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能源局文件

赣能电力字〔 2024 〕 2号

江西省能源局关于印发〈江西省新型储能

发展规划（ 2024-2030年沛的通知

省
、

科技厅 、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 、 省自然资源厅 、 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 省应急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消防救援总队、 省

地震局，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 赣江新区经发局 ， 国

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

“走在前、 勇争先 、 善作为
”

的目标要求 ， 加快构建源网荷储多

向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 促进 “十四五”

“十五五
” 时期我省新

型储能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

意见》《 “

十四五
”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 我们

组织编制了《江西省新型储能发展规划（ 2024-2030年）》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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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

联系人：陈结淳；联系电话：0791-88915225;

电子邮箱：jxnyjdlc@l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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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型储能发展规划（ 2024-2030年）

新型储能是除抽水蓄能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对外提

供服务的储能技术 ， 包括但不限于电化学储能、 压缩空气储能、

重力储能、 飞轮fill，巨、 依托可再生能源制氢（氨）的储能（以下

简称 “氢（氨）储能”）等 ． 发展新型储能对提高电力供应保障

能力、促进全省能源绿色转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
“ 十四五” “十五五

”

时期我省新型储能健康有序发展，

按照俨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 电力发展规划》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 新型储能

发展实施方案》和《江西省 “十四五 ” 电力发展规划》等文件精

神，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

一、 发展基础与形势

（一）发展基础

近年来，伴随新能源大规模发展 ， 电力系统灵活性需求不断

提升， 带动新型储能行业逐步由研发示范阶段向商业化初期过

渡，并在技术装备、 商业模式、政策环缆、标准体系等方面迈出

实质性步伐 ． 截至 2023 年11月底，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

2500 万千瓦 ．

“十四五” 以米 ， 我省始终贯彻落实
“

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
”

能源安全新战略，不断优化能源产业结构，积极推进新型储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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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应用落地、规范构3金会过程管理体系、逐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全面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 截至 2023 年底 ， 我省已

投产新型储能 30 座， 规模 47.5 万千瓦 ．

一是多元示范应用相继落地 ． 华中区域首个 “火电＋储能
”

调频项目落地新昌电厂，成为新型储能与传统火电融合发展的先

行示re: i 一批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正在抓紧建设；用户侧新

型储能项目也在加快推广应用．

二是管理体系逐步建立。 我省出台了《关于做好新型储能项

目全过程管理工作的通知》， 规？在新型储能项目全过程管理， 推

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 ，

三是配套政策不断完善 ． 制定并发布了《江西省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江西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

则》， 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市场机制逐步完善．

（二）发展机边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衍生储能需求 ．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

建， 我省新能源占比不断提高，其问歇性、 随机性、 波动性特点

对电网调节、系统平衡和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 新型储能作

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能够满足电力供应

保障和大规模新能源消纳需求 ， 提高屯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促

进我省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配建政策不断完善注入强劲动力 ． 国家层面制定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

十四五
”

新型倍。能发展

实施方案》《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等政策文件， 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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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市场定位 、 运行管理等方面强化了政策引导，为新型储

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猿 ．

（三） ii) 1J自挑战

一是技术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 “十四五
”

时期是新型储

能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窗口翔 ， 需要加快关键技术创新突破步

伐 ． 但现阶段 ， 各类新型储能技术仍需进一步提升运行寿命、放

电时长、 能量密度、转换效率等关键环节水平 。 其中， 铿离子电

池需提高电池循环寿命 ， 压缩空气储能需提升压缩机 、 膨胀机等

关键主机设备标准化设计创造水平，液流电池需进一步提升单机

规模和效率，纳离子储tE、 飞轮储能、 重力储能等技术路线需进

一步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和示范应用进程 。

二是商业模式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 ． 当前，新型储能商业模

式较为单一 ， 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尚不健全，不充分不协调不平衡

问题较为突出 。 稳定、 可持续的投资回收机制尚未建立，新型储

能设施的建设投资成本难以得到有效疏导 ．

三是电力调度模式亟需升级 ． 传统电力调度方式主要是以常

规电源为主力的计划坡度机制，难以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条件

下源网荷储
“

多向互动
”

的灵活变化，技术手段 、 调度机制等需

要升级 ．

二、 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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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 ， 聚焦
“

走在前、勇争先、 辛辛作为
”

