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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隐忧浮现 储能“内卷” 困局亟待打破

“一哄而上” 接下来就是产能过

剩，储能产业似乎走上了一些新能源子

行业曾走过的老路。

在近日举行的世界储能大会上，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储能厂商无

不大倒苦水：随着欧洲户储市场从去年

井喷到今年迅速“退烧” ，国内储能行

业在产能急剧扩张后随即陷入产能过

剩隐忧。 泥沙俱下，价格战、虚假宣传、

以次充好等乱象纷至沓来，储能产业陷

入阵痛期。

专家表示， 虽然遭遇暂时困难，储

能产业仍是“长坡厚雪” 赛道。 储能产

业不能走先追求速度、再追求质量的老

路。行业要实行自律，有序发展，通过持

续的技术进步，不断降低成本，打造共

融的生态，提升产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罗京 李嫒嫒

行业“退烧”

“去年储能产业最火的时候，从下游到上游，大家拼命

签订单，产能完全跟不上。 ” 大秦数能董秘刘鑫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2022年，受欧洲能源危机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欧洲

户储市场突然爆发。 储能产业呈现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数据

显示， 当年全球户储新增装机量达到15.6GWh， 同比增长

136.4%； 欧洲市场户储新增装机达到5.7GWh， 同比增长

147.6%，在全球市场的占比高达36.4%。

在需求井喷的刺激下，国内储能行业大大小小的项目快

速上马。 高工产研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储能电池相关扩产

项目达26个，投资额超3000亿元，产能达到820GWh。 今年

1-8月，100多家储能相关企业推出项目规划，计划投资金额

超5700亿元， 储能电池及系统集成项目规划建设产能超

1.5TWh。

“除了消费电池和动力电池企业加码储能业务，其他领

域的企业也纷纷跨界进入储能产业。 ” 对于储能产业出现的

“一哄而上”局面，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不免感慨。天眼

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增注册储能企业有3.7万多家，而

今年以来新增企业数量规模已突破5万家。

很快，形势急转直下。“产能迅速扩大后，大家缓过神才

发现堆得有点多，对终端需求有些盲目乐观。 ” 刘鑫表示。

欧洲户储产品经销商及安装商大量拿货，但装机速度并

未跟上，于是库存起来了。 一方面，随着天然气价格回落，欧

洲户储市场消费者趋于理性；另一方面，当地安装工人不足

也是阻碍库存消化的重要因素。能仓科技总裁王春翔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欧洲国家电工紧缺，导致安装速度跟不上，加

剧了库存积压。

于是，产能过剩压力很快显现出来。“户储市场越来越难

做，我们年初备的货现在还在仓库里堆着，没有客户要。 ” 一

位从事户储产品的经销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去年这个时

候一货难求，大家拼命备货，仓库堆满了，结果却没人要了。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储能系统集成商现有产能

232GWh，规划总产能超845GWh。相比之下，今年前三季度

储能锂电池累计出货量仅127GWh。 第三季度，储能锂电池

行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低于50%，适用于源网侧储能的方形储

能锂电池产能利用率已低于50%，用于户储的方形储能锂电

池（50Ah）产能利用率仅40%。

“海外户用储能市场短期难以消化库存， 将持续影响

后续出货。 ” 高工产研为此下调2023年储能锂电池出货量

预期为180GWh，相比年初的230GWh下调约1/4。 华宝新

能近期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证实：“目前欧洲市场储能产品

库存处于历史高位。 ”

