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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能作为我国利用率最高的二次能源ꎬ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现阶段电池储能电站面临技术不完

善ꎬ投资成本较高ꎬ补偿机制不健全ꎬ投资回收期较长和经济性不显著等问题ꎮ 以电池储能电站为研究对象ꎬ基于已建成电站

的经济效益状况ꎬ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提出增强经济性的改进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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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先进的储能技术ꎬ尤其是电化学储能已经成为

支持可再生能源整合、为电网提供更大运营灵活性

的一种日益经济的选择ꎮ 一方面电池储能具有能

量时序调节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电力供需的分

离ꎬ改变传统电力工业即发即用的瞬时性特点ꎻ另
一方面ꎬ电池储能技术具有灵活性、精准性和安全

性等特点ꎬ应用于调频调压、削峰填谷、可再生能源

并网等方面ꎬ对于促进新能源消纳、延缓输配电基

础设施升级投资、提升电能质量、保证电网安全运

行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ꎮ
近些年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储

能产业发展的政策ꎮ 从 ２０１７ 年五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到发

改委等四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储能技术

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行动计划»ꎬ

从宏观指导到规范执行ꎬ对“十三五”阶段的储能做

出了详细部署ꎬ为即将到来的“十四五”积蓄力量ꎮ
电池储能在未来电力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ꎬ商

业模式的构建是保障电池储能产业经济性及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ꎮ 因此下文将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提

出如何实现电池储能电站经济效益优化的建议ꎮ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通用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的本质在于它可以明确客户需求和

支付能力ꎬ创造为客户提供价值的方式ꎬ吸引客户

进行消费ꎬ并通过适当的设计将客户支付的费用转

化为利润及价值链[１]ꎮ 商业模式执行功能是价值

创造和价值获得的功能[２]ꎬ形成企业价值的积累ꎮ
但是截至目前ꎬ关于“商业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还

没有普遍认可的定论ꎮ Ｏｓｔｅｒｗａｌｄｅｒ 等[３]提出的概念

比较经典ꎬ学者们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概念工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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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表达公司的业务逻辑ꎮ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对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也

并未形成共识ꎮ 其中ꎬ最具有代表性的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

将商业模式组成要素分为四个大类ꎬ即顾客价值主

张、利润公式、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ꎮ 国内学者原

磊创造性地通过构建蛛网模型ꎬ表示出商业模式的

内在构成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ꎬ如图 １ 和 ２ 所示[４]ꎮ
其中ꎬ收入模式、成本管理及价值内容为主的内在

构成要素和以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为主的外在环境

因素成为商业模式构成的重要内容ꎬ也是实现经济

效益优化的关键因素ꎮ

图 １　 基于内在构成要素的商业模式模型

图 ２　 基于外在环境因素的商业模式模型

随着行业的发展、市场的变化ꎬ经济主体都有

特定的战略定位、运营方式、盈利模式和核心竞争

力等ꎬ每个主体的商业模式都有特殊性ꎬ电池储能

电站商业模式也不例外ꎮ
１.２ 电池储能电站商业模式

在我国ꎬ电池储能电站商业模式的研究尚在初

期阶段ꎮ 国内学者王琤[５] 认为独立的电池储能电

站功能与抽水蓄能电站有相似之处ꎬ可以作为电池

储能电站商业模式建立的参考ꎮ 陈昆灿[６] 以磷酸

铁锂电池储能电站为例ꎬ探讨两部制电价、参与电

力系统辅助服务以及用户侧合同能源管理三种商

业模式ꎬ并分别初步测算其投资回收期ꎬ从经济效

益的角度探讨商业模式的选择ꎻ修晓青等[７] 基于投

资、收益、运营等因素ꎬ分析了储能系统典型商业模

式即业主投资模式、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经营租赁

模式、众筹模式等ꎮ 康重庆[８] 在云储能商业模式的

基础上ꎬ对云储能的投资规划、运行、服务定价等进

行了阐述ꎮ
在国外ꎬ对储能商业模式的研究相对较早ꎬ对

国内商业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ꎮ Ｃｈｏｎｇ
等[９]构建了储能商业模式建立的流程ꎬ即将储能的

