（次数占比）

资料来源：中电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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