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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7日，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进一步提升能源行业标准立项工作的计划性、导向性，根据国家能源局标

准化工作安排，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了《2024年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立项指南》。

（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4日，为切实发挥标准对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工

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等，

组织编制了《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29日，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大力推广节能减排降碳先进技术，加快提升产品设备节能标准，支撑重点领

域节能改造，助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完成“十四五”能耗

强度下降约束性指标，发布《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

水平（2024年版）》。（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9日，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能源工

作会议和国家能源局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做好 2024年能源监管工作，持续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结合实

际情况抓好落实。（查看更多）

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对外贸稳规模优

结构具有重要支撑作用。2023年 12月 7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http://zfxxgk.nea.gov.cn/2024-02/07/c_1310765045.htm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0d2f46b823ed4fcd93d2422ac6a4852e.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3649.htm
http://zfxxgk.nea.gov.cn/2024-01/09/c_13107615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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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部署，推动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商务部等 9单位对关于新能源汽车

贸易合作健康发展提出意见。（查看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月 25日晚，已有 15家光伏产业链公司、10家锂电产业

链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受益于 2023年装机量翻倍有余，产能继续扩张，光伏设

备商、耗材商等实现高速业绩增长，其中石英股份预计 2023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51.44%至 406.56%。锂电产业链则受到行业增速放缓、锂价下跌的影响，2023
年利润承压。（查看更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30日发布的《2023—2024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9.2亿千瓦，同比增长 13.9%。人均发电装机容量自 2014年底突破 1千瓦/人后，

在 2023年首次突破 2千瓦/人。煤电装机占比降至 39.9%，首次降至 40%以下。

煤电装机占比首次降至 50%以下，是在 2020年底。（查看更多）

走过 2023年，我国光伏产业保持量增质优势头：太阳能电池产量比上年增长 54%，
全球专利申请量为 12.64万件，全球排名第一；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相当于 2022
年全球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查看更多）

截至 2024年 1月底，山西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5000万千瓦，达到 5093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38.18%，其中风电装机 2503万千瓦，太阳能

装机 2590万千瓦。（查看更多）

截至 2023年底，浙江省内发电总装机 13077万千瓦，其中光伏装机 3357万千瓦，

风电装机 584万千瓦，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全省发电总装机比例首超三成。（查

看更多）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1276.htm
https://www.chu21.com/html/chunengy-32101.shtml
https://www.nea.gov.cn/2024-02/02/c_1310763217.htm
https://www.nea.gov.cn/2024-02/02/c_1310763218.htm
https://www.gov.cn/lianbo/difang/202402/content_6934623.htm
https://www.gov.cn/lianbo/difang/202401/content_6925732.htm
https://www.gov.cn/lianbo/difang/202401/content_69257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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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12月 10日，新疆 2023年风电装机超 3130万千瓦、光伏装机超 3000
万千瓦；仅 1至 9月，新增新能源装机容量达 1369万千瓦，并网规模居全国前

列。近年来，新疆加快“风光”产业布局步伐，从装备制造、产业配套、项目建

设等多方发力助力“风光”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查看更多）

广

2024年 2月 8日，江城区商务局官方表示，未来将推进集海上风电、分布式光

伏、储能电站和智慧能源管理等源网荷储于一体的创新示范项目，率先打造全省

绿色能源示范产业园区，预计到 2025年，力争产业规模达到 500亿元，往千亿

元目标迈进。（查看更多）

https://www.gov.cn/lianbo/difang/202312/content_6922735.htm
https://newenergy.in-en.com/html/newenergy-24315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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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储能行业概览及法律合规要点

储能，即能量存储，指通过一种介质或设备，将一种能量形式转换成另一种

能量形式后存储起来，后续根据需要以特定的能量形式释放。近年来，在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驱动下，以热储能、电化学储能、机械储能、电磁储能、氢储能为

代表的新型储能技术凭借其选址灵活、建设周期短、相应速度快、应用场景多元

的优势，逐渐驶入发展快车道，已然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

是化解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实现电力系统调解和多能互补的关键技术。本文将

主要结合团队过往项目经验就热储能这一细分行业的概况和法律合规要点进行

介绍。

一. 热储能行业概览

1.1 热储能原理简述

热储能技术是以储热材料为媒介，将太阳能光热、地热、工业余热、低品位

废热等热能存储起来，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利用后者转换成电能，可以有效解决热

量供应与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一致的问题，极大提高整个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和

利用率。

1.2 热储能的分类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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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原理的不同，热储能可进一步划分为显热储能、潜热储能（又称相

变储能）和热化学储能。

显热储能 潜热储能 热化学储能

工作原理 介质的比热容 介质相变 可逆化学反应

常用介质

水、导热油、熔融盐、

液态金属、混凝土、岩

石、耐火砖等

无积水合盐、熔融盐、

金属合金、石蜡等

碳酸钙体系、氢氧化钙

体系等

优点 投资成本低、技术成熟 密度适当、体积小
密度高、适合长距离运

输、热损失少

缺点 热损失大、装置体积大 热损失大、材料腐蚀性 技术复杂、投资成本高

商业化进展 规模化商业应用 实验室到商业化过渡 实验室阶段

现阶段，能够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的主要是显热储能，较常见的应用形式包

括热水蓄热罐、熔盐蓄热和固体蓄热；相变储能主要应用于小型分布式储能领域，

大规模接入电力系统的商业化应用尚处于由实验室到商业化的过渡阶段；热化学

储热技术则更为前沿，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1.3 热储能的商业模式

热储能的商业模式分别体现在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三个方面。

二. 热储能行业政策法规

鉴于热储能行业尚处于产业化初期，相关政策法规大多处于原则性指导阶段，

相关行业标准和监管规则将逐步细化，近年来的代表性政策法规如下：

序号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核心内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关于加强新形势
2023-09-21

