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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半导体相比，我们电动汽

车更缺电池。”日前，某全球汽车巨

头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吐真

言”。事实上，面对电动化浪潮，特

斯拉、大众、戴姆勒、Stellantis、蔚

来、小鹏等多家国内外车企正身处

电池供应不足带来的压力之中。

“芯片荒”未解，汽车行业又迎

头赶上“电池荒”。与“芯片荒”因

供需错配导致不同，电池供应不足

与2021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销量快

速增长有关。中汽协发布数据，

2021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超

350万辆，同比增长157.5%。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

盟发布数据，2021年1～12月，我国

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 186.0GWh，

同比增长 182.3%。电池销量增

速超汽车销量增速。

“突然间爆发得太厉害了。”汽

车分析师林示在接受《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行业没有预

料到电动汽车 2021 年销量超过

300万辆，厂商备货不足。”

下游整车厂无米下锅，上游

电池厂身心也备受煎熬。在宁德

时代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该公司

董事长曾毓群直言，“客户的催货

让我快受不了了。”另有接近比亚

迪人士告诉记者，“比亚迪的订单

都排到 2022 年了，自家的车型都

不够用。”

2021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累 计 154.5GWh，同 比 累 计 上 升

142.8%。1～12月累计装车量前三

名分别是宁德时代 80.51GWh、比

亚 迪 25.06GWh、中 创 新 航

9.05GWh，市场份额分别为52.1%、

16.2%、5.9%。

在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推升

对动力电池需求的逻辑下，动力电

池产业链原材料迎来一波波“涨价

潮”。电池厂商比亚迪在发给下游

整车厂的涨价函中指出，“2021年

锂电池原材料不断上涨，正极材料

LiCoO2（钴 酸 锂）价 格 涨 幅 超

200%，电解液价格涨幅超150%。”

比起涨价，更让电池企业恐

慌的是买不到原材料。蜂巢能源

CEO杨红新向记者表示，“动力电

池关键原材料涨价是市场行为，

短期内没有应对方法。现在我们

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涨价，是买

不到货，是供应有缺口，这个更需

要警惕。”另有接近蜂巢能源人士

告诉记者，“小的电池厂，想要购

买原材料只能排在头部电池企业

后面，而且得出高价购买。它们

的生存更难。”

行业机构预测，到2025年，全

球交通领域的电动化及电力领域储

能对锂电池的总需求量将超过

1.8TWh。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产

能扩张成为中国动力电池头部企业

的一致选择。同时，资本市场也极

其看好锂电池前景。据统计，2021

年A股市场涨幅前20名的公司中，

有7家公司与锂电池产业有关。

2021年以来，宁德时代、比亚

迪、中航新创、国轩高科等动力电

池头部企业数次宣布扩产，几家电

池企业计划投入资金超 3000 亿

元，预计建设产能1000GWh, 约为

现有装车量的10倍。以宁德时代

为例，2021年，扩产领域上至锂矿

资源、四大电池材料、零部件、设

备，下至整车、储能等，宁德时代可

谓是“无孔不入”。

“我们项目团队现在每天加班

到晚上九十点，要赶工期，原来半

年的工期要提前两个月完成，中创

新航要赶着投产。”一位从事锂电

池洁净厂房建设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除了扩产，电池厂商也在加速

投产，抓住这一波红利期。

“电池荒”与抢电池“三十六计”

目前动力电池短缺的情况非常严峻，缺口在30%～50%左右，可能会

持续到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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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获得芯片，这是生

产电动车优先考虑的问题。芯片

对电动汽车固然重要，但现在电池

是我们首要的问题。目前的订单

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电池资

源。”上述车企巨头高管表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不

少车企正在不断寻求与新能源车

产业链各环节达成协议，为电动汽

车采购材料和零部件，特别是电

池，以保证供应链稳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

2021年的股东大会上直言，由于电

池 短 缺 ，Cybertruck、SEMI 以 及

Roadster 三款车型将在 2022 年继

续跳票。

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Innova-

tion高管表示，预计美国汽车行业

在2025年之前都面临电池供应短

缺，“目前美国的电池产能远远不

能满足需求。建造一个满足需求

的工厂（含工厂选址、建设、产品测

试）需要 30 个月，我认为电池短缺

至少会持续到 2025 年。”

