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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 
 

新型储能项目是指除抽水蓄能以外的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

储能、飞轮储能，以及氢（氨）储能、热（冷）储能等储能项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

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

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 号）、《国家能源局

关于印发〈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的通知》（国能发科

技规〔2021〕47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电源电

网发展规划（2022—2025 年）〉的通知》（川府发〔2022〕34 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4 部门关于加快推动四川省新型储

能示范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发改能源〔2023〕367 号）和《成

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成都电网建设的实施意见》

（成办规〔2023〕4 号）等文件精神，为加快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建

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超大城市能源安全供给能力，特制

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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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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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成都市能源受端城市特

征，按照“总体设计、试点突破、分步实施、多方协同、确保安

全”工作思路，加快推动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助力电力系统顶峰、

调峰、应急备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

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提升电力系统实时平衡和安

全保障水平，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提供坚强

能源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考虑电力

系统安全保障能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综合效率提升需求，科学评

估新型储能建设发展规模，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新型储能项目，

促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 

（二）市场主导，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积极营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政

策引导，优化市场交易机制，充分发挥分时价格信号作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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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等配建新型储能设施，积极参与电力平

衡，大幅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三）示范先行，分步实施。按照“先试点、再推广”的原

则，优先选取电力负荷较大、市场潜力较好、技术成熟度高的区

域、园区、企业等，发展建设新型储能项目，试点开展新型储能

项目参与需求响应和辅助服务。 

（四）规范管理，保障安全。加强新型储能项目管理，建立

健全新型储能技术标准、管理、监测、评估体系，明确新型储能

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保障新型储能项目建设运行全过程安全。 

三、工作目标 

2023 年，重点在龙王、桃乡、广都等电网“卡脖子”断面开

展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建设，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达到 10 万千瓦以上，

初步缓解电网“卡脖子”断面负荷缺口。 

2024 年，在电网“卡脖子”断面和负荷缺口明显区域布局落

地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建设，建成新型储能总装机达到 50 万千瓦以

上，全面解决电网“卡脖子”断面负荷缺口。 

2025 年，充分考虑经济与资源各方因素，全面推广应用新型

储能设施，打造智能灵活调节、安全保障有力、供需实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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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网荷储深度融合的新型电力系统，建成新型储能总装机 100 万

千瓦以上。 

四、重点任务 

（一）推动电源侧异地配建新型储能电站。在燃煤电厂、燃

机电厂、垃圾发电厂等领域，建设火储联合调频储能项目，提高

传统火电机组的运行效率。结合“三州一市”地区光伏、风电新

能源发电装机 10%的新型储能配置需求，通过独立、联合建设或

市场租赁、购买等方式落实异地配建新型储能容量，推动在成都

东南部、东北部电源缺乏、电网供需形势偏紧区域落地，力争到

2025 年新增新型储能装机 10 万千瓦以上。[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市新经济委、市发改委、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二）加快电网侧新型储能设施建设。围绕迎峰度夏（冬）

局部区域供需形势偏紧、主变重过载、低电压等供电可靠性问题，

按照分层分区接入、就地满足需求的原则，在短板明显区域推动

新型储能试点项目落地。优先在 500 千伏龙王站供电片区及 500

千伏桃乡站、广都站部分供电片区日负荷峰谷差大、输电走廊和

站址资源紧张、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的关键电网节点附近，合

理布局独立储能电站。全市共推荐 26 个负荷中心地区独立储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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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优先布局点位，储能电站单点接入容量宜在 5—10 万千瓦（见

附件 1）。力争在 2023 年，聚焦重点场所、重点用户试点落地一

批移动新型储能车、分布式新型储能，新型储能装机达到 5 万千

瓦以上。力争于 2024 年新建 3 个以上独立储能电站，新型储能总

装机达到 30 万千瓦以上。2025 年新建 3 个以上独立储能电站，

实现电网侧新型储能总装机达到 60 万千瓦以上。[责任单位：市

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市发改委、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国网天府新

区供电公司、相关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三）鼓励用户侧新型储能设施建设。用户侧新型储能设施

