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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安全的要求催动高安全性的全钒液流电池的需求增长。目前广泛用于储能的锂电池内部

易短路，从而导致起火、爆炸等事故频发，全钒液流电池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寿命，不易发

生爆炸和燃烧，将是未来储能研究的重点

政策助力全钒液流电池发展。中国政府重视储能和钒液流电池的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从

推动商业化进程、加强技术研发、打造示范项目和注重安全生产等方面促进全钒液流电池的

发展

全钒液流电池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对双碳的重视以及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全钒液流电池的渗透率将逐

渐提升，市场体量也将进一步增高，预计2026年中国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将近218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125.7%

全钒液流电池未来的市场空间如何？

目前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已较为成熟，产业链较为完备，已进入商业化阶段。中国的商业化阶

段开始稍晚，日本商业化进程开启较早，2005年即启动钒电池储能项目。中国2010年开始启

动一系列全钒液流电池相关项目，同时国际上未部署新的储能项目。2015-2022年，中国项

目数量爆发，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工多个项目，其中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金阳公司全钒液流储

能电池装备制造项目的容量已达到500MW/2000MWh，而国际上仅四个项目，由此可见，近

几年国际项目整体弱于中国，中国的商业化进程更快。在其他国家中，日本项目数量较多，

住友集团是日本发展全钒液流电池的主力军。澳大利亚、柬埔寨等国近两年也对全钒液流电

池项目进行了规划

全钒液流电池的商业化进程如何？

报告要点速览

全钒液流电池是通过正负极电解液中不同价态钒离子的电化学反应来实现电能和化学能互相转

化的储能装置，由能量单元、功率单元、运输系统、控制系统和附加设施组成，具备安全性高、

寿命长、扩容性强等优点。随着全球各国对双碳日益重视，电化学储能兴起，全钒液流电池作

为高安全的新型储能方式成为了储能领域的热点话题，本篇报告主要回答全钒液流电池领域近

期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

1）全钒液流电池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2）全钒液流电池未来的市场空间如何？

3）全钒液流电池的商业化进程如何？

观点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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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驱动因素——安全性
• 目前广泛用于储能的锂电池内部易短路，从而导致起火、爆

炸等事故频发，全钒液流电池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寿命，不
易发生爆炸和燃烧，将是未来储能研究的重点

全球主要储能安全事故统计，2011-2022年

◼ 锂电池安全性较低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至今，全球共发生36起电化

学储能事故，其中发生事故数量最多的是韩国，其

次是中国和美国，日本和比利时发生事故较少

在36起事故中，三元锂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储能事故

数量最多，分别为26起和6起，合计32起，占总事

故的88.9%。其余事故的电池类型为磷酸铁锂、铅酸

电池和钠硫电池，事故数量分别为2起、1起和1起

锂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转换效率高等优点，因此

目前在储能领域应用较广，但其循环寿命低和短路

易燃等缺陷使其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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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对锂电池在储能的安全使用做出

了详细的规定。与锂电池相比，全钒液流电池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和寿命，不易发生爆炸和燃烧，将是

未来储能研究的重点

来源：中国能源网、头豹研究院

中国：
日期 事故数 电池类型

• 2017/5      1      三元锂电池
• 2018/9      1      磷酸铁锂
• 2019/5      1      锂电池
• 2021/4      1      磷酸铁锂

美国：
日期 事故数 电池类型

• 2012/8      1       铅酸电池
• 2019/4      1    三元锂电池
• 2021/9      1      锂电池
• 2022/2      1      锂电池

比利时：
日期 事故数 电池类型

• 2017/11       1      锂电池

韩国：
日期 事故数 电池类型

• 2017/8      1      三元锂电池
• 2018/5      1      三元锂电池
• 2018/6      2 三元锂电池
• 2018/7      3      三元锂电池
• 2018/9      3     三元锂电池
• 2018/11    4 三元锂电池

日期 事故数 电池类型
• 2018/12    2 三元锂电池
• 2018/10    1    三元锂电池
• 2019/1 4 三元锂电池
• 2019/5      2    三元锂电池
• 2021/4      1    三元锂电池
• 2022/1 2 锂电池

日本：
日期 事故数 电池类型

• 2011/9       1         钠硫电池

1 1 
2 

6 

26 

钠硫电池 铅酸电池 磷酸铁锂 锂电池 三元锂电池

72.2%

16.7%

5.6%

2.8% 2.8%

三元锂电池 锂电池 磷酸铁锂

铅酸电池 钠硫电池

发生安全事故的电池类型的事故数量及占比，

2011-2022年

单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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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驱动因素——政策助力
• 中国政府重视储能和钒液流电池的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

从推动商业化进程、加强技术研发、打造示范项目和注重安
全生产等方面促进全钒液流电池的发展

中国全钒液流电池相关政策，2019年-2022年

◼ 政策助力全钒液流电池的发展

中国政府重视储能及全钒液流电池的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从推动商业化进程、加

强技术研发、打造示范项目和注重安全生产等方面促进全钒液流电池的发展。对新型

储能的商业化发展设定目标，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

转变；到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同时，推动多元化技术开发，将

百兆瓦级液流电池技术纳入新型储能核心技术装备攻关重点方向之一，设立重大技术

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安全性方面，对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等安全性较低的电池应用

做出限制，并对全钒液流电池的安全规则作出详细设定
来源：各政府官网、头豹研究院

政策名称 颁布日期 颁布主体 政策要点

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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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

国家能源局综
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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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
子电池设备间不得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不得设置在有
人居住或活动的建筑物内部或其地下空间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的指导意见》
2021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