国内，汽车生产厂商也备受电

池供应不足的困扰，“为了拿到动

力电池，企业高管蹲守宁德时代一

周。”一度成为行业热议话题。

“电池厂排产很紧张，小鹏汽

车的老板在宁德时代等了一周才

给签合同。”从事动力电池保护板

生产人士王林（化名）向记者表示。

尽管如此，2021年底，小鹏汽

车还是因电池短缺陷入了交车延

期风波。有多位消费者反映，小鹏

汽车未在约定时间内交付车辆，

“约定预计在6至8周内交车,临近

最晚交车期限时,被告知需要延期

三个月”。

小鹏汽车方面回应称，“受疫

情影响，行业面临着磷酸铁锂电池

供给的极度紧张，也给小鹏 P7

480E/N车型的生产带来了极大的

不确定性，造成了480车型订单无

法在下定时的预计交付周期内及

时交付，对此小鹏方面深表歉意。”

早在2021年3月，蔚来创始人

李斌便预测，2021二季度电池供应

将遭遇瓶颈，“电池和芯片（短缺）

将限制蔚来的月交付量。”让李斌

没有想到的是，电池短缺将持续到

2022年甚至更久。

“2022年仍会供不应求。”深圳

一家新材料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

记者，另有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对 2022 年电池供

应持悲观态度。

“目前动力电池短缺的情况非

常严峻，缺口在30%～50%左右，可

能会持续到2025年。不同的企业

情况不一样，有的企业缺口少点，

有的企业缺口会更大，主要跟产品

结构相关。”杨红新表示。

下游整车厂无米下锅，上游电

池厂也难免焦虑。在宁德时代召开

的股东大会上，曾毓群直言，“客户

的催货让我快受不了了。”电池供应

商亿纬锂能在公告中声称，公司现

有场地及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转，近

一年仍将供不应求。有接近比亚迪

人士告诉记者，“我了解到的是，比

亚迪的订单都排到2022年了，自家

的车型都不够用。”

“突然间爆发得太厉害了，行

业没有预料到电动汽车2021年销

量超过300万辆，厂商备货不足。”

林示分析称。数据显示，2021年，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 350 万

辆，同比增长157.5%。

除了电动汽车迅速增长带来

的供应“缺口”外，记者采访了解

到，当下“电池短缺”存在结构性短

缺的特点。目前，全球电池制造行

业的结构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

能不足。整车企业抱怨买不到电

池，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没有电池

可买，而是缺乏车用标准好电池。

“大家都看到了短缺，2022年

价格还会涨。现在车企都是提前

一年锁单，把产能锁定。”谈及电池

短缺，上述接近蜂巢能源人士表

示，很多车企选择通过“锁单”的办

法来稳定供应。

比如，在“电池荒”的背景下，特

斯拉与宁德时代再次签订采购协

议，记者关注到，相比第一份采购协

议2022年6月到期，新签订的协议，

采购时间从2022年1月至2025年

12月。在此期间，宁德时代向特斯

拉供应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

国轩高科引入大众中国战略

投资事宜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落

地。国轩高科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票从大众中国拿到了73.03亿元资

金，用于年产 16GWh 高比能动力

电池产业化项目，年产30000吨高

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大众中国摇

身一变成为国轩高科最大股东，可

以获得稳定的电池供应和对冲原

材料价格波动。

从 2020 年 5 月官宣引入战略

投资，到磨合一年半时间最终落

地，不得不承认这背后也有电池短

缺的“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电池短缺的背

景下，动力电池企业与车企之间的

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换。动力电

池企业相比往年有了更多的话语

权。记者从王林处了解到，每年整

车厂都会对电池厂商提出降价要

求。但2021年在电池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的背景下，为了顺利拿货，

整车厂在账期、价格上给电池企业

一定的支持，“再要求降价，供应商

会直接拒绝供货。”

