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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机构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
（GGII）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中
国动力电池出货量为 220 吉瓦时，同比
涨幅达 175%。 其中，磷酸铁锂电池出货
量为 117 吉瓦时，同比暴涨 270%；三元
锂电池出货量 109 吉瓦时 ， 同比增长
127%。 从 2021 年单月数据看， 截至目
前，磷酸铁锂电池出货量已连续 8 个月
超过三元锂电池，同时多个单月的市场
占比超过 60%。

记者注意到，自去年 5 月起，国内磷
酸铁锂电池出货量开始“力压”三元锂电
池，前者的市场优势目前仍在扩大。 在新
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动
力电池市场曾经的“王者”，磷酸铁锂电池
是否正在强势归来？ 国内动力电池市场格
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磷酸铁锂电池
4 年来首次主导市场

2021 年磷酸铁锂电池出货量增速已
远超连续多年占据市场优势的三元锂电
池。 按照上述数据测算，2021 年国内动力
电池市场中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池装机
占比分别为 53%、47%， 彻底扭转了 2018
年以来磷酸铁锂电池产量连年不及三元
锂电池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教授陈永翀
告诉记者：“磷酸铁锂电池出货量爆发式
增长，首先得益于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快速发展，虽然过去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仍存，但从市场产销情况看，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态势未变。 同时，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新能源汽
车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

记者查阅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统
计数据发现，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
生产总量为 354.5 万辆， 同比增幅高达
159.5%，市场占有率已升至 13.4%。

值得注意的是， 磷酸铁锂电池出货
量增速一度 “跑赢”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
速， 与国内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步退坡的
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集邦咨询锂电分析
师曾佑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内新
能源汽车补贴预计将在 2023 年退出，三
元锂电池凭借更高能量密度获得政策
补贴的优势将有所减弱，叠加未来几年
电化学储能领域对磷酸铁锂电池的市
场需求上扬，使得磷酸铁锂电池产量增

速远超三元锂电池。

产品性能
及成本优势尽显

除了外部环境利好，磷酸铁锂电池自
身的产品力也在快速提升。 多位业内专家
向记者表示，目前磷酸铁锂电池的产品性
能以及成本优势已十分突出， 这是其在
2021 年“扳回一局”的重要因素。

曾佑鹏指出，自 2020 年比亚迪推出
磷酸铁锂刀片电池以来，能量密度不及
三元锂电池的“传统劣势”有所减弱，同
时持续的技术创新使得磷酸铁锂电池

基本能满足续航 600 公里以下的全部车
型需求，尤其是比亚迪、特斯拉等新能
源车企为磷酸铁锂电池需求增长带来
了强劲动力。

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则指出，
与需要钴、 镍等价格高企且相对稀缺金
属的三元锂电池相比， 磷酸铁锂电池成
本更低，尤其在锂电正极、负极、电解液
等原材料齐涨价的当下， 其规模化生产
的成本压力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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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提升、成本更低，多重因素推动磷酸铁锂电池市场
占比连续 8个月超过三元锂电池———

动力电池市场格局呈重塑之势
■■本报记者 李丽旻

七部门联合发文———

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车辆购买限制

国家发改委：

推动跨省区输电通道
早开工早投产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1 月
18 日从国家发改委召开的 2022 年首
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发改委将
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电力保供工
作， 推动跨省区输电通道加快核准，
并尽早开工、尽早投产，有效提升大
范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就能源保供整体情况，国家发改
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云卿介绍，
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能源保供稳价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煤炭价格回归
合理区间，电厂存煤达到历史同期最
高水平，电力供应持续平稳，天然气
资源供应较为充足。

煤炭方面， 国内煤炭供应在生
产、能力、储备能力和重点用煤方面
均有保障。李云卿强调，截至 1 月 16
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66 亿吨，可
用 21 天， 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重点用煤方面， 今年我国将继续推
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
盖，进一步夯实煤炭供应基本盘。 从
初步汇总数据看， 目前各地区已完
成衔接的合同量比去年增加近 7 亿
吨， 大部分省份已实现发电供热用
煤合同全覆盖。

电力方面，李云卿介绍，受多重
因素叠加影响，2021 年我国用电需
求快速增长。 综合研判，预计 2022
年全国用电量及最高用电负荷仍
将较快增长。 同时，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碳达峰
碳中和等多个目标，对电力保供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发改委将
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电力保供
工作。

