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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产业概况

在双碳政策的大力推动和汽车电动化的大趋势下，新能源汽车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燃油车，这一变革无疑

成为了推动动力电池市场规模迅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据统计，2021年至2025年期间，动力电池市场的

增速预计将达到42%。而在2026年至2030年，虽然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

平，预计为20%。到2030年，动力电池市场的规模将达到惊人的1584GWh。

中国动力电池市场规模及预测(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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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电池技术仍在不断进化，以

满足新能源汽车对更高能量密度、更长寿命

和更高安全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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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电池



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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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上游 01 正极材料

定义

正极材料是对动力电池性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锂电池的技术路线之争实质上是正极材料的技术之争。

正极材料主要有三元材料和磷酸铁锂两种，三元锂电池理论比容量（能量密度）比磷酸铁锂高60%，充

电更快，因此我国新能源车发展之初最早采用三元材料为主。后来比亚迪开发应用出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提高了系统能量密度，加上行业降本压力导致车厂逐渐转为磷酸铁锂为主，2021年磷酸铁锂材料出货量

开始超过三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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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占比 铁锂占比

我国正极材料市场结构占比（装机口径）

出货量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带动动力电池出货放量，我国正极材料出货量保持高速增长。2023年国内锂

电正极材料出货量达到248万吨，同比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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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

竞争格局上看，正极材料生产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较大，

企业技术优势带来的增益相对不明显，正极材料市场

集中度相较于上游其他环节较低。磷酸铁锂市场格局

相对比较集中，湖南裕能的龙头地位比较稳固。三元

材料市场格局相对分散，第二梯队企业间竞争激烈。

磷酸铁锂
出货量市场格局

三元材料
出货量市场格局

湖南裕能 德方纳米 湖北万润 龙蟠科技
融通高科 圣钒科技 国轩高科 安达科技
金堂时代 富临精工 其他

容百科技 巴莫科技 当升科技 南通瑞祥

贝特瑞 振华新材 其他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链上游 02 负极材料

定义

指负极活性物质碳材料或非碳材料、粘合剂和添加剂混合制成糊状胶合剂均匀涂抹在铜箔两侧，经干燥、

滚压而成的材料。目前业内主要的负极材料有以下四种：

材料种类 技术特点

天然石墨 克容量相对较高，但价格贵，目前主要应用在附加值较高的消费电池上

人造石墨 目前主流负极材料，充电倍率高、寿命长，造价较天然石墨更便宜

硅碳负极
理论上克容量能够达到石墨的10倍以上，被认为是下一代高能量密度负极材料，但目前成本

较高难以量产

钛酸锂 新型负极材料之一，安全性较石墨更强、使用寿命更长，但克容量较低

出货量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带动动力电池出货放量，我国负极材料出货量保持高速增长。2023年国内锂

电负极材料出货量达到171.1万吨，同比增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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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

从竞争格局来看，贝特瑞龙头地位较为稳固，但由

于技术壁垒相对不高，新竞争者同样不可小觑，以

河北坤天、广东东岛为例，二者都是2022年实现首

次量产，但产量快速放大到3万吨以上，挤进头部企

业行列。

2023年我国负极材料出货市场格局

贝特瑞 上升空间 生态科技 中科电气 璞泰来 广东凯金 翔丰华 其他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链上游 03 隔膜

定义

隔膜位于正极和负极之间，主要作用是将正负极活性物质分隔开，防止电池短路。目前业内主要的隔膜

按照生产工艺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干法隔膜、湿法隔膜和涂敷隔膜三种，其中湿法隔膜为主流。

材料种类 技术特点

干法隔膜 多为聚丙烯隔膜，优点是工艺简单、污染小，成本低，但生产效率较低，功能性较差

湿法隔膜
多为聚乙烯隔膜，优点是轻薄、功能性更强，不易撕裂，但成本较高且安全性对比干

法隔膜较差

涂敷隔膜
一般为聚烯烃基膜上涂布PVDF或陶瓷氧化物，优点是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好，主要缺

点是生产成本较大，不利于行业替代

出货量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带动动力电池出货放量，我国隔膜出货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2023年国内隔

膜出货量达到177亿平米，同比增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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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

从竞争格局来看，现阶段湿法隔膜是主流产品，湿

法龙头恩捷股份同样为业内龙头，占据近半市场份

额。隔膜行业在电池上游环节中技术壁垒最强，企

业想实现规模化盈利并不容易，加上目前行业供需

较为平衡，因此近年来格局并未出现较大变化。

2023年我国负极材料出货市场格局

恩捷股份 中材科技 河北金力 星源材质 厚生新能源 北星新材 蓝科途 其他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链上游 04 电解液

定义

电解液是电荷传递的介质，在动力电池正、负极之间起到传导离子的作用，对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功

率密度等性能指标有较大的影响。

出货量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带动动力电池出货放量，我国电解液出货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2023年国内

电解液出货量达到114万吨，同比增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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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

