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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腰部电池厂的第二增长曲线？
寒冬比预想的来得还要早。锂电池行

业从2022年的供不应求，到2023年产能过
剩，价格从2022年0.8元/千瓦时厮杀到2023
年底0.35元/千瓦时，再到目前最低的0.3
元/千瓦时。

在2023年，全球电池产业面临诸多挑
战。供应链的波动、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以
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动力电池
市场的竞争。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产能利用率
为51.6％，2023年降至41％，到2025年很可
能降至35％左右。

这意味着，落后产能出清、龙头企业裁
员、利润锐减都将是预料之内会发生的事。

从业绩财报来看，二线锂电厂的日子
并不好过。孚能科技连续第三年亏损，
2023年的亏损更是达到了17.74亿元，存货
跌价准备5.15亿元；瑞浦兰钧上市首年即
亏损19.43亿元；中创新航也困于增收不增
利，2023年净利2.9亿元，同比下滑57%。

腰部大厂的新选择

“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淘汰意味着有人要出局，
这一出局不但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出局，也是几
千人失业，几百上千亿元的钱化为乌有。”亿纬锂能
董事长刘金成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谈道。

刘金成更是直言，动力电池领域里“两强”的格
局非常显著。“目前二线厂商没有资格卷，而是处于
共生死的状态。”

刘金成所言的“两强”是指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从市场份额来看，根据SNEResearch的报告，

宁德时代2023年一季度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61
吉瓦时，占市场份额37.9%；比亚迪的装车量为22.7
吉瓦时，相当于两者瓜分了过半的动力电池市场。
从业人士评价，宁德时代一家就赚走了行业大部分
的利润，剩下90%的企业都是“喝汤”的。“其能以更
低的价格采购原材料，又凭借产品的高溢价得到更
高的利润。”

在动力电池市场的紧绷时刻，锂电企业有的选
择继续内卷，也有的选择错位竞争寻找新的市场增
量，释放其产能与流动性。

电力储能成为锂电企业悉数入局的赛道，头部
锂电企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庞大市场，而腰部企业
则视其为弯道超车的重要抓手。

“两强”入场仍然颇具优势，在市场规模快速扩
张的阶段，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储能等头部企业将储
能视为业绩的第二增长极。

“储能是宁德时代重要的业务板块，也是未来
发展的重要动力。”在4月9日宁德时代召开的储能
新品发布会上，储能技术中心主任余东旭说道。比
亚迪储能2023年的储能电池出货量是28.4吉瓦时，

相当于其如今动力电池业务一个季度还多的出货
体量。

而在二线大厂之中，储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板
块，不少企业正在这个细分赛道上纵向深入。

瑞浦兰钧是从事“动储”结合的代表。在储
能业务方面，储能电池营收达69.85亿元，在其营
收占比中过半。根据储能领跑者联盟（EESA）统
计，2023年瑞浦兰钧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位列中
国企业第四名，全球户用储能电池出货量则排名
第二。

遗憾的是，快速增长的出货量并没有带来高利
润，刚刚登陆港股的瑞浦兰钧仍未走出以价换量的
老路，其2023年毛利甚至下降73.0%，毛利率从2022
年的7.4%下降至2.1%。

对于这样巨大的毛利下滑，瑞浦兰钧的解释
是，去年锂电池行业主要原材料价格下行，以及动
力电池领域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的售价降低。“而
由于生产周期，原材料价格的下降需要一定时间才
可传导至销售成本。”

这也意味着，尽管动力与储能行业看似相邻，
但跨界的风险并不容忽视。事实上，动力电池业务
与储能业务在市场需求和财务管理上的差异巨大，
需要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

鹏辉能源品牌传播部总经理唐莹告诉记者，动
力电池销售通常与汽车制造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通过技术合作和量产协议来实现销售。而储能电
池的销售模式更加多样，既包括与电力公司、可再
生能源项目开发商的直接合作，也涵盖通过分销渠
道和合作伙伴网络来扩大市场覆盖面。

动力电池业务因其长期的合作协议和较为稳
定的订单量，现金流相对更为稳定。而储能电池业

务的现金流则更受市场需求波动、政策变化和项目
周期的影响，可能需要更灵活的资金管理策略来应
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今年4月，南都电源发布了其单体容量达到690
安时的电芯产品，公司表示能够实现储能系统五年

