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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型储能是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的重要

手段，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是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发展新型储能对于保障全省电力

供应安全、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推进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为推动新型储能设施建设，根据《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

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 号）、《关于印发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的通知》（国能发科技规〔2021〕

47号）、《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

改能源〔2022〕209 号）、《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

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 号）以及

《安徽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安徽省电力发展“十四五”

规划》《安徽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华东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运行规则》等文件精神，编制本规划。规划期

2022 年至 2025 年。 

一、发展基础与形势 

（一）发展基础 

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以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

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电化学储能、压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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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储能、飞轮储能、超导储能、超级电容储能、氢储能等，现

阶段以电化学储能为主。“十三五”时期，安徽省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能源转型和升级战略，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稳步提升，产业能力持续增强，安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 

1.新型储能应用初具规模。“十三五”期间，安徽省积极推

动“风电+储能”示范项目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加快新型

储能设施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已投运

新型储能设施装机规模 22.4 万千瓦/26.0 万千瓦时，其中“风电

+储能”项目装机 20.5 万千瓦/20.5 万千瓦时。 

2.多种技术探索发展。依托省内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

等平台，积极推动多种储能技术发展进步。电化学储能、兆瓦

级氢储能、大功率高速磁悬浮飞轮储能、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

多种技术相继示范实施。 

3.产业协同持续加强。以国轩高科等电芯生产商、阳光电

源等系统集成商为龙头，我省已形成相对较为完整的新型储能

产业链。以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相关企业已研发

电化学储能系统火灾安全防控技术装备，提升了电化学储能系

统的事故防控能力，为新型储能设施加快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面临挑战 

与抽水蓄能相比，新型储能具有建设周期短、应用场景丰

富、选址简单灵活等优点，但在技术成熟度、可靠性、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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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提升。 

1.技术成熟度有待提高。目前除电化学储能外，其他形式

的新型储能技术尚不成熟，大多处于实验示范阶段。 

2.安全水平亟需提升。近年来，国内外新型储能电站安全

事故时有发生，对新型储能设施建设进度造成一定影响。 

3.商业模式有待突破。当前仍缺乏反映电源侧、电网侧储

能多重价值的市场环境，储能设施的成本难以得到有效疏导。 

（三）发展机遇 

新型储能设施作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因素之一，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新能源快速发展提出迫切需求。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引领下，新能源发展按下“加速键”，预计“十四五”期间全省

光伏、风电规模将实现翻番，新能源消纳压力将不断增大，迫

切需要加快推进新型储能设施建设，扩大新能源消纳空间。 

2.电力供需矛盾带来现实需要。安徽省煤电等传统电源发

展空间受限，能源供需形势严峻，“新能源+储能”在一定程度

上可替代煤电等常规电源并提供稳定出力，作为提升电力供应

补充手段，对于缓解省内供电压力具有一定作用。 

3.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加快发展。随着国家支持新型储能发

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电力交易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逐步成

熟，新型储能设施成本回收渠道更加多样化，商业模式将更加

清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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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水平提高夯实发展基础。在国家政策驱动下，产业

资本进入新型储能市场，研究机构聚焦新型储能技术进步，将

有效提升新型储能电站的安全水平，促进规模化发展，带动成

本持续下降。 

二、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个革命、一

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适应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趋势，发挥新型储能设施在保障电力安全供

应、系统稳定运行、促进新能源消纳等方面的作用，以规划为

引领、以政策为保障、以创新为根本，加快构建新型储能设施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加强新型储能发展顶层设计，突出

规划引领作用，加强与能源、电力等相关规划衔接，围绕新能

源发展，合理优化储能布局，鼓励建设集中式储能，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 

创新引领，示范先行。支持推动关键技术研发，加快成果

转化，推进规模化应用，促进成本下降。加快商业模式创新，

鼓励先行先试，支撑新型储能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主导，有序发展。明确新型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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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完善市场

