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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新能源车企在动力电池
领域争奇斗艳 。 蔚来汽车发布首款
150kWh 固态电池、 智己汽车将搭载掺
硅补锂电池、 广汽宣布石墨烯基电池即
将量产……

在对新技术的追逐上，新能源车企显
示出比动力电池企业更高的积极性，希望
借此在品牌和市场营销上拥有更多的发
挥空间。 不过，五花八门的新电池将续航
里程锁定在 1000 公里，引发了业内对其量
产能力的质疑 。 由此 ， 也引发行业思
考———未来动力电池究竟长啥样？

拼抢赛道
新技术落地仍需时日

作为电动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性
能直接影响车况。

日前，蔚来发布首款 150kWh 固态电
池，宣布可实现 360Wh/kg 超高能量密度，
搭载该电池的蔚来 eT7 轿车续航里程将
超过 1000 公里。 但鉴于固态电池的技术
难度和高成本等原因， 消息一经发布，便
引发“固态电池能否提前量产”的热议。 蔚
来官方澄清，称 2022 年量产的固态电池，

确切来说是“半固态电池”，其内部仍带有
少量液态电解质。

随后智己汽车发布消息， 称即将上市
的新车最高可支持近 1000 公里的续航，该
车高配选用 115kWh 电池， 搭载掺硅补锂
技术，并可做到 20 万公里零衰减，永不自
燃，一时间赚足了噱头。

紧接着， 广汽埃安在官方微博上宣布
石墨烯基电池即将量产，“搭载石墨烯基超
级快充电池的车型 8 分钟可充满 80%，续
航里程达 1000 公里”。

新电池接二连三的发布， 但落地都需
要一定时间，业内不乏质疑之声。

“既能跑 1000 公里， 又能几分钟内充
完电，而且还特别安全，成本还非常低，大
家不用相信，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
学院院士欧阳明高近日在中国电动车百人
会论坛上的发言， 将矛头指向了宣传势头
凶猛的新电池，一石激起千层浪。

面对质疑，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回
应：“如果一款电池的性能指标都达到了，
那这款电池就已经是非常完美的技术了，
显然现阶段还不现实。 ”言下之意，广汽埃
安发布的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和长续航
硅负极电池是两种不同的技术， 分别解决

电动汽车“充电速度慢”和“续航里程短”两
大痛点。

“在三元锂电池的基础上增加 1%—2%
的石墨烯正负极材料，可大幅提升电池充电
效率和散热性能。 ”广汽方面同时坦言，新技
术落地应用不仅是电池问题，也跟充电桩的
功率、变压器能力相关，大功率充电设备是当
前石墨烯基电池商业推广的瓶颈。

“破壁”机遇浮现
提升能量密度与安全性并重

行业对新技术的强烈反应， 也表明了
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高安全性、 高续航能
力的迫切需求。

那么， 未来哪种电池能满足市场需
求？目前，动力电池多为锂离子电池，以磷
酸铁锂、三元或者钴酸锂作为正极，石墨
作为负极，液体电解质，提升性能无非在
材料和系统创新方面下功夫。宁波容百新
能源科技公司总裁助理佘圣贤认为，在保
证安全条件下， 高镍正极依旧是未来方
向。 2025 年之前，随着高镍材料的大规模
生产、制造成本的降低，高镍三元电池的
价格会迅速接近于磷酸铁锂，同时目前运
用于磷酸铁锂的模组技术也会运用于三
元电池；到 2030 年，随着三元电池有价金
属的回收，其全生命周期成本会比磷酸铁
锂更有竞争力。

“三元电池减钴加镍， 磷酸铁锂之后发
展镍锰酸锂。”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黄学杰看来，未来动力电池的重点是提升
电池能量密度，并稳定层状结构。

不过， 当前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已经达到 300Wh/kg，达到了液态锂离子
电池的极限。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建
议发展固态电池， 并逐渐过渡到全固态
锂电池。

黄学杰同样认为， 全固态锂电池是革
命性技术，未来 10年是发展的破壁期。在此
基础上，动力电池将摆脱对过渡金属的依赖，
制造方法、系统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佘圣贤表示，目前，高镍三元材料在整

个三元材料中的渗透率只有 20%， 随着新
技术，尤其是固态电池的发展，到 2025 年
后其渗透率将达到 60%以上。

“安全是永恒的主题。不要指望换一种
新电池，解决所有问题。 ”欧阳明高同时提
醒， 动力电池的安全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
解决，要从材料层次设计、单体电池热蔓延
与热管理方面着手， 同时还要通过电池智
能管理与充电控制系统进行热失控提前预
警，这是整车企业必须掌握的核心技术。

钠、锂路线“两手抓”
寻求整车技术创新

“虽然 1000 公里的续航不是我们追求
的主要目标， 但电动汽车的能量需求还是
要上升的。 ”欧阳明高指出，电池材料创新
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要平衡比能量、寿命、
快充、安全、成本等相互矛盾的性能指标，
需要长期努力。