电池供应不足让很多车企慌

了心神。在燃油车领域，将发动

机、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牢牢握在

手心的整车厂，面对未来市场宏大

的“电动王国”，决不允许变数。特

斯拉、大众、宝马、上汽、一汽、长安

等多家车企通过控股、参股的形式

纷纷加入电池企业的扩产行列中。

整车厂向上游延伸的同时，电

池企业也没闲着，上演着一场场原

材料争夺战。

动力电池及原材料“齐”涨价

为了拿到正极材料，上演了“电池厂采购员经常陪供应商喝酒要货”的戏码。
“实在是扛不住了。”一家动力

电池上市公司的高管向记者直

言。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等不利因素影响，2021 年第三季

度，多家电池厂商利润承压。动力

电池市占率在前十以内的四家企

业：亿纬锂能、国轩高科、欣旺达和

鹏辉能源财报显示，三季度毛利率

均出现环比下降。

据了解，2021年前三季度，大

部分电池企业选择内部消化原材

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这直接导

致了企业毛利率出现下滑。

电池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内部消

化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涨

价有延迟效应。”上述接近蜂巢能源

人士分析称，“电池的制程比较长，

电池厂用的原材料价格之前已经锁

定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只对将来

3～6个月有影响。同时，涨价的幅

度也不会和原材料同步，因为使用

量不同，电池厂对客户涨价是一个

综合结果，里面包含了电池厂自己

内部的消化和吸收。”王林表示，“主

机厂议价能力强也是原因。”

没办法继续消化。2021 年第

四季度，比亚迪、国轩高科、鹏辉能

源等多家电池企业宣布上调电池

采购价格。10月底，比亚迪向下游

客户发出一封调价函，函件中指

出，“与 2020 年 12 月相比，2021 年

锂电池原材料不断上涨，正极材料

LiCoO2（钴 酸 锂）价 格 涨 幅 超

200%，电解液价格涨幅超150%，负

极材料等供应持续紧张，导致公司

综合成本大幅提高。”

具体的调价方案为，产品含税

价格在现行的 Wh（瓦时）单价基

础上，统一上涨不低于 20%，具体

型号、价格参考新报价单。

鹏辉能源发布涨价函并指出

“近来，电池主要材料持续大幅涨

价，我司努力消化成本上涨，但已

经远远超出我司承受极限，为此决

定：所有订单执行大宗联动定价，

不接受长周期，等通知投料和提货

的订单。”

公开资料显示，车用电池主

要由两部分构成：电芯主要由正

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

和外壳构成；保护板主要由管理

芯片、MOS 管、电阻、电容和 PCB

板等构成。

电芯是半成品，不能直接当电

池用，只是提供动力的，需要配上保

护电路，加上外壳包装组成一个成

品电池。电芯相当于锂电池的心

脏，管理系统相当于锂电池的大脑。

“电芯是动力电池的最小单

位，也是电能存储单元。动力电池

实际上是由数个电芯组成的。现

在涨价，短缺的主要是生产电芯的

原材料。”林示向记者表示。

“按成本占比划分，正极材料

是动力电池成本占比最高的原材

料。每家工艺都不一样，正极材料

成本在 30%～40%之间，负极、隔

膜、电解液成本均在10%左右。”上

述新材料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记

者，“正极材料占有较大比例,因为

正极材料的性能直接影响着锂离

子电池的性能，其成本也直接决定

电池成本高低。”

“在正极材料中，最常用的材

料碳酸锂、钴酸锂、锰酸锂都在

涨。”王林告诉记者，“因为金属材

料在涨，尤其是钴涨得厉害。”