化交易机制，建立健全配套市场规则和监督规范，推动新型储

能有序发展。 

立足安全，规范管理。加强新型储能安全风险防范，明确

新型储能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新型储能技术

标准、管理、监测、评估体系，推动标准要求落实落地，保障

新型储能项目建设运行的全过程安全。 

（三）发展目标 

“十四五”期间，新型储能设施发展以电化学储能为主，积

极推动新能源制氢、压缩空气、机械飞轮等新型储能技术研究

和应用，探索共享储能等新模式、新业态。到 2025 年，实现

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全省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达到 300 万千瓦以上。 

三、重点任务 

（一）推动规模化发展 

1.加快发展电源侧新型储能。根据电力系统运行需求，结

合新能源开发建设，布局一批新型储能电站，构建电源出力特

性与负荷特性匹配的友好型电源集群，保障新能源高效消纳利

用，提升新能源并网友好性和容量支撑能力。重点围绕风光资

源集中区域，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开发建设，

推动新能源项目配套建设集中式新型储能电站。探索利用退役

火电机组既有厂址和输变电设施建设新型储能或风光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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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支持电网侧储能建设。在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负荷

密集接入和电压支撑能力不足的关键电网枢纽点合理布局集

中式新型储能电站，研究配置新型储能对于输电通道能力提升

的可行性，发挥储能设施对新型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提升电

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和电网安全稳定水平。重点在淮北、宿州、

淮南、蚌埠、亳州等电力外送困难地区和合肥、滁州等电力负

荷中心建设集中式储能电站，促进电力就近平衡，提高电网供

电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 

3.灵活开展用户侧储能建设。实现用户侧新型储能灵活多

样发展，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提升负荷响应能力，拓展

新型储能应用领域和应用模式。围绕大数据中心、5G 基站、

工业园区、公路服务区等终端用户，探索智慧电厂、虚拟电厂

等多种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积极推动不间断电源、

充换电设施等用户侧分散式储能设施建设，探索推广电动汽车

双向互动智能充放电技术应用，提升用户灵活调节能力和智能

高效用电水平。 

（二）优化项目布局 

1.科学确定建设规模。立足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综合考虑地区电网结构、消纳能力以及新能源发展需求等因

素，结合各地实际科学确定供电分区新型储能设施建设规模，

引导项目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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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徽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分区布局建议 

地区 储能规模 

淮宿 40~60 万千瓦 
淮南 40~50 万千瓦 
阜阳 40~60 万千瓦 
亳州 30~40 万千瓦 
蚌埠 30~50 万千瓦 
六安 20~30 万千瓦 
马鞍山 5~15 万千瓦 
池州 10~20 万千瓦 
铜陵 5~10 万千瓦 
滁州 20~40 万千瓦 
合肥 30~50 万千瓦 
芜湖 10~20 万千瓦 
安庆 15~30 万千瓦 

宣城黄山 5~15 万千瓦 
备注：基于目前新能源发展和电网结构确定建议规模，对超规模项目按“一站一论”
的原则加强论证。 

2.合理优化站点选址。结合变电站负载情况、接入新能源

规模以及间隔资源情况，重点在重载变电站、新能源接入规模

大或电网枢纽位置布局新型储能电站。“十四五”时期优先在推

荐储能接入站点附近建设一批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 

表 2  安徽省“十四五”新型储能优先推荐接入站点 

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地市 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地市 

1 藕池变 淮北 26 贺庄变 滁州 
2 南坪变 淮北 27 永宁变 滁州 
3 宋湖变 宿州 28 鲁肃变 滁州 
4 勋庄变 宿州 29 桥店变 六安 
5 埇南变 宿州 30 石岗变 六安 
6 蟠龙变 宿州 31 牌坊变 合肥 
7 孟楼变 宿州 32 绣溪变 合肥 
8 耿皇变 亳州 33 陂塘变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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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地市 序号 变电站名称 所属地市 