“零”衰减。事实上，从产品性能上来看，南都电源
的电芯容量超过了宁德时代天恒储能系统所搭载
的新款电芯。而打造这一差异化产品的意图，实则
与储能电芯厂商一度困于同质化竞争，而难以摆脱
僵局紧密相关。

南都电源副总裁、总工程师相佳媛告诉记者，
公司预判储能电芯可能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再次从
有序走向无序的阶段，因此公司推出这款产品也
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引领，让行业走向有序健康
发展。

相佳媛还谈道，其实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
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个储能电站中存在上万颗的电
芯，同时使用寿命的预期长达10年甚至20年，所以
储能电芯的安全性要求其实比动力电池更高。

2022年，南都电源将其从事民用铅酸电池业务
的参股公司剥离，也意味着其完全退出了民用铅酸
电池市场。在近期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公司强
调，公司主营业务聚焦储能领域。2023年，其电力
储能和工业储能分别占其主营业务营收的28.92%
和21.47%。

“不出海就出局”已成共识

“不出海，就出局”，早已成为行业共识。动力
如此，储能亦然。

“我们在海外的团队完全是本土化的，海外的

买家和我们接触时很少会意识到我们是中国企
业。”一家储能电池企业品牌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同于动力电池走向产业链出海，储能电池出
海以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为主。而原因既与国内
储能市场的严重内卷和激烈竞争、利润不断走低有
关，也与海外储能市场的机会广阔、市场毛利率更
高有关。不少企业将海外市场视为“利润池”，推行
海外本土化的举措越发常见。

例如，南都电源正在加强欧洲、北美、澳大利亚
等多个海外属地服务中心配置，与各大型能源集团
深入战略合作，相继中标英国178兆瓦时储能系统
项目、澳大利亚256兆瓦时储能项目等多个储能项
目。远景储能已在全球参与超过200个项目，交付
超过 10吉瓦时，包括新加坡裕廊岛项目、英国
WormaldGreen项目等大型储能项目，在手订单超
15吉瓦时。

除了欧洲地区与美国等热门市场，亚非拉等新
兴市场也成为不少企业看好的蓝海。

在远信储能合伙人张佳婧看来，这是一个广袤
的市场，人口占比超过50%，有很大的需求。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储能业务的电池企业，
鹏辉能源也正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打开新的营收增
长渠道、提高市场份额。

去年，鹏辉能源和虎头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
共同开拓非洲的储能市场。这也是中国储能企业
出海，与海外形成商业共赢的一个案例。

“我们主要做好适合非洲市场的储能产品，虎
头在非洲具有很成熟的市场网络和开拓经验。双
方各司其职，做好各自擅长的事情，会更有利于海
外市场的快速开拓。”唐莹表示。

今年1月，鹏辉能源与瑞锝投资也签订了战略
合作，合作方向是海外市场的开拓，重点聚焦西北
非及阿拉伯国家。瑞锝投资擅长把中国先进的自
主研发技术输出，实现初级知识转移，鹏辉能源则
擅长开发储能技术和产品。

另外，鹏辉能源已在越南建立了工厂，即将
投入使用。该公司国内的产能规划是2025年超
100吉瓦时。“我们在国内的产能建设循序渐进，
以质量为先，不盲目快速扩产。同时，2024年我
们会加强海外产能建设，以应对海外市场的需
求，比如公司在越南的工厂建设将投入使用。同
时，欧洲地区的产能建设也处于考察和规划中。”
唐莹告诉记者。

远景储能总裁田庆军认为，在储能出海过程
中，欧洲和北美的电力市场可以为中国的电力市场
改革提供经验，而东南亚、中东、北非则在借鉴和复
制中国的新能源发展道路，他们当前对储能的需求
也十分巨大。中国正好处于中间位置，一边学习，
一边输出。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产品和技术，更多
的是能源转型的经验。

除此之外，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出海也将推动
中国储能政策和标准的国际化。“随着中国新能
源企业的出海，以及在国际新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不断增强，有助于推动中国储能相关政策和标准
走向国际市场，助推海外对中国标准的认可。”唐
莹表示。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费心懿

