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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1,000.00 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91,752.59 55,000.00 

1-1 城步儒林 100MW/200MWh储能电站建设 47,074.20 15,000.00 

1-2 
冷水滩区谷源变电站 100MW/200MWh储

能项目 
44,678.38 40,000.00 

2 工业园区“光伏+储能”一体化项目 10,904.80 9,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7,000.00 

合计 129,657.39 91,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

以置换。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

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

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在我国支持风电、光电快速发展，同时加大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的背景下，

公司拟投资建设两座规模分别为 100MW/200MWh 的储能电站。两个储能电站项

目投资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城步儒林 100MW/200MWh 储能电站建设 47,074.20 15,000.00 

2 冷水滩区谷源变电站 100MW/200MWh 储能项目 44,678.38 40,000.00 

合计 91,752.59 55,000.00 

其中，城步儒林 100MW/200MWh 储能电站建设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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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冷水滩区谷源变电站 100MW/200MWh

储能项目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永州卓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项目建成

后，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储能行业的影响力，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储能领域的市场规

模夯实基础，同时储能电站的运营经验也能为公司改进、创新储能产品提供数据

支撑。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国家对储能行业的政策支持不断强化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发电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为进一步

实现电力系统合理消纳，减少“弃光弃电”，储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我国不断出台了系列政策，推动储能行业发展。 

2016 年 3 月，“发展储能与分布式能源”被列入“十三五”规划中的 100 个

重大工程及项目之一，储能首次在国家发展规划中反映。此后同年，在国务院及

各部委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

动计划（2016-2030 年）》《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规划中，明确提出

加快发展高效储能、先进储能技术创新、积极开展储能示范工程建设、推动储能

技术示范应用、攻克储能关键技术等任务和目标。 

2017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

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指出要促进储能技术和产业发展，支撑

和推动能源革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储能领域，同时提出 10 年内储能产业发展

目标，以及推进储能技术装备研发示范、推进储能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应用

示范、推进储能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稳定性应用示范、推进储能提升用能智能化

水平应用示范、推进储能多元化应用支撑能源互联网应用示范等五大重点任务。 

2021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

革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要持续深化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风电、光伏发

电、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 

2021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其中提出各地要统筹考虑当地电力系统峰谷差率、新能源装机占比、系统调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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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上年或当年预计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过 40%

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原则上不低于 4:1，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 3:1，以及要建

立尖峰电价机制、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突显储能的经济性。 

2021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

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明确新增新能源并网消纳规模

和储能配比，具体为：鼓励发电企业自建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允许发

电企业购买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并为鼓励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调峰资

源建设，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率 15%的挂钩比例（时

长 4 小时以上，下同）配建调峰能力，按照 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优先并

网。 

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

实施方案》指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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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新型储能核心

技术装备自主可控，技术创新和产业水平稳居全球前列，市场机制、商业模式、

标准体系成熟健全，与电力系统各环节深度融合发展，新型储能基本满足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需求，全面支撑能源领域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加大“新能源+储能”

支持力度。鼓励各地根据实际需要对新型储能项目投资建设、并网调度、运行考

核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把握储能产业政策、抓紧储能产业发展节奏的

重要举措。 

（2）锂离子电池储能的发展前景广阔 

电储能技术可以主要分为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抽水蓄能技术比较成熟，但

对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要求较高，但能量密度较低，装机建设周期较长，较适用

于长时间、大规模能量调配的储能需求；新型储能主要可以分为锂离子电池储能、

铅蓄电池储能、液流电池储能及飞轮储能等，其中锂离子电池储能有更高的能量

密度，装机便捷，产业链发展更为成熟，是目前最主流的新型储能方式。 

由于抽水蓄能发展历史较久，技术最为成熟，是目前我国累计装机规模最大

的储能方式。同时新型储能尤其是锂离子电池储能，具有基本不受自然环境影响、

充放电功率大、系统效率高等特点，在新能源发电占比提高及政策支持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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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展迅速，是储能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根据 CNESA（中关村储能产业

技术联盟）统计，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为 5,729.7MW，

其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比 89.7%，近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累计装机规模如下： 

 

中国新型储能市场累计装机规模（2011-2021） 

（3）新型储能市场规模庞大，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

革。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

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占比将

逐步提高，但风电、光伏的波动性和季节性对电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造成冲击，

搭配储能设备系统是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峰谷电价差的扩大、储能技

术的进步，为了降低用电成本、保证生产经营用电的持续性，工商企业配置储能

的意愿将逐步提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

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目标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

展转变，装机规模达 30,000MW 以上，由此可见储能市场空间广阔。根据 CNESA

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预测，我国新型储能市场规模在 2026 年底，

将扩张至 48,510.3 兆瓦至 79,535.4 兆瓦。 

（4）本项目的实施有示范性作用，能增强公司储能领域的市场拓展力 

根据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数字电网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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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白皮书》预计，到 2030 年和 2060 年，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分别超过 25%