从竞争格局来看，电解液环节行业集中度

较高，天赐材料是绝对的龙头地位。但第

二梯队企业的生态位存在变数，例如疫情

期间比亚迪超越新宙邦和国泰华容成为业

内第二。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系2020-

2021年期间电解液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

部分企业因原材料不足无法正常交货，从

而丢失掉头部电池厂的订单，以至于被后

来者弯道超车。

2023年我国负极材料出货市场格局

天赐材料 比亚迪 新宙邦 国泰华荣 昆仑化学 中化蓝天 珠海赛纬 其他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链中游 动力电池整装生产

以销定产模式

主要是指电池厂采购上游材料制作电芯，并将BMS、热管理系统等整合后，根据新能源车厂需求提供电

池方案。由于1GW动力电池的产线投入在1.5~3亿区间，建设周期9至18个月，资产投入较大，业内基

本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一般情况下电池厂会根据新能源车厂的具体需求来建设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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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壳体3

下壳体集成液冷系统4

底板保护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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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连接器7

母线接口8

电池管理器BMS9

我国的动力电池行业在十余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主要的动力电池玩家

主要集中在中日韩，三国的市场份额预计超过90%，其中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为全球行业龙头。在国内范

围，动力电池有明显的寡头竞争的特征，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市占率合计超过72%，且国内基本没有外资

电池品牌的生存空间。

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格局

宁德时代 比亚迪 LG 松下 SK 其他

2024年我国动力电池格局（装车口径）

宁德时代 比亚迪 LG 中创新航 国轩高科 亿纬锂能 孚能科技 其他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链下游 应用领域 – 新能源车装机为主

动力电池的下游主要是指电池的应用领域，主要是以比亚迪、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车厂，新能源车的电池装

机是动力电池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在这个基础上衍生了2个后下游应用领域。一个是动力电池的回收，一个是

动力电池改储能电池。

新能源车厂

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在过去10年迎来快速爆发，从2013年的年销量1.8万辆上升至2023年的949万台，10

年间增长超500倍。从2023年的零售情况来看，前十大新能源车品牌直接拍每个自主品牌占据九个席位，

仅有特斯拉一家外资品牌；其中比亚迪得益自身电池技术优势，在销量上一骑绝尘，远远甩开第二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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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回收

指对已使用过的动力电池进行收集处理，防止

其进入生态系统，危害环境并将动力电池中部

分材料进行2次回收加工，实现剩余价值再利

用的环节。主要的参与者有电池巨头如宁德时

代、比亚迪等，也有专门做电池回收的格林美。

改储能电池

由于我国的新能源发电往往伴随硬性的储能配

套要求，风光发电厂往往会配套发电量5-20%

的储能电池。由于动力电池在性能上比储能电

池更具备优势，部分发电厂会考虑用二手动力

电池来替代传统储能电池。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面临的十大挑战

技术创新
压力

动力电池技术需要不断进步以提高能量密度、降低成本、延长寿命和提高安全性。

这要求企业投入大量研发资源，同时跟上快速变化的技术趋势。

原材料供应
波动

动力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如锂、钴、镍等，价格波动大，供应不稳定。这不仅影

响成本，还可能因资源短缺而限制产能。

技术路线分化
动力电池有多种技术路线，如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等。企业需要根据市场

需求和自身优势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

国际竞争加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动力电池产业也面临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企业需要

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合作机会，同时应对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

消费者顾虑
虽然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但消费者对续航里程、充电便利性、成本等方面的

顾虑仍然存在。动力电池产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快充技术限制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者对快速充电的需求日益增长。动力电池产业需要发

展能够支持快速充电的技术，以提升用户体验。

产能过剩
随着产能的快速扩张，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回收和综

合利用市场生态。

电池安全
电池安全是消费者和监管机构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动力电池产业需要不断加强安

全技术的研发，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环境问题恶化
电池生产和回收处理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电池的回收再利用技术需

要进一步完善，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政策法规
影响

政府的政策和法规对动力电池产业有重大影响。比如补贴政策的调整、环保法规

的加强等，都可能对产业造成影响。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产业发展的十大趋势

能量密度提升
随着技术的进步，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将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未来的电动汽车可

以跑得更远，充电次数减少，从而提升用户体验。

快充速度提升
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动力电池将支持更快的充电速度，减少等待时间，

提高电动汽车的实用性。

智能数字化
生产

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管理将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动力电池的生产过程中，提高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

需求更加
多样化

除了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还将在储能、移动设备、家庭用电等多个领域发挥作用，

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

供应链趋于
稳定

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供应链风险，动力电池企业将更加注重供应链的稳定性和

多元化，以保障生产的连续性。

国际间合作
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动力电池产业将面临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和竞争压力，企业

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和竞争力。

成本大幅降低
随着规模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动力电池的成本将逐渐降低，使电动汽车更加经济，

更容易被广大消费者接受。

多技术路线
并存

未来的动力电池产业可能会出现多种技术路线并存的情况，例如锂离子电池、固

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电池安全性
增强

电池安全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未来，通过改进电池材料和设计，动力电

池的安全性将得到显著提升。

注重环保和可
持续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动力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将变得更加重要，以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并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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