的目标要求 ， 遵循 “ 四

个革命、 一个合作
”

能源安全新战B备， 围绕钱达峰、 锁中和目标

和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要求， 以政策环绕完善为有力保障 ， 以

技术创新应用为内生动力 ， 以市场机制建设为重要依托 ， 稳妥有

序推动我省新型f洁白t高质量发展 也

（二）基本」于UJ!J

规划§｜领，有序发展．强化规划引领作用 ， 加强与全省能源、

电力等规划有机衔接． 结合电力系统需求，科学制定新型储能发

展目标和布局原则，研究探索集中式储能与分散式储能分层分区

配置的合理模式，引导新型储能多元有序发展 ， 促进新型储能科

学合理布局 ．

创新驱动， 示范先行．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机制

创新 ， 驱动新型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 鼓励探索具有不同技术路

线、 多元应用场景、 多样化商业模式的储能项目先行试点示范 ，

带动全省新型储能实现规模化发展 ．

深化改革，市场主导 ． 持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加快电力市

场建设 ，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事确立新

型储能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建立健全新型储能参与各类电力市场

的政策机制， 为新型储能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

强化管理， 安全发展 ． 建立健全新型储能会过程管理体系，

压实新型储能项目全寿命周期各环节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和

属地监管贫任，贯彻落实新型储能技术标准、 安全规范、评估休

系等， 不断完善独立储能、 共享（租赁）储能等新型储能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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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度运行机制，推动新型储能安全可靠发展 ．

（三）发展目标

预计到 2025 年、我省新能源规模将达到 3220 万千瓦，2030

年、 2035 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电力系统调节难度增加，调峰

缺口进一步加大． 在抽水蓄能建设周期较长的情况下，我省需要

建设一批满足电网灵活调节需求、助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新型

储能项目 ．

到 2025 年 ， 重点依托
“

新能源＋储能
”

发展模式，力争实现

各设区市新型储能投产规棋不少于新增新能源装机的 15%. 新型

储能技术创新水平逐步提升 ， 管理体系基本完善 ． 共享储能容量

租赁交易等商业模式基本成熟，适应新型储能发展的市场机制不

断健全．

到 2030 年， 新型储能在源、 网、 荷各银1开展规模化布局应

用，力争实现各设区市新型储能投产规模不少于新增新能源装机

的 20%. 新型1i吉能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管理体系 、 商业模式、

市场机制成熟健全 ．

展望到 2035 年， 银商子电池、 液流电池、 专内离子也池、 压

缩空气储能、 飞轮储能、 重力储能、 氢（氨）储能等多种新型储

能技术并行发展 ， 力争实现全省新型储能投产 600 万千瓦以上．

源网荷储协调能力大幅提升，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平衡控制

和调度体系成熟完备，新型储能成为保姆电力可靠供应、提升电

网调节能力的主力军之一．

三、 主要任务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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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优化新型储能布局 ， 促进派网荷储协调发展

1.加大力度推进电源侧新型储能发展

优先椎动新能源项目画己建新型储能。 积极引导新能源电站以

市场化方式配置新型储徒，新建新能源项目配建储能容量不低于

新能源装机规模的10%， 储能时长不少于2小时 ． 结合我省电力

系统调＇辈需求， 适时调整
“

新能源十储能” 配建政策 ． 通过竞争

优选的新能源项目， 其承诺的自己建储能项目自动纳入规划 ，

全面捻i是常规电源与新型储能融合发展。支持纺、电 、 水电等

存量常规电源根据需求合理配建新型储能设施 ， 提高系统整体运

行灵活性和经济性．主支励探索利用退役火电机组既有厂址和输变

电设施，基于新能源开发条件和电网输送能力，建设风光火储一

体化项目 ， 推进多能互补发展。

专栏I江西省电源j且·新型储能规划项目

集中式配建储能： 征：白：春寒州 、 上饶都阳 、 南昌边t贤 、 赣州宁部等

新能源项目汇集区域数励配建fi者能集中建设 。

2.因地制宜统筹电网侧新型储能布局

充分发挥新型储能电网调节作用。在负荷密集接入、 大容量

直流馈入、 大规模新能源汇集、 调峰调频困难、 电压支撑能力不

足的关键电网节点合理布局新型储能，提升电力系统抵御突发事

件和故障后恢复能力；在负荷中心、 临时性负荷增加区域等输变

电资源紧张地区合理布局新型储能，延缓或替代输变电设施升级

改造， 降低电网基础设施综合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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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椎动电网侧都r�储能发展。依据国家电价政策 ， 充分考