“有没有碳酸锂？”“求购碳酸

锂。”记者关注到，近日有不少电池

厂商采购员在业内交流圈求购碳

酸锂。2021年，电池级碳酸锂从当

年初 5.3 万元/吨涨至年底 27.9 万

元/吨，同比增长426.42%。2022年

碳酸锂价格跨过30万元/吨大关，

报价创历史新高。2021 年 1 月 12

日，碳酸锂报价31.6万元/吨。

记者从动力电池行业群了解

到，在供需关系十分紧张的大环境

下，碳酸锂每天都是按“时价”结

算。东兴证券分析指出，2021 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长、精矿

供应短缺及中游备库需求高涨，多

因素推动锂价从年初底部区域逐

级攀升。

其他锂电产业链产品价格同

样也在上涨。CBC金属网发布数

据，2021年末，正极材料钴酸锂平

均价格43.85万元/吨，相比于年初

价 格 23.5 万 元/吨 同 比 涨 幅 超

80%。

有锂离子电池“血液”称号的

电解液中的核心材料“六氟磷酸

锂”一路上扬，2021年初至今，报价

一度破50万元/吨。2022年1月12

日，六氟磷酸锂市场价格区间在55

万元/吨～59万元/吨，其间一度出

现一天上涨 1 万元/吨～2.5 万元/

吨的情况。

据悉，制造动力电池所需的

锂、钴、镍等核心材料，都属于稀缺

资源，而且依赖进口。其中，钴元

素全球储量都很少，且只有30%能

用在电动汽车上。杨红新表示，

“全球储量只有700万吨左右。汽

车是它的一个应用场景，钴的用量

非常庞大。我们预测到2026年左

右，全球钴将供应不足，而且价格

也很难控制。”

谈及钴和锂涨价的原因，汽车

分析师张翔分析称，“钴主要从南

非刚果（金）进口，刚果（金）钴资源

储量占全球钴资源高达50%。受刚

果（金）疫情影响，钴产能跟不上。

另外，我们国家锂资源矿藏量倒是

比较丰富，但品位比较低，国内炼

锂的成本比进口成本要高，主要从

智利进口，同样受新冠疫情，该国

锂资源产能急剧下滑。”张翔表示。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

海 向记者表示，“新能源汽车的

产销量屡创新高，对于动力电池的

需求也是同步暴增。动力电池下

游需求旺盛，中游环节的锂盐、电

解液、隔膜等产能扩产爬坡需要一

至三年，才能从‘理论产能’到‘实

际产量’的过渡，阶段性供应不足，

导致各种原材料接连涨价。”

“动力电池关键原材料涨价

是市场行为，短期内没有应对方

法。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

是涨价，而是买不到货，是供应有

缺口，这个更可怕。”杨红新表示，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原材料供

应，蜂巢能源将会向上游产业链

延伸，投资正极、负极、电解液企

业及矿业和锂盐厂。

记者从电池厂商内部人士处获

悉，在当下电池原材料短缺的市场

环境下，为了拿到正极材料，上演了

“电池厂采购员经常陪供应商喝酒

要货”的戏码。2018年时，正赶上电

池行业洗牌，常常是供应商追着电

池厂商、电池厂商追着整车厂跑。

在“电池荒”背景下，行业内已

经形成“得锂者得天下”的共识。

为了竞购锂资源，两家中国企业上

演一场“同室操戈”的竞争。2021

年 7 月以来，加拿大锂矿千禧锂

业，先后被赣锋锂业、宁德时代和

美洲锂业“溢价”争相收购，身价从

最初赣锋锂业给出的 3.53 亿加元

（约人民币 17.45 亿元），宁德时代

报出的 3.77 亿加元（24.03 亿元），

到被美洲锂业 4 亿美元（25.50 亿

元）拿下，4个月身价涨了近50%。

祁海 向记者表示，“在庞大

的市场需求面前，电池厂商的材

料供应链不安因素增加，因此纷

纷大手笔进军上游抢锂矿，锁定

货源。”