天然气方面，李云卿表示，入冬
以来我国天然气保供情况总体好于
往年，全国储气库库存、沿海 LNG 储
罐罐存、国家管网公司管存一直处在
高位运行。 去年 12 月 27 日，全国用
气量创 13.72 亿立方米的历史新高，
比上个供暖季日最大用气量高出 5
千万立方米。

李云卿强调，当前全国能源供应
总体平稳， 但供需形势及国际市场
环境仍然较为复杂。 针对能源保供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他指出，国家发
改委将继续会同各方面做好能源保
供工作，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
保群众温暖过冬、 确保经济社会平
稳运行。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 国家发改委
等七部门 1 月 21 日联合印发的 《促进绿
色消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提
出，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消费。 具体包括，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 逐步取消各地新
能源车辆购买限制，推动落实免限行、路
权等支持政策，加强充换电、新型储能、
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开展新
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 有序
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等措施。

据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介
绍， 促进汽车消费绿色发展是全面促进
绿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 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352.1 万辆， 同比
增长 1.6 倍 ， 占新车销售比例跃升至
13.4%，同比增长 8 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增至 784 万辆，占我国汽车总
量的 2.6%，占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一半左右。 相关机构测算，相比传统燃
油乘用车，现有新能源乘用车每年在使
用环节约减少碳排放 1500 万吨左右 。
全方位推动汽车消费绿色发展，对促进
消费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方案》提出，深入开展新能源
汽车下乡活动，鼓励汽车企业研发推广适

合农村居民出行需要、质优价廉、先进适
用的新能源汽车，推动健全农村运维服务
体系。 合理引导消费者购买轻量化、小型
化、低排放乘用车。 大力推动公共领域车
辆电动化，提高城市公交、出租（含网约
车）、环卫、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民
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公务领域等新能源
汽车应用占比。 深入开展公交都市建设，
打造高效衔接、 快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
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
道交通出行占比。

包括绿色交通在内，《方案》系统设
计了促进绿色消费的制度政策体系，共
计四大方面 22 项重点任务和政策措
施。记者注意到，其中多项措施与能源消
费密切相关。

在绿色居住方面，推动绿色建筑、低
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将节能环保要求纳
入老旧小区改造。 推进农房节能改造和
绿色农房建设。 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
设施建设改造。 鼓励使用节能灯具、节能
环保灶具、节水马桶等节能节水产品。 持
续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 提升农村用
能电气化水平，加快生物质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生活中的应用。

在绿色用品方面，加强绿色低碳产品

质量和品牌建设。 鼓励引导消费者更换或
新购绿色节能家电、 环保家具等家居产
品。 大力推广智能家电，通过优化开关时
间、错峰启停，减少非必要耗能、参与电网
调峰。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节能家电、
智能家电下乡行动。 大力发展高质量、高
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低碳产品贸易，积
极扩大绿色低碳产品进口。

在绿色用电方面， 进一步激发全社
会绿色电力消费潜力。 落实新增可再生
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要求，统筹推动绿色电力交易、绿证交
易。 引导用户签订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并
在中长期交易合同中单列。 鼓励行业龙
头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消费
绿色电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外向
型企业较多、经济承受能力较强的地区
逐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加强高耗
能企业使用绿色电力的刚性约束，各地
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高耗能企业电力
消费中绿色电力最低占比。 各地应组织
电网企业定期梳理、公布本地绿色电力
时段分布，有序引导用户更多消费绿色
电力。 在电网保供能力许可的范围内，
对消费绿色电力比例较高的用户在实
施需求侧管理时优先保障。 建立绿色电

力交易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挂
钩机制，市场化用户通过购买绿色电力
或绿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
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 ， 结合全
国碳市场相关行业核算报告技术规范
的修订完善， 研究在排放量核算中将
绿色电力相关碳排放量予以扣减的可
行性。 持续推动智能光伏创新发展，大
力推广建筑光伏应用，加快提升居民绿
色电力消费占比。

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
副司长常铁威表示，近年来，绿色消费理
念正在全社会逐步普及， 绿色成为普遍
形态为社会广泛接受。 同时，一些领域
依然存在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的现象，绿
色消费需求仍待激发和释放，促进绿色
消费的长效机制也需加快构建，绿色消
费对供给生产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撬动
作用、对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吸引力的提升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作用，这些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增
强。 根据《方案》，“全面促进重点领域消
费绿色转型”是关键，“科技和服务”“制
度保障”“激励约束” 都是重要支撑，整
体上构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
绿色消费的完整制度政策体系。

磷酸铁锂电池出货量 117 吉瓦时，同比暴涨 270%

三元锂电池出货量 109吉瓦时，同比增长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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