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大智：储能 2023 年展望

——低估值、高成长，配置

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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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大智 

 

在经过一轮热热闹闹的“小作文行情”后，A 股最近重新回到低迷期，

市场呈现量价齐跌的走势，不仅主要指数有较大回撤，市场交易量也不断

创近期低点。但这波热闹的行情与新能源无关，从指标表现来看，新能源

指数在 A 股 10 月底至今的反弹行情中，表现较差，仅在 11 月的第一周小

幅度反弹后，再度进入下跌行情中。上涨时的“小甜甜”，如今在下跌中

变成“牛夫人”，市场中调侃“如今狗都不买新能源了”。 

从 2019 年至今，在全球碳中和的推动下，新能源成为全球资本市场

的宠儿。在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装机量的带动下，储能装机量也同样迎来了

指数级的增长。近期跌跌不休光伏、储能等新能源赛道，未来表现如何？

又该如何看待 2023 年储能行业的行情？当前又是否是上车的良机？ 

从长期发展的逻辑来看，包括风电、光伏、新能源车、储能等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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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赛道，均受益于全球碳中和的大趋势，各子赛道由于技术成熟度的不同，

应用场景的不同，以及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又有所区别，体现在资本市

场中，相应的行业指数虽然大趋势基本一致，但在每一轮行情中的持续时

长和弹性都有所差异。 

而对于储能而言，技术路线多样，每一条技术路线均对应一个完整的

产业链，又对应着不同的应用场景，因此在投资中更具复杂性。以当前储

能的技术路线来看，主要以抽水蓄能为主，截至 2021 年，全球储能市场

装机量为 205.3GW，抽水蓄能在全球的储能市场中占比约 88%，其次为

包括铅酸电池、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在内的电化学储能，

占比约 10%。其余的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氢储能等储能方式占比较

小，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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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的变化，是当前影响储能市场表现的最重要因素。与光伏、风

电类似，中国、欧洲、美国为当前储能的三大市场，因此这三大市场 2023

年储能装机量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年储能行情的表现。 

首先来看国内储能的市场需求情况。国内当下快速增长的储能装机需

求主要源于政策对新能源装机的要求。从各地方政府的要求上，新能源装

机需进行强制配置一定百分比的储能装置，如湖南省要求风电和集中式光

伏发电，必须配置不低于 15%的储能装置，上海要求海上风电的储能配置

不低于 20%，其他各省市对于新能源装机的储能配置要求在 2%-20%不等。

同时，根据碳 3060 的目标，发改委也对电力央企做出强制要求，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量不得低于 50%。因此，就国内储能市场而言，政策驱动下

表前储能（主要为电源侧和电网侧，B 端市场）的大型储能需求的快速增

长，是最大的需求增量。 

而在政策强制要求之外，储能试点政策中，储能电站参与电力市场调

峰服务补偿和调频补偿收益，是储能的经济效益带来的市场需求增量。调

峰是指在用电高峰时，通过调用其他机组对来满足用电负荷收益来源于电

网向被调用的机组所支付的补偿收入。各省市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

储能装机、独立储能的调峰等给予了财政补贴。例如《河南省“十四五”

新型储能实施方案的通知》中，规定独立储能调峰补偿价格报价上限暂为

0.3 元/ kWh，新疆对于发电侧储能调峰补贴为 0.55 元/kWh，财政补贴带

来的增益，叠加储能对新能源发电调峰调频的效果，使得储能给新能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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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很大程度上带来了降本增效的效果。因此，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中实际起

到增效作用，成为市场主导下，储能需求的重要增长动力。 

其次是美国的市场，也是未来有望成为储能装机最大、增速最快的市

场。与中国类似，美国储能市场的需求同样主要来源于政策推动下，表前

储能的大型储能需求。根据美国知名咨询机构 WoodMac 的数据，2022

上半年美国表前储能新增装机达 5.01GWh，实现了超过 200%的增长。但

是，受制于 2022 上半年美国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组件产品实行反规避

调查，光伏装机量在供给端受到了较大的约束，进而限制了光储装机的增

长。但这一限制随着 10 月份《通胀削减法案》的实行，在未来将刺激光储

需求的大幅度增长。 

同时，美国储能产业激励带来的光储需求。2016 年美国储能协会向美

国参议院提交了 ITC 法案，明确先进储能技术都可以申请投资税收减免，

并可以以独立方式或者并入微网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等形式运行。额外

的激励措施促进了储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价格机制，

刺激大型储能装机项目的发展。 

除了大型储能项目之外，《通胀削减法案》的规定下，独立储能和小型

储能项目也同样迎来快速增长的机会，1MW 以上项目或将迎来抢装潮。

根据《通胀削减法案》，独立储能首次获得抵免资格，过去为了具备 ITC 获

取资格储能项目必须与光伏发电项目配对，此次政策变动使储能摆脱太阳

能配对限制，降低了储能项目的建设成本和时间，小型储能项目及独立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