在陈立泉看来， 行业在发展固态锂电
池的同时，也要发展钠离子固态电池，要坚
持“两手抓”。“如果全世界的汽车都采用锂
离子电池，容量根本不够。我们一定要考虑
新一代电池，钠离子电池是首选。 ”

“以价格最便宜的磷酸铁锂电池为参
考，其原材料成本为 0.34 元/Wh，而钠离
子电池的原材料成本为 0.26 元/Wh，价
格较为便宜。 今年 1 月，碳酸锂电池的价
格为 54000 元/吨， 比去年上涨了 12000
元/吨。 估计未来碳酸锂的价格还会继续
上涨。这是发展钠离子电池的一个重要原
因。 ”陈立泉认为，目前软包装的钠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已达 145Wh/kg， 且低高温性
能较好。

除了动力电池本身， 整车的技术创
新也是新能源汽车性能优化的方向。 欧
阳明高认为， 纯电动汽车的环境适应技
术需求十分迫切，热泵空调、电机加热等
电池热管理系统效能， 面向冬季工况的
动力系统废能综合利用， 以及充电场景
下电插枪保温和脉冲加热等都需要改进
和创新。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0 年 12 月， 我国动力电池销量共
12.2GWh，同比增长 56.9%。其中，三元电池
销售 6.5GWh，同比增长 9.3%，占动力电池
总销量的 53.2% ； 磷酸铁锂电池销售
5.6GWh，同比增长 244.2%，占动力电池总
销量的 45.8%。

同时，近期宁德时代、鹏辉能源等多家
动力电池企业均订单暴涨。 受此影响，包括
锂盐、电解钴、铜箔等动力电池原材料的价
格持续上涨。 据 SMM 调研，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持续上涨，截至
1 月 19 日，其均价为 6.45 元/吨，较 11 月 2
日强劲上涨 55.42%。据招商证券产业调研，
由于下游企业春节基本不停工， 新签六氟
磷酸锂价格都已超过 13 万-13.5 万元/吨。
如果春节后六氟磷酸锂公司检修， 价格将
提前半年超过 15万元/吨。

旺盛需求推高原材料价格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辉
告诉记者：“第一季度通常是行业淡季，而
今年却出现了淡季不淡的局面，原因是受
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强势上行的影响。 另
外，行业内对今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有巨大升值空间的预期，也拉升了上游原
材料价格。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
2020 年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开
始实现正增长， 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7.5％和 10.9％。 预计 2021 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或达到 180 万辆，有
望同比增长 40％。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
长刘彦龙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刘彦龙表
示，除中国以外，欧洲等地的动力电池需
求也在快速增长，随着欧洲绿色协议及相
关碳排放政策的实施，车企都增加了新能
源汽车的投放量，预计未来几年，市场将
快速增长。 “需求增加、供应紧张导致短时
间内价格上涨， 但随着更多产能投放市
场，原材料价格会是一个波动的趋势。 ”刘
彦龙认为。

“此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不会
持续过久。 ”吴辉预计，第一季度或上半年
就会缓解。 “目前原材料价格上涨势头明
显，供给端会加速释放产能，最终实现供
需平衡，所以涨价时间不会持续很长。 ”他
进一步解释，如果是金属等矿产资源储备
有限，价格上涨会持续时间较长，但如果
是受电解液原料六氟磷酸锂等的产能限
制，则供需紧张的局面会很快反转。

记者了解到， 近期多家上游正极材料
企业正加紧排产并扩大产能。 据 SMM 数
据，2020年有 10 家上游正极材料企业相继
扩产，预计将扩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等共计 58.5 万吨。 同时，
2020年宁德时代、LG 化学、SKI、比亚迪、亿
纬锂能、中航锂电、孚能科技、国轩高科、蜂
巢能源等动力电池企业都掀起了产能扩增

的大潮。 其中，LG化学计划到 2023年将产
能增至 260GWh， 宁德时代则将超过
300GWh。

成本压力难转嫁

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动力电池原材料
价格上涨，那么，此次原材料价格的上行会
否带动新能源汽车价格上涨呢？

“电池企业对车企的议价能力较弱，
不太可能带动新能源汽车价格上涨。 ”吴
辉表示，“从历年情况看， 虽然原材料价
格上涨， 但电池的价格基本都保持下降
趋势，所以不管原材料价格怎样波动，都
需要电池企业自己消化上涨成本， 让车
企涨价太难了。 ”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 动力
电池成本占整车成本的 40%， 尽管众多
动力电池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摸索降本方
案，但原材料的涨价仍带来了不少困难。