和 60%，电力供给将朝着逐步零碳化方向迈进。为了增强电网的稳定性，平抑新

能源发电的周期性和波动性，在政策的支持鼓励下，近年来我国储能行业正快速

发展。 

但目前我国大规模的新型储能电站并不多，本项目建成后将能为附近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发电站提供储能配套服务，为电网侧提供如调峰、调频等电力辅助

服务。本项目能实现储能与新能源发电并网的结合，达到更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增强电网消纳能力的目的，且具备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在储能行业将起到示范和

带动作用，引领行业的发展，同时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储能领域的市场规模夯实基

础。 

（5）充足的技术及人才储备与良好的客户资源优势，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供保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及信息化技术研究和应用，在发

电、变电、配电等各环节都有着丰富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近年来，公司不断

加大储能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目前已形成自主研发的能量管理系统（EMS）、

多能物联协调控制器、储能变流器（PCS）及光储一体化等产品，能应用在电网

侧与用户侧的储能项目上，为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供支撑与

保障；公司始终重视人才的培养，制定人才发展计划，重视员工培训工作，形成

了搭配合理、专业高效的技术骨干梯队和显著的专业人才优势，能为未来项目顺

利实施提供技术和团队保障。 

本项目建成后，将是国内较大规模的单体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在明确新增

新能源并网消纳规模和储能配比的政策背景下，公司积极开拓储能市场，目前已

与数家新能源发电厂签订配套储能服务协议。随着新能源发电量的逐年增加，本

项目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前期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将有助于公司树立品牌形象、

扩大行业影响力，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证。 

3、项目投资与实施运营 

本项目总投资 91,752.59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投资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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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投资额比例 

1 城步儒林 100MW/200MWh 储能电站建设 

1-1 建筑工程 5,693.34 12.09% 

1-2 设备及系统 41,380.86 87.91% 

小计 47,074.20 100.00% 

2 冷水滩区谷源变电站 100MW/200MWh 储能项目 

2-1 建筑工程 5,661.79 12.67% 

2-2 设备及系统 39,016.59 87.33% 

小计 44,678.38 100.00% 

合计 91,752.59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5,000.00 万元，全部用于建筑工程、设备及软件等资

本性支出，其中设备及软件包括 PCS 变流器、EMS 系统及电池舱等。 

每个储能电站都分两期建设，在首期工程建设完工并投入运营后的一年后，

建成第二期。目前城步儒林 100MW/200MWh 储能电站已完成首期工程建设，已

于 2022 年初逐步投入运营；冷水滩区谷源变电站 100MW/200MWh 储能项目尚

未开工建设。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通过储能电站的并网运作，能为新能源发电

侧提供储能配套服务、为电网侧提供电力辅助服务，起到增强电网稳定性，削峰

填谷的功能。 

4、项目效益分析 

每个储能电站都分两期建设，两期的建设期均为 1 年，在首期工程建设完工

并投入运营后的一年后，建成第二期。城步儒林 100MW/200MWh 储能电站项目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6.87%，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8.94 年（含建设期）；

冷水滩区谷源变电站 100MW/200MWh 储能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5.90%，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9.19 年（含建设期）。当前，随着国家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储能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预计会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未来收益的多样性。 

（二）工业园区“光伏+储能”一体化项目 

1、项目概况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光伏、储能及多能互补发展的产业政策要求，发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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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能物联”方面的技术及实施能力优势，引领省内绿色能源转型发展，助力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公司拟在工业园区或工商业企业，投资建设

“光伏+储能”一体化示范项目，构建保障有力、清洁低碳、高效智慧的园区电

力供应体系。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能量调度系统等，

打造以分布式供能、储能调节、智能控制、用能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园区智能微网

体系。项目建成后将提高园区新能源消纳能力、满足园区企业用电保障，协调园

区内能源平衡及负荷波动，提升电网安全稳定水平。本项目有助于公司积累“多

能互补”示范项目实施及运营经验，为公司扩展新能源业务版图及产业链布局夯

实基础。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碳中和大背景下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碳减排已成全球共识。据 ECIU 统计，已有 20 个以上国家针对碳中和立法

或提出规划，我国亦正式宣布“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2021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意味着风电和光电

将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体。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印发《关于推进电

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作为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

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行业转型升级。 

光伏屋顶的推进符合“碳中和、碳达峰”的国家战略方向，对于资源集约开

发、优化配电网投资以及发展绿色节能建筑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前景广阔。2021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

案的通知》，指出将推动屋顶分布式光伏建筑建设。在国家顶层设计驱动下，各

地试点政策陆续跟进。例如，2021 年 10 月，江西省发布《全省整体推进开发区

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2021 年 11 月，湖南省

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整县（市、区）光伏开发试点的通知》，强调将在全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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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推进一批整县光伏试点，统筹全县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资源。 

同时，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电力供应随机波动性强，想要让整个

电力系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必须以储能系统作为支撑，“源网荷储”协调配置。

为此，国家及各省市纷纷加大新能源发电配套储能的政策支持力度。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 30GW，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的全面市场

化；2021 年 7-8 月，国家陆续发布针对储能行业的扶持政策，在优化峰谷电价机

制、建立尖峰电价机制等各方面对现行分时电价机制作了进一步完善；2021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要求电网要公平无歧视