虑我省输配电价疏导能力 ， 结合我省实际需求 ， 统筹布局 、 适度

建设一 批电网侧新型储自L 参照抽水蓄能政策探索电网创新型储

能项目业主确定机制， 有序推动项目实施 ．

专栏2江西省电网侧新型储能规划j项目

电网侧新型储能＝ 支持纳入国家试点示范的新组储能项目发挥电问候I]

储能兴活调节能力． 重点研究特高压直tliEf在点和省内枢纽变电站等重

必区域， 聚焦大规模新能源汇集i2S:：咳 、 调峰困难地区和电力负荷中心，

困地和！宣建设安全可靠、 长时稳定的电网侧新型储能琐目 ．

3.灵活多样支持用户侧新型储能建设

鼓励用户按需西己立新型储能。鼓励工业 、 通信 、 金融 、 互联

网等用电量大、 电能质量要求高的屯力用户自己置新型储能设施．

通过探索智慧能源 、 EN.拟电厂等商业模式， 降低用户用电成本 ，

提高电力供应质量．

支持分布式供能系统配立新型储能。 围绕大数据中心 、 “

基站、工业园区等终端用户，支持依托分布式新能源、增量配电

网 、 微电网等配置新型储能，提高分布式供能系统供电可靠性和

经济性．

（二）椎动新型储能多元发展， 全面提升系统调节能力

1.有序推进新型储能多元技术应用

积极推动具有高安全性 、 高灵活性、高经济性的新型储能技

术发展，推进多时间尺度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 、 多种类型储

能协同运行 。 鼓励不同技术路线下储能装备、系统集成、 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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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十、 调度运行、安全防护等关键技术研究，促进新型储能技术进

步和产业化发展，

2.积极推动新型储能多元形式发展

积极款励地方和企业在工业负荷大 、 新能源资源条件好的地

区，开展园区级源冈荷储一体化项目试点示范建设，按照 “成熟

一批 、 推动一批
”

的模式有序推进项目评估、 立项、 建设工作 ．

结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新型储能与智慧城市、乡村振

兴、智慧交通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支持依托新型储能发展虚拟电

厂、智慧能源等新模式，不断拓展新型储能应用模式和应用场景．

3.积极探索新型储能多元主体建设

探索开展共享储能等商业创新模式应用示范，打造开放共亭的新

型储能生态 ． 积极引导新舵源电站以自建 、 租赁或购买等形式配

置储能，发挥新型储能 “一站多用
”

的共享作用． 鼓励有实力的

发电企业、独立储能运营商、电网企业等相关主体联合投资建设

集中式新型储能项目， 建立协调运营和利益共享机制 ．

专栏3江西省新型1情能示范项目
重点技术示范s

一一稳妥维边长寿命 、 低成本及高安全的电化学储能建设， 推动
金饥液流也池、 铁锋液流电池、 铐澳液流电池等产业化应用，

一一适度探索压缩空气击者能 、 重力储能等大容量 、 中长时何尺度
｛潜能技术规4焚化应用。 支持延设铅山县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30 万

千瓦／ 120 万千瓦时）。鼓励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区依托废弃矿井规划建
设恶力储能示范项目 。

一一拓展氢〈氮〉储能等多元技术路线 ， 开展氢〈氨）储能等示
范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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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探索复合型储能技术示范应用 e 支持建设分宣县混合新型储

能示范项同（5.5万千瓦／10.9万千瓦时〉。

（三）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促进新型储稳健康有序发展

1.加快完善电力市场体系

建立健全涵盖中长期交易市场、 现货市场 、 辅助服务市场的

新型储能交易体系． 支持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 ， 鼓励配建新型

储能与所属电源联合参与电力市场． 研究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

的准入规划和交易机制，探索制定独立储能认定标准、配套政策 ，

为新型储能营造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完善
“

按效果付费
”