局

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

变。到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新型储

能核心技术装备自主可控，技术创新和产业水平稳居全

球前列，标准体系、市场机制、商业模式成熟健全，与

电力系统各环节深度融合发展，装机规模基本满足新型

电力系统相应需求。新型储能成为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的关键支撑之一

全
钒
液
流
电
池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
2022年1月

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

局

推动多元化技术开发。开展钠离子电池、新型锂离子电

池、铅炭电池、液流电池等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和集成

优化设计研究，将百兆瓦级液流电池技术纳入新型储能

核心技术装备攻关重点方向之一。加快重大技术创新示

范，将钒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锌溴液流电池等列

入重大技术创新试点示范项目

《江西省新能源产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行动方案（2020-

2023 年）》

2020年5月
江西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支持锂电池、钒电池等二次电池在光伏、风力等新能源

发电配建储能、电网调峰调频通信基站储能等多方面推

广应用，开展综合性储能技术应用示范。加强先进储能

技术研发，加快相关企业制造模式转型升级，重点推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钒液流电池等一批先进储能技术

产业化及产品推广应用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安

全卫士技术规则（征求意见

稿）》

2019年3月
国家能源局综

合司

从站址选择和站区布置、建（构）筑物、设备运行安全、

职业安全防护设施、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职业安全卫生

管理等方面设定详细的安全技术规则，促进了全钒液流

电池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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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
• 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对双碳的重视以及产业规模的持续扩

张，全钒液流电池的渗透率将逐渐提升，市场体量也将进一
步增高，预计2026年中国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将近218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25.7%

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2019-2026年预测

◼ 中国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将达218亿元

2019-2021年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较小，但发展极为迅速。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

0.02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330%。在此阶段是中国全钒液流

电池的商业化落地初期，中国自1980s后期开始研发全钒液流电池至今，已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技术较为成熟，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但由于成本偏高和能量密度低

的问题，在新型储能的应用中占比较低。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对双碳的重

视，加之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渗透率将逐渐提升，市场体量也将进一步增高，预计

2026年中国全钒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将近21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25.7%

来源： CNESA、头豹研究院

单位：亿元

完整版登录www.leadleo.com

搜索《2022年中国全钒液流电池行业概览：乘储能东风，全

钒液流电池未来市场可期》

http://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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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下游分析

• 全钒液流电池下游为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从商业化进
程来看，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液流电池渗透率较低，新型储
能项目主要应用于电源侧

中国与国际主流全钒液流电池项目，截止至2022年4月

来源：北极星储能网、中国储能网、普能、融科储能、头豹研究院

2005

2010

2015

2022

已投运/建

设中

规划中

中国项目

• 北海道苫前町风力发电配套储能

国际项目

• 张北国家电网风光储示范工程项目

• 沈阳龙源卧牛石风电场储能

• 辽宁锦州黑山储能系统

• 大连热电、大连融科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国家示范项目

• 湖北枣阳 10MW 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首期

• 青海黄河水电乌兰风场储能项目

• 大唐国际镇海网源友好型风电场储能

• 国电投驼山网源友好型风电场储能

• 东方国顺乐甲网源友好型风电场储能

• 华电滕州液流电池储能项目

• 国家电投海阳液流电池储能项目

• 新疆阿瓦提全钒液流储能电站

• 河北承德森吉图全钒液流电池风储示范项目

• 大连融科普兰店网源友好型风电场示范项目储能系统

• 绿动中钒、北京普能在湖北省襄阳市全钒液流电池集成电

站项目

• 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金阳公司全钒液流储能电池装备制造

项目

• 格瑞帕洛孚储能科技通榆县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

• 寰泰储能瓜州全钒液流电池全产业链项目

• 河钢承钢钒钛产业园区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 北海道电力安平町南早来变电站储能

• 北海道电力 VRFB 储能项目

• 美国加州全钒液流储能电池项目

• Eday 岛 EMEC 潮汐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

• 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国家示范项目（一期）
• 南澳大利亚州太阳能-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项目

• 柬埔寨国家电网光伏发电厂全钒液流电

池储能项目

• 澳大利亚矿山光伏发电全钒液流电池储

能项目

• 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国家示范项目（二期）

• 大唐中宁共享储能项目

• 上海电气盐城立铠储能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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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NESA、头豹研究院

◼ 中国商业化进程领先全球

目前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已较为成熟，产业链较为完备，已进入商业化阶段。2005年

至今全球已落地多个项目。从全球主要全钒液流电池项目汇总图来看，中国的商业化

阶段开始稍晚，日本商业化进程开启较早，2005年即启动钒电池储能项目。中国

2010年开始启动一系列全钒液流电池相关项目，同时国际上未部署新的储能项目。

2015-2022年，中国项目数量爆发，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工多个项目，其中河南省南阳

市淅川县金阳公司全钒液流储能电池装备制造项目的容量已达到500MW/2000MWh，

而国际上仅四个项目，由此可见，近几年国际项目整体弱于中国，中国的商业化进程

更快。在其他国家中，日本项目数量较多，住友集团是日本发展全钒液流电池的主力

军。澳大利亚、柬埔寨等国近两年也对全钒液流电池项目进行了规划

◼ 液流电池渗透率较低，下游应用电源侧占比较高

据CNESA的统计，在2021年全球新型储能装机构成

中，占比最高的是锂离子电池，为90.9%，液流电池

仅占0.6%。中国的新型储能装机构成与全球相似，

锂离子电池占比89.7%，铅蓄电池位于第二位，占比

5.9%，液流电池占比0.9%，液流电池渗透率较低

全钒液流电池的下游应用领域包括电源侧、电网侧

和用户侧，据CNESA的统计，中国和全球下游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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