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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动力电池企业停产多家动力电池企业停产，，行业洗牌加剧行业洗牌加剧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
核心部件，也是未来能源转型
的重要方向。然而，短短几年
间，从行业普遍看好的市场前
景，到如今的产能过剩、利润缩
减，动力电池行业经历了冰火
两重天。

近日，捷威动力发布了一
则《公司停工停产、员工放假及
培训通知》的消息，称其受到市
场及上下游产业链等客观因素
影响决定停工停产，引起行业
关注。今年以来，已有陆续几
家电池大厂停产或缩小规模。
产业产能过剩、企业发展艰难
之下，动力电池行业释放出怎
样的信号？面对日趋白热化的
激烈市场竞争和洗牌局面，企
业该如何有效应对？中国城市
报展开报道。

不止一家动力电池企业停工停产

之所以引起行业震动，捷
威动力并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
公司。公司官网显示，捷威动
力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天
津市，同时拥有江苏盐城、浙江
长兴两大生产基地，有效产能
达到 10亿瓦时，在职人员超
过 2400名，公司专注于新能
源汽车和储能两大业务板块。
而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捷

威动力动力电池装车量仅0.88
亿瓦时。其停工停产的消息，
无疑让动力及储能电池行业产
生震荡。

据悉，今年以来，动力电池
停工停产的企业并不止这一
家。5月，日资企业松下蓄电池
（沈阳）工厂宣布全面停止生
产，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并不再
开展任何经营活动；6月，明冠
新材称公司彻底剥离锂电正极
材料业务；9月，厚能股份宣布，
因锂电池生产规模小及设备陈
旧等原因导致生产成本较高,
不适应市场需求,公司决定停
止锂电池生产。

目前，动力电池市场向头
部企业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排名
相对靠后的企业生存压力越来
越大。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数据显示，今年1—10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48
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配
套，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
航的市场占有率位列前三，分
别为42.76%、28.58%、9.02%，
也就是说，前三家企业占据了
八成市场份额，而第四至第十
的企业分别占据市场 1%—
4%。而在十名开外的企业，市
场生存空间更是寥寥无几，竞
争更为激烈。此次停工停产的
捷威动力市场占有率虽位列
13名，却仅有0.3%。

今年，持续了10余年的新

能源汽车“国补”完全退坡以及
动力电池主要原材料价格上
涨，动力电池产业不可避免地
呈现出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
趋势，行业洗牌再加剧，像捷
威动力这类的二三线企业，如
果不具备持续研发创新能力
和产能升级的能力，随着行业
竞争愈演愈烈会逐渐失去市
场，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但
从长期来看，这是行业进行结
构优化调整，提升行业集中度
的市场行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
家、中国电力工程技术协会
（CEPETA）副会长杨天宝举例
介绍，从企业角度来看，动力电
池上游企业在产品技术水平、
成本管控、生产管理体系上较
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游企
业陷在规模的困境中，盲目扩
张导致的产能过剩，造成了资
本浪费、研发积累不足、人才缺
失；下游企业存在泡沫，资金、
技术、人才不足等，使得产业不
利于高质量、良性竞争发展。

动力电池产业如何积极
应对市场变化？杨天宝建议，
动力电池企业应密切关注国
内外政府的政策导向，及时调
整企业战略，适应政策变化和
市场变化。同时深化技术创
新，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高
电池性能、降低成本、提高安
全性和可靠性、突破可回收再
利用性的壁垒，以适应市场需

求的变化，提高产品质量和市
场竞争力。

产能过剩、利用率走低

然而，即便是头部动力电
池企业，其产能利用率在今年
也出现了降低的苗头。国内动
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财
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电池系统
产能为254亿瓦时，产量为154
亿瓦时，产能利用率由2022年
的83.4%降至60.5%。此外，亿
纬锂能的锂离子电池产能利用
率也由2022年的88.46%降至
今年上半年的78.47%。