为新型储能项目提供电网接入服务。 

政策红利的密集释放将加速新能源+储能产业发展，行业渗透率有望持续提

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把握产业政策、抓紧产业战略发展机遇的重要

举措。 

（2）配置光储系统是缓解用电压力、优化能源配置的有效举措 

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能耗管控的力度不断加大，陆续出台限电、有序用电

政策。尤其是用电大户聚集的工业园区，随着电网用电量持续增长，电力供给、

电力保障与电力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冬、夏两季负荷

高峰时段，峰谷之间用电不平衡，电网整体负荷缺口大，电力供给严重不足。 

本项目通过在工业园区合理配置光储系统，可提高能源的智能利用度，优化

能源结构，提升园区电能质量，提高供电可靠性，有效缓解负荷高峰的用电压力。 

（3）本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示范性作用显著 

通过光伏配套储能，实施需求响应，对引导电力用户有效调节峰谷负荷，改

善电力供需状况、促进新能源消纳、优化能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 

社会效益：储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很好的解决新能源接入和季节性高负荷、日

负荷峰谷差较大对电网的影响，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减少一次化石能源消耗，

支撑国家节能减排战略推进。经济效益：一方面，随着光伏组件成本的进一步降

低和园区集约化建设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有效缩短了光伏电站的投资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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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各地纷纷通过政策加码提高用户侧储能系统的经济性，包括给予优先

并网、高峰期用电配额等政策倾斜，以及投资及发电补贴、提高峰谷电价差等优

待。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明

确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过 40%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不低于 4:1，其它地方不低

于 3:1；11 月湖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分时电价政策及有关事项

的通知》，拉大峰谷价差，将高峰、平段、低谷电价比调整为 1.6∶1∶0.4，用电

高峰月份实施季节性尖峰电价上浮机制，政策实行后全年平均峰谷价差可达 0.8

元左右，以支持储能系统利用峰谷电价差获得经济效益。 

本项目选取用电量较为稳定的优质工业园区为实施地点，有利于探索用户侧

“光伏+储能”、构建园区智慧微网系统的应用场景，在业内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

动作用，有助于后续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4）充足的技术及人才储备与良好的客户资源优势，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供保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及信息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

发电、变电、配电等各环节都有着丰富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近年来，公司不

断加大新能源及储能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可提供工商业用户侧“光伏+储能”

完整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产业园区光储充微电网项目、郴州韭菜坪储

能电站（电网侧重点示范项目）、瑙鲁“光伏+储能”电站等多个落地场景。公司始

终重视人才的培养，制定人才发展计划，重视员工培训工作，形成了搭配合理、

专业高效的技术骨干梯队和显著的专业人才优势，能为本项目实施提供技术和团

队保障。同时公司前期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和实施经验将有助于公司树立品牌形

象、扩大行业影响力，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证。 

3、项目投资与实施运营 

本项目综合考虑园区的用电容量及用电负荷特性，根据用电需求发展趋势，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条件，安装屋顶光伏系统、并配套储能系统，与现有的配电设

施、用电负荷、监控和保护装置等组成微电网。 

同时，建设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平台 EMS，对微电网内部能量进行调度控制，

维持微电网功率平衡，实现微电网的离网/并网的无缝运行模式切换，保证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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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并通过数据管理、监视、微网自控等灵活且个性化的需求

侧管理实现对“供电-转换-输电-用电”的全过程智能优化。 

本项目总投资 10,904.8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光伏系统 8,000.00 73.36% 

2 储能系统 2,904.80 26.64% 

合计 10,904.80 100.00% 

光伏系统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储存）”模式，光伏发电优先给园区

工业企业使用，富余电量供电网消纳，或传输至储能系统进行储存。 

储能系统采取峰谷价差套利商业模式，在夜间用电低谷期从电网取电储能，

或存储光伏系统多余电量，在用电高峰期释放给负荷使用，还可参与电网需求侧

响应，起到削峰填谷功能，提高储能经济效益。 

4、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13.08 年（含建设期），内部收益率（税

后）为 7.78%。 

（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公司综合考虑自身经营及财务状况、业务发展规划等情况，拟使用本次募集

资金 2.7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锂电设备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保障公司锂电设备相关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2、项目必要性 

（1）满足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需求 

近年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尤其是在新能源装备领域，公司的锂电设备的

在手订单不断增加，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增长对营运资金有较大需求。为满足公

司业务规模快速拓展的需求，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2.7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能为公司的运营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2）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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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对运营资金的需求持续增长。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和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42.66%、

48.74%、48.01%和 49.52%。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将增加，能够增强

公司的资金实力，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抗风

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项目可行性 

本次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具备可行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提升，能进一步满足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储能领域与光储

领域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经营战略规

划，保证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有所增长，资本实力进一步增

强，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而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将有所升高，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为公司

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同时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项目效益将逐步显现，公司业务发展战

略将得到强有力支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和长期盈利能力将得到有

效增强，有助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提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公司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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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并通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

公司资金运营实力，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优势及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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