功能与提供的服务相匹配ꎬ据此形成投资和经营决

策ꎬ最终获得收入ꎮ Ｋａｒｉｍ 等[１０] 讲述了一种新型的

商业模式———英国智能网络存储ꎬ即英国电力网

(ＤＮＯ)拥有并运营存储设备ꎬ允许以存储聚合器和

能源供应商为代表的第三方参与ꎮ Ｓｉｏｓｈａｎｓｉ 等[１１]

提出美国的一种新的商业运行设计ꎬ即将存储容量

的权利拍卖给使用定价服务权力或未使用定价服

务权力的第三方ꎬ第三方将其容量权利用于具有竞

争力价格或基于费率成本回收的服务ꎮ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等[１２]基于共享经济的原理ꎬ提出了共享储能这个商

业模式ꎮ
１.３ 文献评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ꎬ不难发现ꎬ国内外文

献的研究仅关注电池储能商业模式研究或者电池

储能经济效益研究ꎬ较少将二者结合起来ꎻ国内电

池储能电站商业模式研究单一集中于运营模式的

研究ꎮ 本文基于商业模式进行分析ꎬ在对已有的电

池储能电站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上ꎬ总结出如何从

商业模式改进方面入手ꎬ实现电池储能电站经济性

的方法ꎬ并提出促进电池储能电站发展的建议ꎮ
１.４ 研究框架

本文首先对商业模式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ꎬ接
着介绍电池储能电站商业模式ꎬ为后文案例分析提

供理论支撑ꎬ接着对案例概况介绍并进行经济效益

数据测算ꎬ在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ꎮ
具体框架如图 ３ 所示ꎮ

２ 电池储能电站的商业模式及其经济效益

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繁多ꎬ基于重要性的原则ꎬ
参考原磊[４] 蛛网图中商业模式内在构成要素权重

较大的几个部分ꎬ结合实际情况ꎬ选出成本、投资主

体及资金来源和收入模式 ３ 个要素进行分析ꎮ 接着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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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写作框架

对在相关要素基础上形成的典型商业模式进行总

结ꎬ为下文的案例分析奠定理论基础ꎮ
２.１ 成本

电池储能电站的成本主要由初始投资、运行维

护成本及报废处置成本组成ꎬ其中电站建设初始投

资的一次性投入大(式 １)ꎮ
Ｃ ＝ Ｃ０ ＋ Ｃｏｍ ＋ Ｃｓｃｒａｐ (１)

其中ꎬ Ｃ 表示总成本ꎻ Ｃ０ 代表初始投资ꎬ主要包含电

池、土建成本及其相关配套设施ꎻ Ｃｏｍ 是运行维护成

本ꎬ具体包括人工费、运维费以及重置成本等ꎻ Ｃｓｃｒａｐ

指的是报废处置成本ꎬ一般是依据国家环保相关要

求对报废电池进行处置时产生的成本ꎮ
在新规定下ꎬ电池储能设施的成本费用不能计

入输配电定价成本ꎬ并按照“谁受益ꎬ谁负责”的原

则ꎬ借助辅助服务定价将成本有效疏导至用户侧ꎬ
例如将本来由供电方承担的容量费用以容量电价

的形式转由受益方负担ꎮ
２.２ 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

电站投资主体大致被划分 ３ 类ꎬ即电网直接投

资、综合能源公司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ꎮ 但是根据

相关政策规定ꎬ严格排除了电网及其相关单位的投

资主体资格ꎮ
现阶段ꎬ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电池储能电站

投资活动ꎬ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有效地分散了财务风

险ꎮ 因此电站在执行财务活动的过程中ꎬ通过筹资

决策ꎬ完成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ꎮ 一方面ꎬ
电站通过直接吸收投资、发行股票以及留存收益形