动力电池产能利用率下
降的直接因素在于，产能扩张
速度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速
度。截至 2022 年年底，中国
动力电池产能总计为1260亿
瓦时。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
动力电池产能总计为1860亿
瓦时，仅半年时间产能扩大了
47.6%。而与此同时，国内新
能源汽车市场在今年上半年
的增长率为44.1%。

杨天宝接受中国城市报采
访表示，目前我国电池行业存
在产能盲目扩张的现象，整体
呈现“多、散、乱、差”的现象，但
产能过剩更多呈现的是结构性
过剩，也就是面临高端产能不
足、低端产能过剩无法消化的
问题，而优秀的产品永远是供
不应求的。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
2023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
示，动力电池行业已迈入了从

“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新阶
段。对于企业来说，要从具备
生产动力电池的基础能力，向
更负责任、更高质量、更创新地
生产和服务过渡。

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也
曾在第六届楚商大会产业发展
论坛暨新能源高峰论坛上表
示，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产
能过剩目前进入到了理性和良
性的新阶段。产能过剩的决定
因素不是产能本身，而是公司
技术研发和质量管理的能力和
水平，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升级
和产品迭代才能更好适应市场
变化。

企业“出海”谋发展

动力电池行业洗牌加剧情
况下，储能和出口海外成为企
业谋生存、拓发展的方案之
一。今年1—10月,中国动力
和储能电池合计出口达115.7
亿瓦时，占前 10个月销量的
20.8%。企业方面，行业大厂如
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国轩高
科、亿纬锂能、欣旺达等多家企
业纷纷宣布海外投资和建厂计
划，加速“出海”。

杨天宝表示，动力电池企
业可以把产品应用到新能源、
微电网、智能电网等领域，不仅
可以出口美欧等发达国家市
场，还可以关注东南亚国家，如
马尔代夫、尼泊尔、马来西亚、
老挝等电力基础建设不完善，
目前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造
成综合电价较高。我国企业可
利用新能源+储能的方式，降低
用电成本，从而带动国内电池
外销，以拓展新的市场，提高企
业的竞争力。

对于行业有序发展，杨天
宝建议行业提高综合水准，加
快电池回收再利用的体系建
设，鼓励动力电池回收梯次利
用企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标
准体系，包括产品标准、技术标
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等；严
格控制产品质量，确保消费者
的权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消息，按照《国家碳达峰试
点建设方案》工作安排，经有
关地区城市和园区自愿申报、
省级发展改革委推荐、省级人
民政府审核、国家发展改革委
复核，确定张家口市等25个城
市、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等10个园区为首批碳达峰试
点城市和园区。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各
试点城市和园区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把碳达峰试点建设
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
统筹谋划重点任务、研究推出
改革举措、扎实推进重大项
目。各试点城市和园区要按

照《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
案》及《碳达峰试点实施方案
编制指南》部署要求，结合自
身实际科学编制试点实施方
案。有关地区发展改革委要
组织专业力量，对试点城市和
园区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给予
指导和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11月
6日发布的《国家碳达峰试点

建设方案》明确，要在全国范
围内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
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
试点建设，聚焦破解绿色低碳
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探索不
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
市和园区碳达峰路径，为全国
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同时还明确了
2025年和2030年这两大时间

节点的主要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有

关地区发展改革委对本地区
试点城市和园区实施方案进
行审核后，于 2024 年 1月 31
日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环
资司）。此外，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组织有关方面对各试点
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并反馈有
关修改意见。

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名单发布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名单发布

江苏连云港：加紧电网建设

12月7日，在江苏连云港500千伏

徐伊输电线路新建工程施工现场，国

家电网网江苏电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在铁塔上开展紧线、附件安装作业。

500千伏徐伊输电线路新建工程

是江苏电网2023年迎峰度冬重点工

程，建成投运后将有效优化连云港地

区500千伏电网网架结构，助力华东

地区冬季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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