9 漆园变 亳州 34 庄墓变 合肥 
10 乐土变 亳州 35 渡江变 铜陵 
11 夏湖变 亳州 36 玉楼变 铜陵 
12 华佗变 亳州 37 雨福变 安庆 
13 慎城变 阜阳 38 武昌变 安庆 
14 稻改变 阜阳 39 项河变 安庆 
15 唐陂变 阜阳 40 日新变 芜湖 
16 韦寨变 阜阳 41 江北变 芜湖 
17 范兴集变 阜阳 42 瑞丰变 芜湖 
18 东开变 阜阳 43 衡山变 芜湖 
19 古沟变 淮南 44 塔岗变 马鞍山 
20 栾庄变 淮南 45 星湖变 马鞍山 
21 八公山变 淮南 46 围屏变 马鞍山 
22 钟阳变 蚌埠 47 政源变 池州 
23 圣泉变 蚌埠 48 阮桥变 池州 
24 垓下变 蚌埠 49 枣园变 宣城 
25 护桥变 滁州    

（三）创新发展模式 

1.引导集约建设。鼓励建设集中式储能电站，提高利用效

率。支持新能源发电企业结合自身情况，按照集约高效的原则，

通过自建、合建等方式建设独立储能电站。积极引导社会资本

投资建设独立储能电站。政府相关部门和电网公司在项目许

可、建设施工、并网调度上给予优先支持。 

2.探索共享模式。积极支持各类主体开展共享储能等创新

商业模式的应用示范，营造开放共享的储能生态体系。鼓励有

配置储能需求的新能源发电企业就地就近、长期租赁共享独立

储能电站。 

（四）完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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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市场主体地位。明确新型储能电站的独立市场主体

地位，研究建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现货和辅助服务等各类

电力市场的准入条件、交易机制和技术标准，推动储能参与各

类电力市场，体现多重功能价值。具备独立计量、控制等技术

条件，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符合相关标

准规范和电力市场运营机构等有关方面要求，具有法人资格的

新型储能项目，可转为独立储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

鼓励以配建形式存在的新型储能项目，通过技术改造满足同等

技术条件和安全标准时，可选择转为独立储能项目。以配建形

式存在的新型储能项目，在完成站内计量、控制等相关系统改

造并符合相关技术要求情况下，鼓励与所配建的其他类型电源

联合并视为一个整体，按照相关规则参与电力市场。 

2.建立合理价格机制。加快推动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配

合电网调峰，通过市场发现价格。探索需求侧响应、虚拟电厂

聚合收益模式。统筹考虑电力系统峰谷差率、新能源装机占比、

系统调节能力、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完善峰谷电价、尖峰电

价政策，拉大峰谷价差，提升用户建设储能电站收益率。独立

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 

（五）规范行业管理 

1.完善备案管理。依据投资有关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

新型储能项目实行属地备案管理。备案内容应包括项目单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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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总投资额、建设内

容（含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主要功能、技术标准、环保安全

等），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声明等。项目备案情况由属地发展改

革委分别报送安徽省能源局和华东能源监管局。 

2.做好并网运行管理。电网企业应根据新型储能规划，统

筹开展配套电网规划和建设。配套电网工程应与新型储能项目

建设协调进行。新型储能项目在并网调试前，应按照国家质量、

环境有关规定，完成相关手续。电网企业按有关标准和规范要

求，明确并网调试和验收流程，积极配合开展新型储能项目的

并网调试和验收工作。 

3.开展状态监测评估。新型储能项目单位应做好项目运行

状态监测工作，实时监控储能系统运行情况，在项目达到设计

寿命或安全运行状况不满足相关技术要求时，应及时组织评估

和整改工作。经整改后仍不满足相关要求的，项目单位应及时

采取项目退役措施，并及时报告原备案机关及其他相关单位。 

（六）加强安全管理 

1.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推动新型储能电站标准规范健全完

善，并严格督促落实。新型储能项目单位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严格履行项目安全管理程序、规范电站运营维护，

相关部门要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提升安全技术水平。根据国家新型储能标准体系建设，

细化完善我省不同技术路线新型储能电站规划设计、并网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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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运行维护、应急管理等技术指标要求。按照相关要求，新

型储能项目单位应配套建设高质量的防火防爆安全监测设备，

建立和完善基于安全性的检测认证和监督体系，对储能设备的

核心部件实行严格管理。 

3.加强安全风险防范。新型储能项目单位应按相关规定，

配齐消防设施、健全应急队伍、编制应急预案、制定科学处置

流程，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演练。 

（七）促进技术进步 

1.推动技术攻关。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

院等科研院所，加快新型储能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国轩高科、

阳光电源等省内储能企业加强高效储能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

研制，提升自主设计与制造能力。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对新型储能电站火灾灾害防控技术

