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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液流电池是由Thaller于1974年提出的一种电化学储能技术，是一种新的蓄电池。液流电池由点

堆单元、电解液、电解液存储供给单元以及管理控制单元等部分构成，是利用正负极电解液

分开，各自循环的一种高性能蓄电池，具有容量高、使用领域（环境）广、循环使用寿命长

的特点，是一种新能源产品。 

从全球看，根据全球市场研究机构Markets and Markets数据，2021年，全球液流电池市场规模

约为2.14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这一数据将增至4.89亿美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8%。

该市场的增长主要受液流电池的固有优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加、公用事业对液流电池的

高需求以及电信塔安装量的增加所推动。 

从国内看，2021年，储能液流电池由于系统价格高昂、产业配套不完善等制约因素，整体市

场装机容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截至2021年底，中国液流电池累计装机量规模约合0.2GW，

占储能累计装机量比例约为0.4%。全钒液流电池是目前液流电池商业化程度最高，装机规模

占比最大的液流电池技术路线。现阶段，从事全钒液流电池生产的企业数量更多，产业配套

较为成熟，目前已经进入商业化应用的初期。 

政策鼓励液流电池等电化学储能技术发展。随着国家&ldquo;双碳&rdquo;目标确立，能源结构

调整加快，新能源发电的装机量不断增加，与之相应的储能需求也日渐攀升。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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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储能技术

包括研发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液态和固态锂离子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液流电

池储能等高效储能技术；研发梯级电站大型储能等新型储能应用技术以及相关储能安全技术

。2022年8月25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发布了《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进一步提出开发安全经济的新型储能电池。其中，液流电池方面提出：发展低

成本、高能量度的全钒液流电池。开发低成本、无毒性铬铁液流电池，突破液流电池能量效

率、系统可靠性、全周期使用成本等制约规模化应用的瓶颈。可见，液流电池具备较好的发

展前景。2023年1月17日，工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其中液流电池领域。发展低成本、高能量密度、安全环保的全钒、铬铁、锌溴液流电池。突

破液流电池能量效率、系统可靠性、全周期使用成本等制约规模化应用的瓶颈。促进质子交

换膜、电极材料等关键部件产业化。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液流电池行业前景研究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九

章。首先，报告介绍了液流电池行业的相关概念、储能电池发展情况，接着，对中国液流电

池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以及液流电池市场发展状况作了分析。然后报告重点介绍了液流电池

典型产品、主要竞品发展情况以及液流电池产业链关键领域的发展情况；接下来，报告对国

内外重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随后对液流电池行业投资进行了分析，并对液流电



池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工信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

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液流电池行业有个系统

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液流电池相关项目，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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