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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新能源发电占比逐步提升，政策推动电化学储能发展。受全球气候变

暖、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不断消耗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正加快

向低碳化转型。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测算，到 2025 年，中国发

电结构中，煤炭占比将从 2018 年的 66.4%下降至 48.8%，风光发电占比

将升至约 20.2%；到 2050 年，煤炭发电占比大幅下降至 5.7%，风光发电

成为主力。风光等新能源高比例并网，其波动性和间歇性等问题凸显，为

了实现风光发电与负荷实时平衡，需要通过储能技术来确保其发电保持相

对稳定。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推出了多项政策，推动新型储能的发展，广

东省率先将储能设施成本费用纳入用户电费分摊，为电网侧储能的快速发

展明确了商业模式，利于解决储能的经济性问题，提高电网侧安装储能的

积极性，将促进储能产业良性的发展。 

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应用领域广阔。根据 CNESA，截至

2020 年底，全球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为 14.2GW，其中，锂离子电

池的累计装机规模为 13.1GW，电化学储能和锂离子电池的累计规模均首

次突破 10GW 大关。2020 年，中国电化学储能项目的新增装机规模达到

4.7GW，超过 2019 年新增投运规模的 1.6 倍。中国、美国和欧洲占据 2020

年全球储能市场的主导地位，三者合计占 2020 年全球新增投运总规模的

86%，并且新增投运规模均达到 GW 级。从整个电力系统的角度看，储能

可应用于发电侧储能、输配电侧储能和用电侧储能等多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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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是电化学储能核心，PCS 需求不断扩大。随着锂离子电池

的规模化生产，其生产工艺已不断完善，单位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目前锂

离子电池已成为当前主流的电化学储能技术路线。受益于国内完整的光伏

产业链、大力的政策支持等有利因素，国内逆变器厂商在全球市场中成长

迅速，央国企对新能源的大规模布局也将推动储能行业的发展。逆变器主

要厂商华为、阳光电源、上能电气、古瑞瓦特、锦浪科技等公司在全球市

场份额的总体不断扩大，随着储能需求的不断增长，未来 PCS 的市场规模

将进一步提升。 

投资建议：随着电化学储能的快速发展，在储能电池、PCS 和储能系

统等关键领域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将长期受益。建议关注宁德时代

（300750）、阳光电源（300274）、科士达（002518）、许继电气（000400）。 

风险提示：储能装机容量增长低于预期风险；储能电站安全风险；国

际政治局势变化风险；电价调整风险；新技术推进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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