产能过剩

储能市场暴涨暴跌，让身处其中的从业者犹如坐了一次

过山车。

以储能龙头派能科技为例，2022年，公司净利润达12.73

亿元，同比大增302.53%，股价一度暴涨逾3倍；2023年前三

季度，公司净利润仅6.55亿元，微增1.54%。特别是第三季度，

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110.05%，亏损3831万元。 今年以

来，公司股价下跌超60%。

泥沙俱下，行业乱象一一暴露出来。

首先是价格战，“卷” 产能的结果必定是 “卷” 价格。

“这两年，各路资本一窝蜂涌入储能赛道，导致产能严重过

剩，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价格战。 ” 宁德时代储能业务相关

负责人赵忠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行业低价恶性竞

争严重。

鑫椤锂电数据显示，11月27日， 方形磷酸铁锂储能电

芯的最低价为0.44元/Wh，而年初普遍在1元/Wh左右。 中

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储能系统

中标均价一直呈下行态势。 其中，储能系统9月中标均价已

降至0.99元/Wh，同比下降35%，环比下降8%，与年初相比

下降34%。

近日，广东省能源集团新疆有限公司2023年储能系统

设备采购项目开标， 投标报价最低为中车株洲所的5.74亿

元，最高为欣旺达能源的7.29亿元；综合单价区间在0.638

元-0.81元/Wh。 其中，中车株洲所为0.638元/Wh。 而在此

前的龙源电力储能招标项目中， 芜湖天弋的投标价为0.66

元/Wh。

在价格战的阴霾下，以次充好现象严重。“一些企业宣称自

家产品保障25年寿命， 循环寿命能达到12000次甚至15000

次。 如何检测这些指标？ 依据什么标准？ 基本上都是口头承

诺。 ” 吴凯在11月9日举行的2023世界储能大会上直言。

据吴凯介绍，前期投运的一些功率型储能项目，宣称10

年预期寿命，实际运行寿命不足3年就大面积退役。投运的能

量型储能项目，承诺寿命20年，目前实际运行仅3-5年就出

现各种问题，且年循环次数大部分不到设计值的一半。

王春翔表示，自己甚至不敢使用价格很便宜的电芯。“低

价电芯性能存在不足。 比如，同样是280Ah规格的电芯，质量

好的产品可以达到295Ah、300Ah甚至更高水平，且一致性很

好。 而低价电芯出厂容量就不足280Ah，且存在内阻大、自放

电高、尺寸偏差大等问题，使得储能系统性能非常差。 ”

“当下的储能行业太浮躁。 ” 王春翔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作为下游采购方， 我们之前参加了一个高规格的行业

展会， 与一家出货量排名前十的电芯厂商销售人员聊产品，

结果竟发现对方几乎不了解自家产品的性能，感觉很多人的

心思没放到产品本身上。 ”

“我们希望行业百花齐放，比拼技术、设计、安全，而不

是偷工减料拼低价，虚假承诺。 ” 吴凯呼吁。

有序发展

“储能产业是‘长坡厚雪’赛道。 ” 王春翔表示，尽管当

下行业存在一些乱象，但储能产业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 在

海外一些地区，比如德国太阳能资源丰富，相比通过电网用

电，长期看用户自己铺设光伏板还是挺划算。

大秦数能国内市场拓展负责人许国民同样对海外储能

市场前景抱乐观态度。 他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欧洲各国

发布了明确的新能源装机目标。 当下，欧洲储能市场增速放

缓只是阶段性现象。 “明年上半年，欧洲市场的户储库存应

该会基本消化完毕，品牌力、产品力强，且售后服务做得好的

企业产品消化速度会更快些。 ”

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行业专家表示，把握未

来储能行业增长的机会，关键要练好内功，追求高质量增长。

“储能涉及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涉及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是

重要基础设施。因此，行业不能走先追求速度、再追求质量的

老路。 ” 吴凯呼吁。

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王康认为，对于储能

的安全运行要收紧，要注重项目运行效果，而不只是成本导

向，扭转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把那些仅靠宣传、渠道而不是

依靠设备质量立足的企业出清， 产品性价比高的企业将胜

出，头部企业的优势将夯实。 经过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让储

能行业逐步回归健康发展。 ”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的光伏热潮中，国内光伏产业

曾遭遇过产能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滑、企业纷纷倒闭的危

机。 最终，中国光伏产业痛定思痛，展开绝地反击，并通过技

术进步重回世界之巅。

专家表示，国内储能产业要通过技术进步，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提升产业竞争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鲁政委建议，加快长寿命储能电池的研发量产，提高质