的电力

辅助服务补偿机制，探索制定调峰辅助服务补偿标准，适时扩充

项目纳入的辅助服务品类．

2.研究落实新型储能价格机制

研究落实电网俱j储能容量也价机制，科学评估新型储能输变

电设施投资替代效益，探索将电网替代性储能设施成本收益纳入

输配电价回收 ． 研究新型储能容量租赁模式 ， 探索构建新型储能

容量交易平台 ． 逐步完善分时电价政策，为用户侧储能发展创造

更大空间． 鼓励用户采用储能技术减少接入电力系统的增容投

资 ， 发挥储能在减少配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作用 ．

（四）完善新型储能管玉皇体系， 保障储古巴安全稳妥发展

1.积极推动新型储能标准体系建设

严格落实国家、行业新型储能有关标准体系，鼓励并支持企

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单位参与基础装备、规划设计、

勘测施工、 并网运行、 测试验收、隐患排查、 系统检验、 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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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新型储能会产业链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 ， 在

勘测施工和并网运行中增加到货抽检环节 ．健全新型储能监测和

认证体系，探索建立新型储能检测认证机构 ， 开展新型储能核心

部件到货拍检、并网检测和运行考核检测 ， 保障新型储能系统应

用质量与安全a

2.健全储能备案并网流程

各县级以上电力行业管理部门要按照《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和《江西省能源局关于做好新型储能项目

全过程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压实新型储能行业管理职

责 ， 严格落实项目安全性评估和属地备案管理程序 ． 需单独接入

电网的新型储能项目，在完成项目论证工作的同时其送出逍遥应

同步完成电网规划论证。 电网企业应明确新型储能项目（含独立

储能等）并网调试和验收流程， 及时出兵并网接入意见，负责建

设接网工程 ， 鼓励对用户侧储能提供
“

一站式
”

服务 ．

3.优化新型储能项目调度运用

电网企业应建立科学调度机制 ， 完善调度流程，提升新型储

能利用率，充分发挥储能作为灵活性资源的功能和效益 ． 制定完

善各类型新型储能调度运行规程和调用标准， 明确调度关系归

属、 功能定位、运行方式等． 项目主体应加强储能设施系统运行

维护 ， 并配备必要的通信信息系统 ， 确保调度指令有效执行．

四、 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新型节的色综合监管和多部门协调机制 ， 坚持统筹规，
一 1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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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1J 、 统筹管理、 统筹推进 ” 加强重大问题沟通协商， 明确各方责

任分工，形成电力行业管理部门统筹、多部门参与的组织领导格

局 ， 推动落实新型储能相关政策和配套机制．

（二）加强规划管理

加强规划动态评估及跟踪监测 ， 结合发展需求变化’情况实时

调整规划目标及主要任务，必要时按程序滚动修编 ． 各设区市电

力行业管理部门要研究编制市级新型储能发展规划，分解落实省

级规划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新型储能项目连续充电时长、技术

路线、接入站点和电压等级等信息，做好与因民经济、国土空间、

生态环绕保护、安全生产等同级规划的衔接 ． 市县两级电力行业

管理部门要切实抓好项目审批、 建设、 运营 ， 加强资金、 土地等

协调保障力度，推动项目有序实施。 电网企业要积极探索新型储

能的应用场景， 参与电网侧新型储能选址论证．

（二）加大政策支持

结合省内发展实际，研究调整新能源配储标准及政策，进一

步研究细化独立储能电站管理程序 ， 加强共享储能容量交易机制

研究， 积极开展试点示范项目政策研究， 推动新型储自主规模化、

高质量发展．

（四）压实友辰责任

新型储能项目单位是新型储能规划的实施主体．项目主体应

按照国家要求，规范执行新型储能项目勘测设计、建设施工、 运

行维护等各环节标准 ， 严格落实新型储能项目全方位管理要求 ．

电网企业应公平无歧视为纳入规划的新型储能项目提供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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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五）加强风险防范

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

建立并完善电力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监督体系 ， 建立全过程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实行会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好安全设施
“

三同

时
”

，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 市县两级电力行业管理部门

要贯彻落实
“

三管三必须
”

的总体要求 ， 强化电源侧和电网你tl储

能的属地安全监管。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厘消各部门和市场参与主

体的安全职责与界面，多维度加强储能项目全过程监督 ， 形成监

管合力， 确保新型储能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建设和生产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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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l