以市场为主导，鼓励工业园区、工商业企业配建新型储能设施，

推进建设区域化、楼宇型分布式综合能源服务系统。引导用电量

大且对供电可靠性稳定性要求高的用户根据需要配置新型储能设

施，推进新型储能设施与大数据中心、5G 基站、数字电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融合应用。力争于 2023 年建成示范项目 10 个以上、新

型储能装机 5 万千瓦以上，2024 年建成示范项目 30 个以上、新

增新型储能装机 20 万千瓦以上，到 2025 年用户侧新型储能总装

机达到 30 万千瓦以上。[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市发

改委、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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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范管理 

（一）加强规划引导。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会同电网企业，

统筹规划配套电网和新型储能建设，制定发布新型储能应用项目

布局指引，科学合理规划引导新型储能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

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网成都

供电公司、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二）做好项目备案。各级投资主管部门依据投资有关法律

法规及配套制度对新型储能项目实行备案管理。新型储能设施项

目完成备案后，应抓紧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在办理法律法规要求

的其他相关建设手续后及时开工建设。[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

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网成都供电公司、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三）提高建设质量。新型储能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生态环境分区控制等。新型储能项目设计、建设、安装、竣

工验收和运营要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承担项目设计、咨询、施

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新型储能项目应选

用技术成熟、安全性能高的储能产品及应用系统，符合国家相关

规范和标准要求。[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市规划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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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国网

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四）优化并网接入。电网企业应公平无歧视为新型储能项

目提供电网接入服务，建立和完善新型储能项目接网程序，向已

经备案的新型储能项目提供接网服务。电网企业要明确并网调试

和验收流程，积极配合开展新型储能项目的并网调试和验收工作，

优化调度运行机制，构建市级统一储能聚合平台实现储能集中统

一管理，科学优先调用，保障新型储能设施利用率。（国网成都供

电公司、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由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会同市发改委

牵头，统筹协调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市级相关部门梳理明确

新型储能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流程，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和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新

经济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

建局、市城管委） 

（二）强化政策支持。在综合测算新型储能设施建设运营成

本基础上，出台新型储能设施发展建设支持政策，对示范项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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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财政支持。引导成都新经济产业基金、成都交子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投资向新型储能领域倾斜。（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新经

济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三）加强安全管控。新型储能项目业主单位按照法律法规、

技术规范，落实新型储能设施建设、并网、运营安全管理措施，

严格履行项目备案、消防、环保、工程质量监督等程序。强化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项目有序实施、规范运行，加强日常检查

与安全管理，提升安全防护水平。[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新经济

委、市发改委、市应急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市城管委、市消防救援支队、各区（市）县政府（管

委会）] 

 

附件：成都市负荷中心地区独立储能电站推荐布局区域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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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负荷中心地区独立储能电站推荐布局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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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负荷中心地区独立储能电站推荐布局区域表 
序号 接入点所属区（市）县 建议接入区域 电网结构负荷情况 

一、白泉-龙王片区 

1 新都区 220kV 斑竹园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2 金牛区 220kV 雷剑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3 金牛区 220kV 昭觉寺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4 金牛区 220kV 府河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5 青白江区 220kV 大同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二、桃乡片区 

6 锦江区、成华区 220kV 蓉东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7 龙泉驿区 220kV 车城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8 成都高新区 220kV 应龙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三、广都片区 

9 青羊区 220kV 腾飞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10 青羊区 220kV 清波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11 双流区 220kV 明珠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四、十陵-龙王片区 

12 金堂县 220kV 万福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13 龙泉驿区 220kV 大面铺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14 龙泉驿区 220kV 柏合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15 龙泉驿区 220kV 十陵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16 龙泉驿区 220kV 红砂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五、玉堤-蜀州片区 

17 崇州市 220kV 观胜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18 温江区 220kV 鱼凫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19 温江区 220kV 郭家堰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20 成都高新区 220kV 发展站周边 输电走廊和站址资源紧张 

21 大邑县 220kV 苏场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22 崇州市 220kV 隆兴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23 邛崃市 220kV 临邛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六、丹景片区 

24 彭州市 220kV 永定桥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七、兴梦片区 

25 新津区 220kV 徐家渡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26 新津区 220kV 邓双站周边 负载率高但尖峰负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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