保标准。 储能电池产能过剩不一定全是坏事，会促使生产厂

家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扩大应用。

“单打独斗很难解决系统性问题。” 吴凯建议，希望行业

打造一个生态共融的产业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共享技术、分

享数据、分享信息。 源网荷储各环节企业以及各领域用户汇

聚在这个生态里， 共同推动储能在更广泛的场景中应用，共

同筑建可信赖、可持续的储能产业。

多家跨界入局企业剥离储能业务

●本报记者 李嫒嫒 罗京

近期，多家跨界入局的企业宣布剥离储能

业务。 作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储能产

业在2022年蓬勃发展，动力电池企业投资储能

项目热潮不断。 同时，不少企业跨界入局储能

赛道。 部分企业为扭转经营不善的局面，试图

通过收购储能领域资产拓展市场。 然而，随着

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相关公司只好忍痛剥

离储能业务。

行业竞争加剧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在52家涉

及储能业务的A股公司中，19家净利润同比下

滑，占比近四成。 部分公司第三季度业绩下滑

明显，2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占比超五成；

6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超100%。 市场需求下

降、行业竞争加剧成为上市公司业绩下滑的共

同原因。

以华宝新能为例，2023年前三季度， 公司

归母净利润亏损6202.03万元，第三季度归母净

利润亏损1097.6万元。华宝新能三季报显示，上

年同期受欧洲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海外消费

者购买储能产品意愿强烈，公司销售收入快速

增长。 随着天然气价格回落，市场需求回归正

常水平。 在全球消费放缓的大背景下，欧洲储

能产品库存攀升至历史高位， 市场竞争加剧，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受到一定影响。

派能科技11月28日发布的调研纪要显示，

受欧洲部分国家补贴退坡、下游企业去库存等

因素影响，户储市场出现阶段性放缓。 公司将

时刻关注市场变化， 坚持全球化发展战略，在

巩固既有优势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其他区域

和其他细分市场。

做好前瞻布局

作为新型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储能行业在2022年快速发展，动力电池企业投

资储能项目热潮不断，同时不少企业跨界入局

储能赛道。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超过60家

公司宣布跨界进入储能行业，涉及食品、陶瓷、

物流、房地产等领域的企业。 然而，随着市场环

境出现重大变化，近期多家跨界入局的公司计

划剥离储能业务。

游戏公司昆仑万维近期公告，拟转让控股

子公司北京绿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计

划剥离储能业务。 昆仑万维表示，为更好地聚

焦AGI和AIGC业务， 减少外界对于公司多元

发展方向的疑虑，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宁波点

金和昆诺天勤所持北京绿钒50%的股权及未来

可转成股权的可转债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

周亚辉。 公司同时明确，以后除了公司旗下昆

仑资本的科技VC基金少数股权财务投资，不

再做任何人工智能上下游以外的其他行业控

股型或长投型投资。

而在2022年投资北京绿钒时，昆仑万维表

示， 这是公司开展新能源投资业务第一步，为

公司长期发展储备新的增长点，对公司长期发

展具有深远意义。

10月19日晚间， 松发股份发布公告称，公

司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据了解，今年6

月，松发股份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安徽

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不低于51%且不高于

76.92%股权。 交易完成后，安徽利维能将成为

松发股份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在陶

瓷产品的基础上新增储能锂电池业务。

另外，百合花发布公告称，修订此前定增

方案， 取消此前计划的年产40000吨电池级磷

酸铁锂项目、年产3000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对于储能市场的“退烧” ，不少上市公司

进行了回应。

“储能是一个长期赛道， 尽管行业出现短

期波动，我们将坚守在储能赛道，不断拓展新

能源发电、电网辅助服务、微电网、工商业园

区、充电桩、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等场景的储能

应用市场。 ” 派能科技在调研纪要中表示，未

来，公司将加强海外市场本地化建设，拓展新

的海外区域市场。 同时，加强拓展国内工商储

能市场。

阳光电源表示， 目前欧洲渠道库存较大，

在逐步消化库存。 渠道业务本身需要合理

库存。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理事长刘宝生在2023

年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在众多投资者进入的

同时，应警醒并预判行业存在的短板和可能面

临的问题，提前做好前瞻布局。 要合理规划布

局产业链供应链，吸取动力电池产业的风险教

训，尤其是警惕资本过热造成低端产能盲目扩

张。 同时，要加强储能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鼓

励多元电化学储能技术攻关，加快长时储能技

术突破，着力解决安全运行风险，降低产品成

本，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储能要求。

1.5TWh

高工产研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储能电池相关扩产项目

达26个， 投资额超3000亿元，产

能达到820GWh。 今年1-8月，

100多家储能相关企业推出项目

规划， 计划投资金额超5700亿

元，储能电池及系统集成项目规

划建设产能超1.5TW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