“正极材料包括锂、 电解液的六氟
磷酸锂都在涨价，而车企一般又比较强
势，很难转嫁上涨成本 ，电池企业只能
通过内部消耗牺牲掉一部分利润。 ”吴
辉坦言。

但在刘彦龙看来，动力电池企业短期
内确实会有一定压力，但影响只是暂时的，
长期看总产能足够满足需求。

此外，对于锂电铜箔价格上涨，有业内
人士指出，由于其成本在动力电池固定成
本中占比较低，仅约为 5%-8%，其价格上

行对于动力电池企业压力不大。
对此，刘彦龙表示认同。 “对于成本占

比小的材料， 其价格上涨对于电池企业压
力不大，但钴、镍等价格涨幅过大肯定会有
较大影响”。 他进一步表示，钴属于稀缺金
属，而镍的储量较为丰富，价格波动可能会
使市场选择不同材料体系。

垂直整合有望减小风险

面对上游材料业价格上涨和难以向下
游新能源车企转嫁压力的双重夹击， 在降
成本的大趋势下， 动力电池企业该如何平
衡好这个关系呢？

“金属行业有金融属性，要研究上游金
属的价格走势， 很多电池企业以投资的方
式进入上游材料厂，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
证原料供应和价格稳定。 ”吴辉建议，电池
企业可以多研究上游市场， 通过与原料厂
资本层面或战略层面合作形成稳定的供应
关系，以建立长期订单，降低短期波动，进
一步控制成本。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生产
规模，以规模降成本。

刘彦龙表示， 当前动力电池行业洗
牌加剧， 会进一步压缩小型电池企业的
生存空间。企业要找好自身定位，通过内
部精细化管理来降低成本， 动力电池企
业需要做垂直整合， 与一些原料企业达
成紧密合作关系， 通过股权投资参股上
游材料企业， 降低原料波动价格带来的
风险。

■别凡

近期 ， 与动力电池相关的
几个话题成为 人 们 热 议 的 焦
点。 一是电动汽车冬季掉电过
快 ，续航里程 大 幅 下 降 ；二 是
中科院院士欧阳明高 “炮轰 ”
部分新能源汽 车 企 宣 称 的 可
同 时 实 现 续 航 100 0 公里 、快
充、安全的新电池技术；三是宁
德时代旗下公司爆炸起火导致
多人伤亡。

作为电动汽车的“心脏”，动
力电池如此引人注目不足为奇。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动力电池技
术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主
流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基本达到
300-500 公里，快充技术让充电
时间大幅缩短，对电池热失控管
理及全气候环境适应性的研究
正加紧进行中。

但当前限制新能源汽车对
传统燃油车形成替代优势的关
键也恰在于动力电池。 一方面，
现阶段动力电池对低温环境适
应性不足， 导致电动汽车在冬
季严寒中极易 “趴窝 ”；另一方
面， 当前电动汽车充电时间过
长、 续航里程偏低也主要归咎
于动力电池技术受限 ；此外 ，频
频发生的电动汽车起火事件也
多由动力电池热失控引发 。 而
这些恰是消费者难以下定决心
购买电动汽车的主要原因 。 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动汽车 “成
也动力电池、 败也动力电池 ”。
也正因此 ， 无论是动力电池企
业，还是新能源整车企业 ，都铆
足了劲试图突破动力电池技术
瓶颈。

然而，面对扼住电动汽车咽
喉的动力电池，行业反而更不可
心急气躁。

一方面，技术创新本就不是
一蹴而就的事情 ， 动力电池突
破技术天花板也非一日之功 。
同时， 当前动力电池的短板不
只一块 ，高安全性 、高续航 、快
充电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且
高安全性是最基本的要素 。 如
果一味追求高续航或更短充电
时间，却忽视了电池的安全 ，无
疑是舍本逐末。

另一方面 ，近期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相关 的 上 市 企 业 市
值持续飙升 ，总体处于高位 ，
其中不乏 炒 作 者 。 如 果 只 是
夸 大 动力电池的一些小改小
革， 以此谋求企业市值上涨 ，
最终受损 的 无 疑 仍 是 企 业 自
身 。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依靠多种因素支撑 ，
其中动力 电 池 的 稳 步 前 进 尤
为重要 。

“行百里者半九十”。 对于电
动汽车产业来说，前进的阻碍如
此清晰又强大，行业攻坚克难的
决心却也一致而坚定。 当前新能
源汽车产业有政策利好，有资本
扶持，还有商业模式创新 ，发展
前景大好，消费者认可度也在持
续提升。 在此背景下，动力电池
相关企业更应脚踏实地，严肃认
真对待技术创新 ， 严守安全底
线，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
展筑牢技术根基。

编者按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最核心的部分，决定着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安全性、

成本等关键指标。 近年来动力电池技术屡获突破，但仍不足以支撑电动汽车
完全市场化。 与此同时，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近期一路上涨，乃至出现供应风
险，增加了动力电池企业生产成本。 一方面是技术迫切需要创新，另一方面是
原材料成本不断提高，动力电池企业如何突围引人关注。

动力电池新技术落地难
■本报记者 卢奇秀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力力谋谋突突破破

原材料价格飙升 动力电池企业承压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技术创新
要脚踏实地

2020 年 1-12 月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排名

注：装车量数据来源为汽车生产合格证，对多家电池企业配套同一车型产品采取平均值方式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