江西省新型储能规划容量分解情况表

单位：万千瓦

序号 设区市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分区比重

九江 70 北部约10如

2 理E混 15 

3 上饶 80 东部约20艳

4 景德镇 20 

5 F辑垦 80 

不少于新增 不少于新增 中都约30%

忻州 革开白色i惊装机 新能源装机 80 

的15姐 的20如
新余 40 

8 章：容 65 西部约2oi

9 萍乡 20 

10 赣州｜ 80 
商诩l约25%

ll 古安 50 

法 ＇ I.我中规划l容最充11:!,时长均默认1小时 ， 以充电时，［（： x 例如j容量为基数进行，Bl蓝

浏览．

2袋中的规划容毫不含用户侧储吉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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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各地已开展前期研究的新型储能项目表

单位：万干瓦

设区市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修水县囚都镇大声［＇�＇才、 太阳升镇西j劫村光伏发电

项目配套储能项自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抱子石水电厂独立你能电

JLr工 站项目

江西华电源溪区独立储能电站项目 10 

江凶瑞昌压缩空气储能调降调频电站项目（ 一期〉 30 

大启永修新能源异地自己辛苦储能项目 18.27 

J-t�腿部货溪自8J 150jlW （ 一期95�1W）林光互补
0.95 

光伏发电项目配套ft者能项目
鹰i留

华电鹰 i踉市余江IK lOOMW/20011胃h储富起电站项目
LO 

〈 一期〉

会风天i闰余干县杨梅镇风lg项巨I 配套储能项目 0.6 

铅山陈坊乡金风科技50MII'风电场项国配套储能项
0.2 

上锐
最能像兴T括绞二风电场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0. 5

江西德兴市香电街ii! lOOMW林光互补项目配套储

能项目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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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市花桥金矿有限负任公司工矿废弃地）＇（：；伏发
o. \5 

电项目配套fi肯能项目
江西德兴压缩空气储能调崎调频电站项国〈 － 却「j) 30 
邵阳500M胃／lOOOMWh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剧

20 
（ ←期〉

�源县太白镇8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己套储 0.45 
能项目
上饶经开区300MW/300MWh储能电站项目（ 一期〉 15 
上饶市广信区黄沙岭乡大屋村光伏发电项目配套

1.5 
fit能项目
tl:i r' 核广信120l!W农（林）光互补发电项目〔 一

1. 5
期10创.1W）配套储能项目
万年齐埠80}1W光伏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0.8 

l:.t是 万年县芥埠乡200M胃农光尔范项目自己幸运储能项目 3 

万年县将埠镇75).IW浪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配套储 1. 125
能项目
大麟江西万年二期60阳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储能项 0.9 
日
江西万年石镇镇一期60,\lW渔光五，补光伏电站项目 0.9 
配套储能项目

江凶万华石镇镇二期8创刊泌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 2
配套储能项目

江西万年平［镇镇80\IW；仅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配套 l. 2
f者能项目
江西省铅山县300MW/1200MY/h压缩空气储能尔范

30 
项目

都阳200)1W/400MWh铅品电池配套储能项目 20 

华能南昌向塘贫山光伏发电项目－期配套储能顷 I. 5
目
华能商昌向城黄山光伏发电琐目 一期配套储能硕 1. 5

商良 日
国电电力江西’恒湖风力发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I. 5

江西普慧能源有限公司:ill：贤县独立共享储能电站 30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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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时YI临川区腾桥镇60MW�史光可．补项目自己套｛｝者能
0.6 

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乐安县和光新能源有限公司山场镇200)1\V光伏发
3 

也项目配套储白色项目

金溪县吴家di令风电项同配套fi占 et项目 0.52 

金溪县安mf谁能电站工员国 20 

东乡区岭上风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0.45 

江西资溪县300MW/1200MWh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30 

抚州市东恒新能源80.生W风／J发电项目配套储能项
1. 2

恍如｜ 国家电投抚能抚州巾东乡区杨桥殿镇lOOMW风电

项剖配套储能项目
l. 5

回家电仪抚能抚州市东乡区黎i于镇甘坑林场85MW
1. 3

分敝式风电项目配套锵能项目

国家也投j无能抚州市东乡区孝肉镇王桥镇l'ffi；吁乡
1. J 5

H坑料、：场75MW分散式风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华j问抚州东乡先伏发电项目二期配套储能项目 l. 5