我国钠电池储能技术首次实现规模化应用
近日，我国新型储能领域内首个10兆瓦时的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在广西南宁正式

投运。这是我国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首次实现规模化应用。
在广西伏林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随着调度系统发出放电的指令，电池舱内储存

的1万千瓦时新能源电量被送出，这些电量将满足15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随着
这次电量传输完成，标志着电站正式投运。

该电站由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投资建设，本期投产规模为10兆瓦时。项目整体
建成后规模将达到100兆瓦时，每年能发出清洁电能7300万千瓦时，相应减少5万吨二
氧化碳排放，能满足3.5万居民用户的用电需求。

12分钟可充电90%

2022年11月，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南
网储能公司、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科海钠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单位组成的项目团队，正式
启动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百兆瓦时级
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集成技术及应用示范”研究攻
关任务。

高性能电芯是整套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的
基础单元。经过长达一年半的研究，项目团队研
制出了全球首款长寿命、宽温区、高安全210安时
钠离子储能电池。“从性能看，这种钠离子电池具
有工作温区宽、快充和倍率性好等优点，12分钟
可以充电90%。”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胡
勇胜表示。

作为项目的主要技术参与方，南网储能公司储
能科研院在锂电池储能的系统集成和安全防控等
领域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经验，承担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全寿命周期应用安全
技术”。“虽然钠电和锂电的反应原理相似，但要结
合钠电充放电特性研制出成套储能系统，却需要攻
克很多新的难题。”南网储能公司技术专家李勇琦
表示。

随着关键技术的突破，钠离子电池有望成为成
本最低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将加快推动我国新型储
能电站向集中式、大型化趋势发展，促进新能源发

电高比例消纳，以新型储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新
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构建。“我们研发的这
个系统可以灵活地进行模块化组合扩展，好比搭积
木，积木越多，规模越大。”该项目负责人、南方电网
广西电网公司创新部副主任高立克表示，该系统通
过模块化组合实现灵活扩展，规模可以达到100兆
瓦时以上。

提升电池模块安全性

在安全防控方面，该项目团队开发了液冷系
统热管理策略以及模组级热阻隔、高效灭火等钠
离子电池储能系统成套火灾防控技术。整套系统
的22000多个钠电池单体的温度差控制在3摄氏
度以内。运用兼备散热和热失控阻隔的玻璃纤维
气凝胶作为电芯间的热阻隔材料后，可将电池单
体热失控蔓延时间由30分钟延长至2小时，足足
延长至4倍，大幅提升了电池模块的安全性。而团
队研发的液氮高效灭火、降温、抗复燃技术，能够
在5秒内扑灭电池初期火灾，做到24小时不复燃
不爆炸。

2024年 1月 28日，由中国工程院蒋剑春院
士，中国科学院程时杰院士、张跃院士，欧盟
科学院孙金华院士等专家组成的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鉴定委员会对项目成果作出评审鉴
定：该项目团队研制的“10兆瓦时电力储能电

站用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整体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国内钠电池产业处于培育期

新型储能是指通过电化学储能、物理储能等技
术实现能量存储。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都属
于电化学储能，它们的工作原理相似，都是通过电
能和化学能的相互转化来完成充、放电。

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的新型储能项目中，
锂离子电池储能占到97.4%。随着钠离子电池储
能技术的突破，将与锂离子电池形成互补和有效
替代。

李勇琦表示，钠资源来源广泛、储量丰富、价格
低廉，而且能量转换效率超过锂电池，有望应用于
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电动汽车、工程机械等领域。

相对于锂电池，钠电池具有资源丰富、高低温
性能优异、倍率性能好、安全性高的特性，使其能
够在两轮车、储能等应用领域得到进一步验证和
实践。

高工咨询董事长张小飞表示：“钠电池技术
和产品还在不断快速发展过程中，可靠性的提
升、技术路线的确立、供应链的建立等问题尚待
解决。”

展望钠电池产业未来几年的趋势，高工产研
预测，在产能上，2024年我国将有超过5家钠电
池企业完成5吉瓦时钠电池产能，超过5家企业
完成 1000吨聚阴离子正极材料产能，超过 8家
企业完成1000吨硬碳负极材料产能。

总体来看，2023年至2027年，国内钠电池产业
仍然处于培育期，2027年后将进入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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