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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产业跨入“从有到好 ”新阶段
■■本报记者 卢奇秀

打造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动力
电池之都，需要多长时间？

答案是仅需 3 年。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宜宾市，

动力电池产业迅速壮大，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从 2020 年的不足 20 亿元， 迅速
发展到 2021 年的 160 亿元、2022 年的
近 900 亿元。 2022 年，宜宾动力电池产
销量达 72 吉瓦时 ， 占全国销量的
15.5%、产量的 13.2%。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星星之火
快速成长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产
业聚集基地。 宜宾的扩张之路，正是
我国持续做大做强动力电池产业的
生动写照。

从一城看全国 领先优势明显

2019 年 9 月， 宁德时代落户宜宾，
形成了以四川时代和天宜锂业为龙头、
相关上下游配套项目迅速集聚的动力
电池产业生态圈。

“宜宾全力推进动力电池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 已聚集上下游产业链项目
110 个以上。 规划总产能 305 吉瓦时，目
前已建成投运产能 150 吉瓦时、 在建产
能 30 吉瓦时。 预计今年全产业链产值
将突破 1200 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 2023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 宜宾市委副书
记、市长廖文彬介绍，宜宾已经成为全
国动力电池产业链最全、配套能力最强
的地区之一。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专家组认为，宜
宾动力电池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产业链
完整，发展路径清晰，政策措施有力，发
展势头强劲。 宜宾也因此获得“中国动
力电池之都”称号。

以宜宾为主导，成都、遂宁等地协
同发展，四川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格局已
取得显著成效。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
黄强介绍，目前，全国 1/6 的动力电池产
自四川， 装机量全球前十的有 3 家企
业、全国前十的有 5 家企业在川落户投
资，全省建成动力电池产能 186 吉瓦时。
今年 1 至 4 月，四川动力电池产量达 25
吉瓦时，同比增长 33.3%，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预计到 2025 年，全产业链产值将
超过 5000 亿元。

不止四川，江苏、福建等地都在抢
抓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机遇。 2023 世界动
力电池大会举办期间，工信部装备工业
发展中心发布了《2023 动力电池产业发
展（宜宾）指数》。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
中心主任瞿国春指出， 从中国指数来
看，江苏、福建、广东、四川、湖北排名国
内前五，且各具优势。 江苏在电池材料
与电池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福建在
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产业与技术创新能
力比较突出；广东在上游材料及后端电
池回收方面具有优势；四川在电池产能
及绿色制造方面具有较大潜力；湖北在
电池回收方面表现出色。 在全球发展指
数中，中国动力电池产业整体领先优势
明显。

产业链完整 力拓全球市场

成绩有目共睹。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
指出，2022 年， 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达
517.9 吉瓦时，同比增长 71.8%。 中国动
力电池产业克服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和
供应危机等困难， 装机量达 294.6 吉瓦
时，占全球总量的 60.4%，保持了稳定增
长态势。 动力电池技术创新加速发展，
量产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超过 300
瓦/千克，结构创新、低温加热、热扩散安
全防护等新技术成果也在不断涌现。 固
液混合动力电池开始装车使用，动力电
池技术创新和大规模产业应用推动了
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步伐。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苗圩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全球动力电池
产业中担当重要角色。 在产业链方面，
中国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正极材
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关键主材
全部能够在中国生产。 2022 年，我国锂
盐占全球出货量的 70%， 正极材料占全
球出货量的 70%， 负极材料占全球出货
量的 90%以上。

对产业而言，下一步竞争的焦点在
于如何开拓更广阔的全球市场。 当前，
包括宁德时代、蜂巢能源、亿纬锂能、国
轩高科、孚能科技在内的多家电池企业
均加快国际化步伐，提升海外车企配套
能力。 今年 1—4 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
产量达 176.9 吉瓦时，同比增长 28.7%。