华润抚州东乡光伏发电项目－期自己套锁能项自 0. 75

华i润抚州东乡一期风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I. 2

渝水区�
’

坊风电项目自己建fi者能项目 2 

渝水区到二丑IJJ风电项目配适量储能项目 0.5 

大房江西游7水区商安光伏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2.85 

新余
｝俞水区罗坊锁lOOMW农光互补光储一体化项目 l. 5

新余市仙女湖区观巢镇2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
2. l

项目配套fi肯能项目

:f,Ji,iz矿业新余市高新区！OOMW/2001\Wh储能项目 10 

江西省分宣县55�111'/109. 。lMWhtlt合储能示范项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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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树吴械、 义1饿、 品｛等风储一体化项目 2. 75

：自：春市�茅绿色农业＋)'(;fr省一体化琐目 0.3 

时代绿能奉新县赤J丰馍风也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1. 2

时代绿能量在新县赤回风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l. 65

半城董家j攻电项目储能配套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2 

丰城向沙风电项目储能配套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2 

袋护Ii 500』1WI l()QOMWh独立〈共�） Ii战能电站项自〈－蚓〉 20 

rp广核湘靠靠边慈化！ OOMW/20m何h集中式〈共享式〉

销窝子高月1级联新型复合｛均能项目
LO 

上高县赣能 L50MW/300MWh储能电站项目 15 

江西华电11:车独立电化学仇者tm电站项目 20 

京能石市谭下 1oo�rw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储能驳回 I. 5

主盖卷 �，丰县 IOOMW/200MWh储能项目 10 

3量可王i阅 n才新能imi石市镇 50;11昕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储

能项自
0. 75

江西省寇春市车城地区 10侧W/200MWh独立储能电

主古项目
10 

江西宣咨锅鼓 LOOM\\'/200MWhfi者能电站项目 10 

江西华电宜眷万载 lOQMij'/200MWh储能电站项目 10 

江西华电宜春王在新 200MW/400MWh储能电站项目
20 

〈一期〉

：宦春袁j叫区华电 150\IW/300MWh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15 

宣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m1w光伏配套储能
3 

项目

万我县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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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赣县五云镇独立储能项目 25 

巾广核赣县新!r1独立仇者能项目 10 

会吕500MWI lOOOM胃h独立（共享〉储能屯立占TJil Fl 

〈 一期）
20 

中电建江四E克会§＇，盒古 11席二期Jxl电项问自己套储能

琐日
l. 5

会昌县宫城乡平价风电项目自己套储能项目 0.8 

会向县销门岭镇平价风电项目配套储吉它项目 0.8 

会昌县烧；k新能源有限公司浏阳农光i补光伏发

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o. 75

宁翻；县南华山分散式风电项目自己适量储能项目 0. l

-t决在斤能源.3i自呈1是胜光｛l发电自己套储能项目 1. 5

赣州 江西宁省fl大布光伏发电自己套储能琐目 0. 9

企南县瑶山风电场项目自己王军储能项目 0. 7

于制l苟安风电场配套储能项目 。. 75 

龙源宁省ll武华山风电项目二期配套储能项目 。.6

龙商400』仰／800MWh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一

10 
期〉

定南县爱康新能源300附／600MWh独立储能电站项
30 

－峡江磁宁古自县5mlW/JOOMWh销商子储能电站项

龙南市汉民新能源100.\IW/200川I灿新型独立储能也
10 

古占项巨｜

A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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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永新沙市光伏发电项目配套fi者能项目

国家电投江西遂川县50MW （ 一期22』1W）光伏发电

项目时适量储能项目

背l原区风光储一体化项目｛ 一期1剖蓝风电项目〉

配套储能项目

国家能源集团育水县）＼者ri镇200MW光伏发电项目

吉结： 〈 一期JO()llW）配套储能项目

中1 核吉水县枫江镇70MW农光互补项同配套储能

项同

大唐永丰恩tr：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储能项目

江西华电新平100MW/800MWh储能电站项目（ 一期〉

江西华电井开区400M\l'/800M\Vh储能电站琐同〈 一

期〉

注： [. Jyj目的换机规模和充电时＊以.a终边过论证的方案为准．

2袋中的项目不含用户i\l!I储能 ．

2.25 

0.33 

0.675 

1. 0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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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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