成权益资金ꎻ另一方面ꎬ电站也通过向银行借款、发
行债券和融资租赁等形成负债资金ꎮ
２.３ 收入模式

可量化的储能服务通过对应应用价格体系获

取收益ꎬ其中应用价格体系又分为价格制度和补偿

表 １　 电池储能电站收入来源

服务项目 定价依据 收益实现方式

价格制度

削峰填谷
电量电价、
分时电价

峰谷价差套利

备用容量 容量电价

根据上网电量价格以
及提供备用电量的补
偿确定备用容量电价
获益

补偿机制

需求响应
需求 响 应
奖励机制

根据价格信号ꎬ改变并
转移某时段的用电负
荷ꎬ获 取 的 需 求 响 应
奖励

调频

调压

调峰

黑启动

两部 制 电
价、辅助服
务 补 偿
机制

稳定频率ꎬ管理电网不
平衡ꎬ获得价格补偿

提供或吸收无功功率来
调节电网上的电压ꎬ获
得价格补偿

缓解电网的超负荷运
行ꎬ获得价格补偿

利用自启动能力ꎬ重启
断开连接的系统ꎬ获得
价格补偿

机制[１３](表 １)ꎮ
储能产业蓬勃发展ꎬ应用价格体系也在不断演

进ꎬ例如抽水蓄能的两部制电价引入储能服务结算

以及储能开展现货市场结算模式导致辅助服务补

偿机制向竞争性的市场定价转变ꎮ 另外ꎬ电池储能

电站依靠单一的服务很难获利ꎬ２ 种及以上的能产

生协同效应的服务叠加起来ꎬ实现价值的累积ꎬ产
生多元投资回报ꎮ
２.４ 典型商业模式及经济效益

电池储能电站商业模式由电网兜底模式和市

场主导模式出发ꎬ衍生为五种典型的商业模式(图
４)ꎮ

图 ４　 电池储能电站典型商业模式

２.４.１ 电网统一经营管理模式

由国网省公司全额投资电池储能电站建设ꎬ并
承担其运维工作ꎬ作为固定资产全额归属国网省公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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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ꎬ所产生的盈亏也全部由国网省公司承担ꎮ 收益

以削峰填谷交易为主ꎬ在辅助服务补偿和需求响应

奖励无法实现的情况下ꎬ难以保证在寿命期内收回

投资ꎮ
２.４.２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电池储能电站与电网或者相关单位签订能源

管理合同ꎬ签订合同的双方按照约定提供场地、投
入设备ꎬ并按约定价格进行能量交易ꎮ 电网负责电

池储能电站的统一调度运行ꎬ并承担运维费用ꎬ在
合约到期后将储能电站移交给电网公司ꎮ 收益以

峰谷套利和需求响应奖励为主ꎬ合同签订的双方在

合同期限内按比例共享收益ꎬ盈利能力较弱ꎮ
２.４.３ 两部制电价模式

电池储能电站参照抽水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

制ꎬ执行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ꎬ参与能量市场和辅

助服务市场ꎮ 其中ꎬ容量电价使容量电费由储能装

置疏导至用户侧ꎬ服务项目的价格按照弥补储能电

站固定成本及准许收益的原则核定ꎻ电量电价体现

削峰填谷的效益ꎬ电价水平按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ꎮ 两部制电价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成本构

成的电价制度ꎬ可以维持合理的收益水平ꎮ
２.４.４ 辅助服务市场模式

电池储能电站作为独立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

场ꎬ提供调频、调压和黑启动等辅助服务ꎬ按照辅助

服务定价机制制定价格ꎬ收回成本ꎬ获取利润ꎬ保障

电网运行的安全性ꎮ 在完善的辅助服务市场建立

后ꎬ电站通过多种辅助服务获得收益ꎬ收益水平由

市场决定ꎮ
２.４.５ 现货市场模式

现货市场是未来电力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ꎬ也
是电池储能电站实现商业化的关键ꎮ 电池储能电