产业链投资“狂欢”的
逻辑和底气

几家电池企业计划投入资金

超3000亿元，预计建设产能

1000GWh, 约为2021年装车

量的10倍。

行业机构预测，到2025年，全

球交通领域的电动化及电力领域

储能对锂电池的总需求量将超过

1.8TWh。到2025年，这一缺口将

扩大到约 40%。在市场空间巨

大，以及优质产能紧缺的市场环

境下，产能扩张成为中国动力电

池头部企业的一致选择。

2021 年以来，宁德时代、比

亚迪、中航锂电、国轩高科、亿纬

锂能、蜂巢能源等动力电池头部

企业数次宣布扩产，几家电池企

业计划投入资金超3000亿元，预

计建设产能1000GWh, 约为2021

年装车量的10倍。

“2025年挑战600GWh”当蜂

巢能源在其第二届电池日上宣

布2025年产能目标时，不少业内

人士直言：“激进”。仅仅不到一

年时间，蜂巢能源产能目标从年

初的 200GWh 提升至 600GWh，

整整翻了三倍。数据显示，2021

年 1～12 月，蜂巢能源动力电池

累计装机量为3.22GWh，市场份

额为2.1%，行业排名第六。

不过，蜂巢能源方面强调，

600GWh的产能规划并非盲目扩

张。杨红新透露，目前蜂巢能源

收到的 2025 年乘用车订单已经

接近400GWh，“要上这么大规模

的产能的确压力很大，我们一直

嫌工厂建设太慢，在努力推动建

设团队加快进度”。

“未来5～10年，得电动化供

应链者得天下。”杨红新表示，

“作为一家中国动力电池企业，

蜂巢能源将在工厂建设、产线爬

坡、产业布局、技术迭代上以更

快的速度，将中国锂电的竞争力

快速拓展至全球，成为一个全球

化品牌。”

“假如我们不是世界第一，

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

曾毓群常说的一句话，有“宁王”

之称的“宁德时代”在扩产上更

是毫不含糊。

目前，宁德时代在全球已布

局 6 大生产基地，分别是国内的

福建宁德、江苏溧阳、四川宜宾、

青海西宁、广东肇庆基地以及国

外的德国工厂，另外还有待建的

上海临港新工厂。据目前披露

的产能规划，宁德时代2025年产

能将超过670GWh。

产能扩张的同时，宁德时代

与整车厂的捆绑越来越深。不

久前，宁德时代将工厂开到了特

斯拉的“身边”，以底价9507.00万

元成功竞得上海临港新片区2幅

工业用地，用来打造智能工厂，

而这块工业用地北侧约1公里便

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宁德时代‘隔墙’销售电

池 给 特 斯 拉 超 级 工 厂 的 便 捷

性、实效性会更强，产业协同、

创新发展的集群效应会更加明

显。”祁海 表示。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王鹏向记者指出，“符

合供应链上的产业聚集效应，

能够做到提质，降本增效，发挥

两家公司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

龙头效应。”

对于“扩产”，亿纬锂能董事

长刘金成表示，“全球电动化目

前已经是市场确定、政策确定、

技术确定、目标的扩产是一种确

定性状态下的扩张，而非不确定

下的盲目扩张。”

除了确定的市场前景，记者

关注到，部分电池厂商产能扩建

与车企提前“锁单”有关。2021年

12 月 20 日，国轩高科发布公告

称，其境外全资孙公司美国国轩

（Gotion, Inc）与美国某大型汽车

制造上市公司签署协议，向其供

应磷酸铁锂电池。因为签订保密

协议，国轩高科方面没有透露客

户身份，外界猜测可能是特斯拉。

2021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累计154.5GWh，同比累计上升142.8%。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