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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企业摩拳擦掌产业链企业摩拳擦掌，，固态电池迎发展风口固态电池迎发展风口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随着现有液态锂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接近理论极限，固
态电池作为高能量密度、高安
全性的新一代电池技术备受
关注。在政府支持和市场需
求的双重驱动下，固态电池产
业化进程加速推进。

北京纯锂新能源科技公
司研发生产国内首条全固态
锂电池量产线投产，太蓝新能
源的无隔膜半固态电池规模
化制备技术经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宁德时代表示将在
2027年小批量生产全固态电
池……电池制造企业加紧研
发步伐。

新能源车企也加速入局，
奇瑞汽车宣布其自主研发的
全固态电池即将面世，续航里
程有望突破1500千米；上汽
集团计划在2026年量产全固
态电池，并在 2027年实现搭
载全固态电池的新车量产交
付；国际车企如大众、宝马、
丰田等也积极研发固态电池，
预计在 2025 年至 2027 年间
实现量产。

产业链企业摩拳擦掌，固
态电池成为了新能源行业的
风口。

比拼综合性能

相较于目前占据动力电
池主要市场的锂电池而言，固
态电池的优势十分明显。

传统液态锂电池主要由
正极、负极、电解液和隔膜四
大关键要素组成，其中包含的
有机溶剂具有易燃性、高腐蚀
性等特点。锂电池一旦出现
撞击、进水、高温等情况，就
有可能引起燃烧、爆炸等。

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
替换传统液态锂电池中的液
态电解液和隔膜，并使用全新
的正负极材料，可以从根本上
解决液态锂离子电池在提升
能量密度、提高安全性能方面
的瓶颈。

概括来讲，固态电池能够
以更小的体积拥有高安全性、
高能量密度、更快充放电速
度、长循环寿命，以及对温度
的高适应性等优点。在新能
源汽车、航空航天、储能、电
子产品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

据了解，根据电解质液含
量不同，电池可分为液态、半
固态、准固态和全固态四大
类。其中半固态、准固态和全
固态电池统称为固态电池。
电解液含量占电池10%左右
的叫半固态，1%左右的叫准
固态，0%就是全固态。

全固态电池因具有高能
量密度、长续航里程、低温和
安全性优势，被视为未来动力
电池市场的颠覆性技术，也是
下一代电池的首选方案之
一。全固态电池完全不使用
液态或凝胶态的电解液，而采
用固态电解质作为离子传导
媒介，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液
态电池因电解液泄漏、挥发或
燃烧导致的安全隐患，同时也
为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
长的循环寿命提供了可能。

真锂研究副总编于小龙

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目

前，固态电池依据电解质不

同，主要划分为聚合物、氧化

物和硫化物三种主要技术路

线，还有卤化物等其他路线。

具体来看，聚合物电解质具备

安全性高、重量轻、容量大等

优点，但离子电导率很难大幅

度提升；氧化物电解质空气稳

定性较好，但离子电导率不如

硫化物电解质；硫化物电解质

离子电导率较高，高温性能和

安全性能好，但化学稳定性相

对较差；卤化物技术路线耐高

压电、能量密度高、运行稳

定，但离子电导率低、成本

高，且电池倍率性能差。

“总体来说，每一类技术都
有各自的优劣势，最终比拼的是
综合性能。目前，各技术路线都
在向前推进。值得注意的是，硫
化物路线更接近于真正的全
固态电池，被视为固态电池的
重要发展方向。”于小龙说。

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尽管全固态电池在理论
上具有诸多优势，但商业化进

程仍有较多门槛，如固态电解
质的成本高昂、制备工艺复
杂、界面电阻较大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教授、新能源动力系统与交
通电动化专家欧阳明高认为，
从技术研发节点上看，2025
年至 2030年，全固态电池产
业将重点攻关固态电解质；
2030年至2035年，重点攻关
高容量复合负极；2035 年至
2040年，重点攻关高容量复
合正极。

今年9月，电池龙头企业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
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透
露，全固态电池行业研发水平
还不高，如果以 1—9分为固
态电池的技术和制造成熟度
打分，宁德时代自己的研发也
就处于TRL(技术成熟度)4分
的水平，即技术定型的阶段，
计划到 2027 年提升至 7—8
分的水平，届时可能实现小批
量生产。

当前，以低空经济为首的
新赛道为固态电池打开了成
长空间，尤其是电动垂直起降
飞行器（eVTOL）对电池的能
量密度、安全性、快充及长寿
命等要求更高，固态电池成为
其较好的动力来源。

而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不论是车企还是消费者，都
在期待能量密度更高的全
固 态 电 池 的 到 来 ，以 解 决

“里程焦虑”、安全性不高、
充电效率低、使用寿命短等
痛点。根据中国汽车动力
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
数据，今年上半年，半固态
电池装车量达 2.2GWh，已
初具市场规模。

据国盛证券预测，2025
年全球固态电池需求量为
17.3GWh，到 2030 年有望超
200GWh，2025年至 2030年
复合增长率或可达65.8%。

“用理论上对全固态电池

的预期，去讲述半固态电池的

资本故事，多少有点往酒里

‘掺水’的感觉。即便是半固

态电池实现量产，目前依然远

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撑大规模

商业应用的程度。而没有利

润支撑预期，更多的就剩下炒

作了。”于小龙表示，在行业

需求的引导下，许多企业为了

营销偷换概念。实际上，我国

目前达到量产规模的固态电

池均为“半固态电池”，受制

于成本高、技术难等，全固态

电池的研发及商业化落地仍

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用市场检验技术

2020年 10月，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指导、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

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

线图 2.0》指出，到 2025 年、

2030 年，动力电池单体能量

密度需要分别达到 400Wh/

kg、500Wh/kg。而当前液

态锂电池较难实现能量密度

超过300Wh/kg。因此，固态

电池因高能量密度成为重点

发展目标。

固态电池是电池领域新

质生产力的代表，近年来，固

态电池的研发获得国家政策

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今年

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

《2024 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

点》提出，围绕固态电池等新

领域，支撑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创新发展。

据了解，今年我国计划投
入约60亿元用于全固态电池
研发，鼓励企业研发全固态电
池相关技术，包括宁德时代、
比亚迪、一汽、上汽、卫蓝新
能源和吉利共 6家企业获得
政府基础研发资金支持。

全固态电池概念大火，资
本市场一拥而上。于小龙认
为，这对于固态电池产业发展
而言可谓喜忧参半。

“喜的是，股市高涨，更多
资金涌向行业，有利于技术研
发；忧的是，一些良莠不齐的
企业一哄而上，容易举得越高
摔得越狠，毕竟目前的固态电
池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市场所
预期的状态。”于小龙坦言，
无论是电池行业还是整车企
业，都需要用市场来检验技
术。发展路线是半固态电池
率先量产，逐步缩减电解液用
量直至不用，最终过渡至准固
态进而全固态。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5月，全球固
态电池关键技术专利申请量
为 20798 项 ，其 中 中 国 有
7640 项，占比达 36.7%。此
前五年，我国固态电池全球专
利 申 请 量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20.8%，增速位列全球第一。

欧阳明高表示，固态电池
的产业化不仅关乎技术的突
破，更关乎国家在全球新能源
市场的竞争力。固态电池将
是现有电池技术的进一步优
化，而非简单的替代。希望通
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政策支
持，确保我国在这一领域的领
先地位。

四川南充：
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忙

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坚

持产业为本、工业当家，推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南充市新能源汽车与智

能汽车产业集群入选省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成功获批

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图为 11月 20日，南充市

嘉陵新能源汽车特色小镇内

一总装车间的工人们正抓紧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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