站一方面通过进行购售电交易ꎬ利用电价波动幅度

套取收益ꎻ另一方面ꎬ将价格竞争引入辅助服务的

销售ꎬ采用竞价交易机制ꎮ 收益完全由市场决定ꎬ
电价波动幅度与现行峰谷差相比扩大还是缩小无

法确定ꎬ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３ 案例概况

３.１ 行业现状介绍

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下ꎬ２０１８ 年储能在电源侧、
电网侧和用户侧的应用均出现较快速度的增长ꎬ电
化学储能实现突破性发展ꎬ进入“吉瓦”时代ꎮ ２０１９
年ꎬ储能虽在部分阶段性政策影响下遭受了暂时的

困境ꎬ其中«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修订征求意

见稿)»提出“电储能设施不得计入输配电定价成

本”以及«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电网投资的通知»制
约电网侧储能电站投资建设ꎬ制约了储能的发展ꎬ
但是根据 ＣＮＥＳＡ 全球储能项目库数据显示储能的

长期发展趋势不变(图 ５)ꎮ ２０２０ 年ꎬ储能产业出现

明显的回暖趋势ꎬ发展前景乐观ꎮ

图 ５　 ＣＮＥＳＡ 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

电池储能电站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来自自身的

安全和商业模式等方面问题的影响ꎬ另一方面受制

于外界电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完善程度和产生效益

的货币化程度ꎮ 成本经济性拐点的浮现和市场刚

性需求的存在又为储能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ꎬ
商业模式持续改进ꎬ为经济效益的优化提供更大的

可能ꎮ
３.２ Ａ 电池储能电站基本情况

电池储能电站的发展尚处于试点示范向商业

化出去的过渡阶段ꎬ已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营的电站

数量较少ꎮ 鉴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ꎬ电站相关数据

较难获取ꎬ因此本文借鉴吴善进等[１４] 关于江苏某电

池储能电站———Ａ 电站的参数及融资前产生的现金

流量状况进行经济效益分析ꎮ 江苏省作为率先建

成大型电池储能电站并投入运营的省份ꎬ电站数据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ꎮ Ａ 电站的相关情况如下:
３.２.１ 电站概况

Ａ 电站为某企业投资建成ꎬ选用磷酸铁锂电池

作为电池本体ꎬ初始投资金额为一次性投入ꎬ装机

容量为 ２０ ＭＷｈꎬ电网负责调度运营ꎬ收入模式为执

行削峰填谷服务和调峰服务ꎬ计每年放电天数为

３６５ ｄꎮ
３.２.２ 电站基本参数

该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电站参数如表 ２ 所示ꎮ
３.２.３ 储能服务执行价格及现金流量

执行削峰填谷时ꎬ采用该省工业用电峰谷分时

销售电价ꎬ高峰(８:００—１２:００ꎬ１７:００—２１:００) 放

电ꎬ执行电价 １. ０６９ ７ 元 / ｋＷ ｈꎬ低谷 ( ０: ０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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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充电ꎬ执行电价为 ０.３１３ ９ 元 / ｋＷｈꎮ 同时根

据«南方电储能电站并网及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ꎬ储能电站根据电力调度机构指令进入充

电状态的ꎬ对充电电量进行补偿ꎬ具体补偿标准为

０.０５ 万元 / ＭＷｈꎮ Ａ 电站执行该补贴方案ꎬ产生

净现金流量(表 ３)ꎮ
表 ２　 Ａ 电站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 假定数值

电站容量 / (ｋＷｈ) ２０ ０００

电池总成本 / (万元) ２ ４８０

电池系统其他成本 / (万元) １ ４３９

电池放电深度 / ％ ８０

充放电效率 / ％ ８５

电池年衰减率 / ％ ３

充放电次数 /次 ３ ６００

充放电时间 / (ｈ /次) ４

电池寿命周期 / ａ １０

总成本 /万元 ３ ９１９

折旧年限 / ａ １０

３.２.４ 经济效益测算指标

本文以现金流量分析为基础ꎬ选用项目投资决

策指标ꎬ用以判断电池储能电站的经济效益状况ꎮ
具体包括非贴现现金流量指标ꎬ即:

(１)投资回收期:电站收回投资所需要的时间ꎻ
(２)平均报酬率:电站寿命周期内平均年投资

报酬率ꎮ
贴现现金流量指标ꎬ即:
(１)净现值指标:电站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ꎬ各

年度净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ꎻ
(２)内含报酬率指标:电站正常运行的过程中ꎬ

当所有现金净流入现值之和与所有现金净流出现

值之和相等时的方案的报酬率ꎻ
(３)获利指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ꎬ未来现金净

流入量的现值之和与初始投资额的现值的比值ꎮ
３.３ 电池储能电站经济效益测算结果

利用上一节所述的经济评价指标计算公式测

算电池储能电站经济效益(表 ４)ꎬ其中ꎬ电池寿命周

期 １０ ａ 为折现年限ꎬ并以光伏产业 ７％的回报率作

为贴现率ꎮ
表 ３　 电池储能电站净现金流量 元

建设期 第 １ 年 第 ２ 年 第 ３ 年 第 ４ 年 第 ５ 年 第 ６ 年 第 ７ 年 第 ８ 年 第 ９ 年 第 １０ 年

－３９ １９０ ０００ ４ ７１１ ００７.６９ ４ ５９２ １１７.１６ ４ ４７６ ７９３.３５ ４ ３６４ ９２９.２５ ４ ２５６ ４２１.０７ ４ １５１ １６７.１４ ４ ０４９ ０７２.７９ ３ ９５０ ０４０.３１ ３ ８５３ ９７８.８０ ７ ６７９ ７９９.１４

表 ４　 电池储能电站经济效益状况

评价
指标

投资回
收期 / ａ

平均报
酬率 / ％

净现值
/元

内涵报
酬率 / ％

获利
指数

测算值 ９.１ １１.７６ －７ １７０ １６０.２０ ３ ０.８２

４ 讨论与分析

４.１ Ａ 电站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从具体数据来看ꎬＡ 电站的投资回收期为 ９.１
年ꎬ低于电池的寿命周期 １０ ａꎬ即 Ａ 电站预计可能

在电池寿命周期内收回投资ꎬ但投资回收期过长ꎻＡ
电站的平均报酬率为 １１.７６％ꎬ在现有收支情况下ꎬ
报酬率相对偏低ꎻＡ 电站的净现值－ ７ １７０ １６０. ２０
元ꎬ在电池寿命期内净现值小于零ꎬ每个会计年度

产生的收益转化为净现值后无法弥补初始投资金

额ꎬ以至于电池寿命周期结束后ꎬＡ 电站出现亏损ꎻ
Ａ 电站内含报酬率为 ３％ꎮ Ａ 电站内含报酬率偏低ꎬ
并且内含报酬率低于 ２０１９ 年发行的五年期国债利

率 ４.２７％ꎬ远低于光伏产业 ７％的投资回报率ꎻＡ 电

站的获利指数为 ０.８２ꎮ 由于净现值小于 ０ꎬ所以获

利指数小于 １ꎬＡ 电站出现亏损ꎮ
总体来说ꎬ依据 Ａ 电站商业模式执行情况ꎬ面

临一些问题ꎮ 从成本来看ꎬＡ 电站采用的电池本体

为磷酸铁锂电池ꎬ成本较高ꎬ导致电站的前期一次

性投入较大ꎬ成本疏导机制单一ꎬ成本疏导压力大ꎻ
从资金来源来看ꎬＡ 电站为单一企业投资ꎬ资本结构

比较单一ꎬ导致财务风险较大ꎻ从收入模式来看ꎬＡ
电站仅靠峰谷套利和调峰获取收益ꎬ没有实现服务

的多重有效堆叠ꎬ无法达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ꎮ Ａ
电站的经济性得不到充分体现ꎮ
４.２ Ａ 电站改进方案