积极推进新型储能建设，充分发挥电化学

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氢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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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电力系统稳定工作的

指导意见》（发改能源

[2023]1294号）

热（冷）储能等各类新型储能的优势，探

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提升电力系统安

全保障水平和系统综合效率，将微电网、

分布式智能电网、虚拟电厂、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用户侧源网荷储一体化聚合等纳

入需求侧响应范围，推动可中断负荷、可

控负荷参与稳定控制。

2.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

于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

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综通新能[2023]28

号）

2023-03-20

积极开展光热规模化发展研究工作，力争

“十四五”期间，全国光热发电每年新增开

工规模达到 3GW左右。已上报沙戈荒风

光大基地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光热发电项

目，和基地内风电光伏项目同步开工。

3.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工业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

通 知 （ 工 信 部 联 节

[2022]88号）

2022-07-07

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综合考虑电力供需

形势，拓宽电能替代领域，在铸造、玻璃、

陶瓷等重点行业推广电锅炉、电窑炉、电

加热等技术，开展高温热泵、大功率电热

储能锅炉等电能替代，扩大电气化终端用

能设备使用比例。重点对工业生产过程

1000°C以下中低温热源进行电气化改造。

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开展工业领域电力

需求侧管理示范企业和园区创建，示范推

广应用相关技术产品，提升消纳绿色电力

比例，优化电力资源配置。

4.

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科

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

施方案（2022-2030年）》

（ 国 科 发 社 [2022]157

号）

2022-06-22

研发高可靠性、低成本太阳能热发电与热

电联产技术，突破高温吸热、传热、储热

关键材料与装备。研发具有高安全性的多

用途小型模块式反应堆和超高温气冷堆等

技术。

5.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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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9

到 2025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

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

件。氢储能热(冷)储能等长时间尺度储能

技术取得突破。到 2030年，新型储能全面

市场化发展。

6.

《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

通知》（国发[2021]23号）

2021-10-24

积极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推动建立光热

发电与光伏发电、风电互补调节的风光热

综合可再生能源发电基地。推动既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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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升级改造，积极推广使用高效制冷、

先进通风、余热利用、智能化用能控制等

技术，提高设施能效水平。推进熔盐储能

供热和发电示范应用。

7.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

范（暂行）》（国能发科

技规[2021]47号）

2021-09-24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坚持安全第一、规范管

理、积极稳妥原则，包括规划布局、备案

要求、项目建设、并网接入、调度运行、

监测监督等环节管理。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

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

网规模的通知》（发改运

行[2021]1138号）

2021-07-29

鼓励多渠道增加调峰资源。承担可再生能

源消纳对应的调峰资源，包括抽水蓄能电

站、化学储能等新型储能、气电、光热电

站、灵活性制造改造的煤电。

9.

《国家发改委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

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

能源规[2021]1051号）

2021-06-07

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光伏

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

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0.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1]4号）

2021-02-02

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

光伏发电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水能、地热

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

加快大容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

11.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

于征求加强储能技术标

准化工作的实施方案意

见的函》

2018-10-30

结合技术攻关进展，适时开展超临界压缩

空气储能、飞轮储能、超导磁储能、热储

能等领域标准研究。

1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关于提升电力系统调

节能力的指导意见》（发

改能源[2018]364号）

2018-02-28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火电灵活性改造及各类

调峰电源和大型储能电站建设。支持地方

开展抽蓄电站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运行模式

探索。鼓励以合同能源管理等第三方投资

模式建设、运营电厂储热、储能设施。火

电厂在计量出口内建设的电供热储能设

施，按照系统调峰设施进行管理并对其深

度调峰贡献给予合理经济补偿，其用电参

照厂用电管理但统计上不计入厂用电。

三. 热储能行业法律合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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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热储能项目管理

2021年 9月 24日，国家能源局颁布了《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

（国能发科技规[2021]47号），针对热储能项目在内的新型能源项目管理制定了

初步管理框架，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3.2 安全生产合规

热储能材料/设备通常具有较高的危险性，相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当加强

安全生产意识，定期开展检验检测、隐患排查，防止发生安全事故，从而遭受行

政处罚甚至构成刑事犯罪（例如：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

2023年 5月 7日，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属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与华润电力所属润电能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的熔盐储热项目发生熔盐

高温爆裂事故，造成 1人死亡，13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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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17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熔盐储热等能源综合利用项

目安全排查的通知》：要求各电力企业要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立即组织开展熔盐储热项目安全排查，抓紧摸清本单位投资建设或参与建设的熔

盐储热项目个数、位置、投资主体等情况，准确掌握熔盐材料成分配比，会同材

料设备供应商及有关专家认真分析项目安全风险，针对性制定落实风险管控措施。

熔盐材料成分不明的，不得使用，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3.3 工程建设合规

热储能项目通常涉及配套的工程建设，需注意传统的工程建设合规问题，具

体包括：

四. 结语

热储能作为新兴的战略性产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能源

革命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我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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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热储能行业的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作为热储能行业的

法律服务者和密切关注者，我们将与敏锐的企业家、创业者和投资人一道同行，

持续跟进热储能领域的最新行业动态和法律动态。

特别声明

本刊物不代表本所正式法律意见，仅为研究、交流之用。非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

所同意，本刊内容不应被用于研究、交流之外的其他目的。

如有任何建议、意见或具体问题，欢迎垂询。

参与成员

编委会：蔡庆虹、邓伟方、杜莉莉、高嵩松、黄思童、任谷龙、孙凌岳、张萍、

张宝旺、郑筱卉、钟凯文、钟静晶、周皓

本期执行编辑：高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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