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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产业化有望提速，钛白粉企业加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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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事件描述 

6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

项重点要求（2022 年版）（征求意见稿）》，在防止电化学储能电站火

灾事故章节中提到“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得选用三元锂电池、钠硫

电池，不宜选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选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时，应进

行一致性筛选并结合溯源数据进行安全评估”。此外，国家能源局批准

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化学储能示范项目、全球最大的液流电池储能

电站-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在 6 月实现并网，并预计将在 8 月

份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 

 

⚫ 全钒液流电池：高安全性、超长循环寿命在储能行业优势明显 

液流电池是一种液相电化学储能装置，其原理是通过不同电解液离子

相互转化实现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根据电解液体系的不同，液流电池

可分为全钒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锌-溴液流电池等不同技术路

线。相对于其他电化学储能体系，液流电池由于电极反应过程无相变

发生，对大电流充放耐受能力更强，因此其安全性更高，更不易发生

燃烧和爆炸，在储能行业日益严格的安全标准下具备明显优势。同时，

液流电池具备超长循环寿命，如全钒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的循环

寿命均超 10000 次，整体使用寿命可超 20 年。而在液流电池体系中，

全钒液流电池在技术储备、产业链配套、单瓦时成本等方面遥遥领先，

是目前最为成熟的商业化液流电池路线。 

 

⚫ 全球加速长时储能布局，全钒液流电池应用空间巨大 

在“碳中和、碳达峰”的大背景下，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比例快速提

升，这加剧了全球电力系统的不稳定性，配套储能设施需求日益增加。

随着可再生能源总量不断提升，长时储能需求快速增长，目前全球也

在加速布局长时储能。根据麦肯锡的预测，2030 年全球长时储能累计

装机量将达到 150-400 GW，到 2040 年，该数值将增加至 1.5-2.5 

TW ，占到全球总用电量的 10%。全钒液流电池凭借高安全性、高电

流耐受能力、可循环回收利用等优势，在长时储能领域将具备巨大应

用空间。 

 

⚫ 政策支持+大型项目并网，全钒液流电池推广有望加速 

我国政策大力支持液流电池的发展，2022 年 2 月两部委正式印发《“十

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储能多元化技术开发，

液流电池被重点提及。6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防止

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 年版）（征求意见稿）》，在

防止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事故章节中提到“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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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选用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不宜选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这也更

有利于液流电池在储能领域的发展。此外，国家能源局批准建设的首

个国家级大型化学储能示范项目、全球最大的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大连

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已经在 6 月实现并网，并预计将在 8 月份正式

进入商业化运营。 

 

⚫ 钛白粉企业加速布局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加上大型项目的成功落地，全钒液流电池的产业

化进程有望加速，国内钛白粉企业加速布局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 

（1）中核钛白（002145.SZ）：公司与四川伟力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全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将充分利用公司

含钒稀硫酸在内的资源优势和伟力得全钒液流储能核心技术等优势，

打造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全产业链。 

（2）龙佰集团（002601.SZ）：公司拥有中国最大钒钛磁铁矿，截至

2021 年末，保有钒钛磁铁矿资源量达 13310.72 万吨，其中钒金属氧

化物资源量 32.36 万吨。公司拥有从废酸中萃取回收钒的技术及生产

能力，公司氯化法钛白粉每年产生的废酸中含钒资源量 3000 吨，目

前已建成 800 吨/年五氧化二钒生产线。同时，公司每年生产的铁精矿

中含钒氧化物约 2.4 万吨。 

 

⚫ 投资建议 

我们看好全钒液流电池产业化进程加速带来的行业投资机会，拥有钒

资源和钒电池技术储备的企业有望充分收益，钛白粉企业拥有丰富的

上游资源，且在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上加速布局，有望充分受益于行

业的高速发展，建议关注中核钛白和龙佰集团。 

 

⚫ 风险提示 

（1）全钒液流电池成本降低不及预期； 

（2）产业链不完善导致推广进度不及预期； 

（3）其他储能技术实现突破的风险； 

（4）下游储能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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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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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ankIntroduction] 投资评级说明 
以本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证券（或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A

股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

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定义如下： 

行业评级体系 

增持—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

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