基于 Ａ 电站现有的情况ꎬ本文从商业模式角度

提出如下改进方案ꎮ
１)Ａ 电站现阶段处在实力累积的重要时期ꎬ资

本结构出现变化ꎮ 在辅助服务市场有待完善和现

货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ꎬ宜采用电网引导ꎬ市场主

导的商业模式ꎬ即两部制电价模式ꎬ即自上而下的

国家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市场探索ꎮ 电网的绝对所

有权和运营权弱化ꎬ降低电网资金压力ꎬ既保有一

定的市场管制权ꎬ引导储能发展方向ꎬ又要刺激储

能电站参与市场竞争ꎬ通过市场回收成本ꎬ维持周

转运行ꎮ
２)Ａ 电站面对成本问题ꎬ可以从运维方面入

手ꎬ利用泛在电力物联网ꎬ实现智能控制、高效处

理ꎬ降低人工成本ꎮ 建立行之有效的投资回收方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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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并将成本合理疏导至用户侧ꎮ
３)Ａ 电站一方面可以通过负债筹资等方式迅

速解决短期的现金流量不足的问题ꎬ较快满足电站

的暂时资金需求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风险较低的权

益筹资ꎬ保证电站的稳健发展ꎮ
４)Ａ 电站应该充分开发储能服务的价值ꎬ一方

面开发和引导并货币化新的服务ꎬ创造多元价值ꎻ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储能服务的叠加效应ꎬ发挥服务

的协同作用ꎬ实现价值的堆叠ꎮ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现阶段储能电站较高的建设成本与不完全的

电力市场机制ꎬ使其在电力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与其

获得的经济收益极不匹配ꎮ 根据实际运行储能电

站经济效益的评估ꎬ在现有政策和市场环境下电池

储能电站采用单一的盈利模式难以实现应有的投

资回报ꎬ无法促进该产业的发展ꎮ 基于此ꎬ以下从

电池储能电站运营者本身及政府两个层面对其发

展提出建议ꎮ
５.２ 建议

从电站自身来说:
１)着眼成本问题ꎬ有效降低和疏导成本ꎮ 电池

储能电站加入泛在电力物联网ꎬ降低运行和维护中

的人工成本ꎻ合理选址ꎬ将土地成本因素考虑进初

始投资ꎻ通过定价机制将成本疏导至用户侧ꎮ
２)引入社会资本ꎬ改善资本结构ꎮ 电池储能电

站需要来自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

的支持ꎬ实现资本结构的多元化ꎬ分散财务风险ꎮ
３)堆叠多项服务ꎬ改进盈利模式ꎮ 电池储能电

站最大限度开发自身服务ꎬ把具有协同效应的服务

进行叠加ꎬ选择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盈利模式ꎮ
４)全面参与市场ꎬ增强核心竞争力ꎮ 储能电站主

动在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等细分市场找

到盈利点ꎬ主动参与市场ꎬ推进电力市场的改革进程ꎮ
从政府角度来说ꎬ要以市场机制引导储能产业

发展:
１)加强顶层规划ꎬ产业化和规模化带动成本降

低ꎮ 国家将储能发展纳入重要规划ꎬ设置预算专项

资金ꎬ进行财政补贴ꎬ扶持储能技术的研发创新和

储能电站示范项目的建立ꎮ
２)加快电力市场改革步伐ꎬ完善电力市场机

制ꎮ 鼓励储能电站多方面多维度参与电力市场ꎬ打破

市场参与的局限性ꎻ引导社会投资ꎬ出台激励政策ꎻ进
一步细化市场结构、市场规则等ꎬ合理引导市场需求ꎮ

３)建立合理的应用价格体系ꎬ出台惠及储能的政

策ꎮ 首先拉大峰谷价差到不低于 ０.７ 元 / ｋＷｈ 的水

平ꎻ其次建立配套储能服务定价机制ꎬ引导辅助服务

进入现货市场ꎬ从定价走向竞价ꎻ最后参照与新能源

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ꎬ制定储能税收优惠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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