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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型储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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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文章，春茶期正是好机遇。“三

茶”融合就是要让文化之美为产业铸魂，以科技之力为产业赋能，以茶科技的

硬实力和茶文化的软实力，激发茶产业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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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芽吐新绿，清气满人间。眼下正是春

茶采摘的关键时节。春茶的产量与产值分

别占全年的五成与七成，一直是茶叶市场角

力的重点。能否把握好春茶季的产业融合

机会，考验着茶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过 去 两 年 的 春 茶 期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都对茶产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2020 年

4 月，总书记在陕西平利县考察时步入茶

园，同茶农们亲切交谈，希望乡亲们坚定不

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

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2021 年 3 月，

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察看春茶长势，

了解当地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做

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

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

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

方百姓。我国是世界第一茶叶大国，茶园

面积占世界的六成，毛茶产量占世界的一

半，茶叶消费量超世界的四成，出口额世界

第一。近年来，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

动茶叶产能持续扩大，产业链整体水平得

以提升。目前，我国已形成四大优势区域，

茶树品种结构不断优化，茶园管理水平显

著提高，茶叶加工基本实现机械化。茶产

业让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一棵棵

茶树也铺就了一条条乡村产业振兴路。

不过，在茶产业快速发展中，一些问题

也开始凸显。产业集中度低，经营主体多、

小、弱，家庭式、作坊式不少，产业链条短；

加工水平不高，速溶茶、茶食品等精深加工

产品以及茶多酚、茶色素等功能成分开发

不足。我国有茶叶类商标 5 万多个，但大部

分缺乏市场影响力；有全世界最好的茶叶，

但千家茶企却不及一家“立顿”。更有甚

者，过度包装、夸大宣传等营销乱象，以次

充好、以假乱真等违规行为，“天价茶”炒作

现象等，近年来时有发生。

小小茶叶，一头连着千万茶农，一头连

着亿万消费者。破解行业面临的供需失

衡、质量不稳、效益不高、营销乱象等问题，

既是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关

键之处，也是我国从茶叶大国迈向茶叶强

国的必由之路。为此，要做好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文章，春茶期正是好

机遇。

如果把茶产业比作一架飞机，茶文化

和茶科技就是两翼。从茶文化角度看，近

年来新式茶饮兴起，年轻一代对茶焕发消

费热情。要着眼新生代的需求，创造更多

具有流行张力的消费场景和产品形态。从

茶科技角度看，从标准化生产到规模化加

工，都需要科技的加持。应支持龙头企业

和科研院所合力进行茶科技创新，开发精

深加工产品。从茶产业角度看，应将茶叶

从单一产业变为复合产业。比如，茶园变

公园，茶区变景区，推进茶旅融合，发展体

验、研学等业态。总之，“三茶”融合就是要

让文化之美为产业铸魂，以科技之力为产

业赋能，以茶科技的硬实力和茶文化的软

实力，激发茶产业的无限可能。

茶产业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乡村

特色产业的现状。当前，乡村产业存在不

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大路货多，精品

和优质产品少；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和

效益偏低；有的产品虽优秀，但“养在深闺

人未识”，没能走出深山、实现优价。不同

于粮食，特色农产品更市场化，在价格上更

有弹性，也更有条件跨界融入现代要素和

时尚元素。乡

村产业是涵盖

一二三产业的

大农业，要立足

特色资源，贯通

产加销、融合农

文旅，使其业态

更丰富、功能更

多元，推进产业

融合，从而不断

壮大。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

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要求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提升至 39%

左右，推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

现。此前两部门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储

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

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

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从有关规划方

案看，将新能源与新型储能技术相互结合、

共同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的重要发力方向。

当下，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俄乌冲突进

一步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带动全球煤炭需

求增加，煤炭供需缺口或将进一步加大。

为规避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国内能源消

费成本上涨，亟需推进风电、太阳能发电的

更大规模利用，以及新型储能技术的同步

提升。然而，新能源、新型储能技术的发展

仍受投资成本较高，大容量、长时间、跨季

节调节的储能技术尚未成熟及商业模式单

一等问题的制约。下一步，需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完善相关市场机制建设。

近年来，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呈现迅

猛发展态势。但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存在不

确定性，会给电力供需平衡带来某些不稳

定性。传统电力系统依赖煤电灵活性改

造、燃气发电、调节性水电及抽水蓄能电站

等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但我国“双碳”目标

及“贫油少气”资源禀赋将制约煤电灵活性

改造和燃气发电发展空间，资源环境禀赋

又限制了调节性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规模。这使得以电

化学储能、电磁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为代表的新型储能技术，将成

为未来清洁能源更大规模发展的必然选择。

让新型储能技术为清洁能源更大规模发展提供关键支撑，需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抓紧推进电网侧储能电站的容量电价机制。若能对规

模化储能在系统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予以更多重视，将会更好促进

独立储能电站建设运营新的商业模式。

第二，设计反映新型储能灵活性价值的价格机制。在现有峰

谷分时电价的基础上，设计新型储能参与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价

格机制。

第三，强化面向新能源开发配置储能的激励机制。目前，多地先

后要求新能源电站配置 5%至 20%储能，制定面向新能源开发配置储

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新型储能发展，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第四，健全新型储能开发、建设与应用多元化标准体系。新型

储能技术种类多、建设工艺差异性大，且应用场景复杂，需要建立

涵盖新型储能基础通用、规划设计、设备试验、施工验收等领域的

标准体系，并制定新型储能安全相关标准及多元化应用技术标准。

第五，构建面向新型储能的绿色金融体系。储能发展的主要瓶

颈是初始投资成本高、投资回收空间不明晰，需要建立更为合理、高

效的商业模式。长远来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体系的

快速发展，既有利于激发新型储能的市场活力，也

能够丰富新型储能建设运营的商业模式。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
造成不小影响。为更大力度帮助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
复发展，浙江杭州推出促进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40 条政
策。包括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
措施、餐饮业纾困扶持措施、零售
业纾困扶持措施、旅游业纾困扶持
措施、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纾困扶
持措施、提高服务水平六方面。服
务业是吸纳就业和保住市场主体
的关键，做好服务业领域助企纾困
工作意义重大。各地各部门必须
制定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
政策措施，并将有关政策宣传到
位、落实到位，精准帮扶有关企业
早日渡过难关，切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