苗圩提醒，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走
出去”过程中应注重品牌营销，避免同
质化竞争。要通过降本增效提高产业竞
争力。 实现高能量密度、 高安全性、快
充、长寿命等诉求，技术创新是关键。在
系统结构创新方面， 采用 CTP、CTC、
JTM、CTB 等结构创新技术更好地实现
了电池与整车集成。在材料体系创新层
面，固态电池具有高安全性、高能量密
度， 成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争焦点。
与此同时，还应关注高能量密度的磷酸
铁锂电池、磷酸铁锰锂正极、高镍正极、
富锂锰正极、 硅碳负极等新材料体系电
池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从“有”到“好” 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看来，动
力电池行业已经从“有没有”迈入“好不
好”的新阶段，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结构
更加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 对于企
业而言，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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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产和服务过渡。 动力电池产业的前
半程已经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后半程是
引领市场需求，从“有”到“好”。 其中，科
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动力，绿色发
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强根基。

万钢认为，建立规范有序的动力电
池回收和综合利用市场生态，对环境保

护、成本控制、梯次利用、原材料保障，
以及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 要加强回收利用的监督管理体系，
积极探索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动力电池
回收的市场化发展模式。 他进一步指
出，要坚持动力电池产业高水平开放合
作，进一步凝聚动力电池发展的国际共
识，强化全球协同与国际化布局，加强
国际政策体系对接和标准法规协同，共
同探索动力电池低碳标准和管理体系
建设，推动碳排放核算方法、技术数据
的互通互认和共享。 进一步强化下一代
动力电池技术创新、智能制造和循环利
用环节的全球合作，共同推进动力电池
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在苗圩看来， 推动动力电池规格
尺寸标准化， 是提高竞争力的一项重
要而紧迫的工作。 在国标委 2018 年颁
布的 GB/T34013-2017 《电动汽车用
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标准中，动
力电池共有 145 种规格， 包括圆型电
池 6 种、方型电池 125 种、软包 14 种。
总体来看，电池规格尺寸还是偏多，适
用性不强。未来，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
升， 建议由行业组织动力电池企业修
订动力电池规格尺寸标准，减少规格，
进行标准化生产。 在安装设计不变的
情况下， 根据不同续航里程和动力要
求， 提供不同的电池容量来满足不同
需求。这种模块化的应用在单体、模组
端均可以实现大规模自动化生产，从
而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如果这一设
想得以实现， 我国还可以在全球市场
舞台上实现标准引领。 ”

关关注注
我国首个氢电耦合
中压直流微网投运

本报讯 6 月 15 日，2020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专项的配套示范工程———国内首个氢电耦合
中压直流微网在浙江宁波投运。 该项目实现了氢
产业全链条相关设备全部国产化，氢电转换效率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整个项目由“绿电”和“绿氢”两部分组成。 “绿
电”即建设了 4 兆瓦的光伏电站，“绿氢”则覆盖了
制氢、储氢、加氢的氢能利用全产业链。 （杨时）

国家发改委：
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
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讯 6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加强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
供稳价。 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继
续对煤炭进口实施零关税政策。 夯实国内资源生
产保障能力，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
开发和增储上产， 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管政
策。 加强原材料产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衔
接联动。 加强市场监管，强化预期引导，促进大宗
商品市场平稳运行。 （宗和）

广东：
推进新能源发电
配建新型储能

本报讯 广东省发改委、 广东省能源局日前
发布 《广东省促进新型储能电站发展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 提出， 推进新能源发电配建新型储
能。 按照分类实施原则，2022 年以后新增规划的
海上风电项目以及 2023 年 7 月 1 日以后新增并
网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和陆上集中式风电项目，按
照不低于发电装机容量的 10%、时长 1 小时配置
新型储能，后续根据电力系统相关安全稳定标准
要求、新能源实际并网规模等情况，调整新型储
能配置容量；鼓励存量新能源发电项目按照上述
原则配置新型储能。 可采用众筹共建 （集群共
享）、租赁或项目自建等方式落实储能配置，其中
第一种方式由项目所在地市组织布局落实。 配置
新型储能电站投产时间应不晚于项目本体首次
并网时间，原则上不跨地市配置。

《措施》提出，争取到 2025 年，广东省新能源
发电项目配建新型储能电站规模 100 万千瓦以
上，到 2027 年达到 200 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
末达到 300 万千瓦以上。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