的研究。 

2.加快成果转化。鼓励地方政府、相关企业结合源网荷储

不同需求，探索储能多元化发展，加大示范应用力度，促进成

果转化落地。加强对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分析评估，为新技术、

新产品、新方案实际应用效果提供支撑，为制定产业政策和技

术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能源、电力等

规划，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储能电站项目纳入省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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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推动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尽早投产见效。强

化省直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

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形成能源主管部门统筹、多部门参

与机制，协调推进规划实施。 

（二）加大政策支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加大财政、

金融、税收、土地等政策支持力度。鼓励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参

与中长期交易、现货和辅助服务等各类电力市场，体现新型储

能设施的多重功能价值。强化行业标准意识，鼓励省内新型储

能相关企业参与国家新型储能标准制定，支持我省重点企业、

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开展地方标准制定工作，以健全完善的标

准体系来规范管理和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三）加强运营监管。各地发展改革（能源）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加强新型储能项目监测管理，引导新型储能企业合理

投资、有序建设。省能源局加强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密切跟踪

执行情况，适时开展新型储能设施建设规划评估工作，对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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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在建、拟建新型储能电站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应用场景 项目地点 现状 

1 庐江国轩高科储能电站项目 用户侧 合肥市庐江县 在建 

2 国电投肥东县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合肥市肥东县 在建 

3 合肥经开区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合肥市经开区 拟建 

4 淮北皖能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北市烈山区 在建 

5 濉溪临涣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北市濉溪县 拟建 

6 濉溪南坪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北市濉溪县 拟建 

7 濉溪韩村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北市濉溪县 拟建 

8 濉溪恒瑞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淮北市濉溪县 拟建 

9 蒙城县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亳州市蒙城县 拟建 

10 利辛县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亳州市利辛县 拟建 

11 涡阳县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亳州市涡阳县 拟建 

12 亳州汇阳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亳州市谯城区 拟建 

13 亳州协和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亳州市谯城区 拟建 

14 国网时代宋湖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宿州市埇桥区 拟建 

15 萧县经开区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宿州市萧县 拟建 

16 灵璧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宿州市灵璧县 拟建 

17 中能建泗县配套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宿州市泗县 在建 

18 汉风泗县配套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宿州市泗县 拟建 

19 蟠龙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宿州市泗县 拟建 

20 中广核固镇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蚌埠市固镇县 拟建 

21 林洋五河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蚌埠市五河县 拟建 

22 三峡能源阜南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阜阳市阜南县 在建 

23 中电潘集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南市潘集区 拟建 

24 潘集区古沟乡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南市潘集区 拟建 

25 淮河能源栾庄变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淮南市凤台县 拟建 

26 远景定远智慧储能共享电站项目 电网侧 滁州市定远县 拟建 

27 上海电气金寨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六安市金寨县 在建 

28 当涂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马鞍山市当涂县 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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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应用场景 项目地点 现状 

30 和县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马鞍山市和县 拟建 

31 芜湖发电厂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芜湖市鸠江区 拟建 

32 宣城电厂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宣城市宣州区 拟建 

33 宣州区禾阳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宣城市宣州区 在建 

34 中广核宣城养贤乡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宣城市宣州区 在建 

35 阳光电源枞阳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铜陵市枞阳县 在建 

36 海螺枞阳储能电站项目 用户侧 铜陵市枞阳县 拟建 

37 东至泥阳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池州市东至县 拟建 

38 中能建贵池区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池州市贵池区 拟建 

39 晶科贵池区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池州市贵池区 拟建 

40 桐城市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安庆市桐城市 拟建 

41 国能神皖安庆电厂储能电站项目 电源侧 安庆市经开区 拟建 

42 信义光伏芜湖储能电站项目 电网侧 芜湖市经开区 拟建 

43 芜湖海螺二氧化碳储能电站项目 用户侧 芜湖市繁昌区 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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