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2024 年 4 月，中国在固态电池

领域的研发取得了显著进展，引发

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中国船舶集团

旗下风帆公司成功研制出首个轨道

交通工程车用类固态电池系统，紧

随其后，太蓝新能源宣布其“车规级

全固态锂电池”取得重大突破。此

外，上汽集团和广汽集团也分别宣

布了固态电池量产的计划和技术发

布，为固态电池技术的发展注入了

新动力。

固态电池，作为下一代动力电

池的有力竞争者，因其高能量密度

和安全性而备受期待。然而，尽管

市场热情高涨，固态电池的量产商

用化仍面临不少挑战。宁德时代，

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池制造商，对此

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业

绩解读会上指出，固态电池在技术

层面上仍需克服固态离子扩散的基

础科学问题，商品化的道路仍然漫

长。尽管如此，宁德时代并未放缓

研发步伐，其凝聚态电池的能量密

度已达到最高500Wh/kg。

该解读会上，宁德时代还分享

了对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深入分

析。公司认为，前沿技术的落地需

要经历三个阶段：技术路线、产品

路线和商品路线。首先，必须确保

技术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际的技

术突破；其次，在产品化过程中，要

确保生产制造的安全性、可靠性、

一致性和质量；最后，产品必须具

备市场竞争力，价格过高可能会影

响销量。

固态电池研发显著突破 宁德时代称量产商用仍存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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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资本市场对固态电池领

域的关注度持续升温。这一现象主

要受到一系列技术突破和企业布局

的推动。

特别是上汽集团与清陶能源共

同开发的首代固态电池，其突出的

性能指标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这款电池不仅实现了“系统级零热

失控”的安全性能，而且在单体能量

密度上达到了 368Wh/kg，相比传

统的磷酸铁锂电池提升了一倍以

上。在实际应用测试中，搭载这款

电池的测试车辆最大续航里程能够

达到 1083 公里，且仅需充电 10 分

钟，便可增加400公里的行驶距离，

这无疑是对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的

一大飞跃。

同时，众多车企也在积极布局

固态电池领域，力图抓住这一技术

革新的先机。例如，上汽集团旗下

的智己汽车在上海发布了智己 L6

智能轿车，该车型是全球首款量产

搭载“超快充固态电池”的汽车，标

志着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式迈入“固

态电池时代”。

太蓝新能源也在4月4日宣布

其在固态电池技术上的重大进展，

成功研发出单体容量 120Ah、实测

能量密度高达720Wh/kg的高能量

密度固态锂金属电池。

广汽埃安旗下的昊铂品牌也不

甘落后，在 4 月 12 日发布其“全固

态”电池。这款电池采用了100%固

态电解质，具备超高能量密度、强大

的本征安全性能和宽广的使用温度

范围，且已经准备好从实验室走向

量产应用阶段。

业界分析机构认为，随着多家

企业在固态电池性能提升和量产进

度上的不断推进，固态电池的产业

化进程有望得到加速。据 GGI 预

测，到2024年，固态电池（包括半固

态电池）的全年装机量有望超过

5GWh，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固态电池的量产商用仍

面临一些挑战。曾毓群在3月15日

的业绩解读会上指出，固态电池在

技术层面上仍需克服固态离子扩散

的基本科学问题，距离真正的商品

化尚有一段距离。此外，他在 3 月

28 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

也提到，电动汽车固态电池的商业

化推广还有数年时间，且存在诸多

困难，例如电池寿命短和车祸中破

裂可能导致的风险等。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业内普

遍认为全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技

术的优选方案，并预计在2030年前

后能够实现广泛应用。中国科学院

院士欧阳明高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论坛（2024）上表示，全固态电池

有望在2030年左右实现产业化，这

将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竞争的关键制

高点，有潜力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实际上，全球多家知名企业已

经在固态电池的研发和探索上投入

了大量的资源。

三星 SDI 计划在 2027 年量产

全固态电池；长安汽车预计到2030

年推出包括液态、半固态和固态在

内的 8 款自研电芯；广汽埃安计划

在 2026 年实现全固态电池的量产

装车；日产、丰田、宝马、大众和福特

等也都制定了各自的固态电池发展

计划。

宁德时代也在固态电池领域加

大了投入，其凝聚态电池的能量密度

最高可达500Wh/kg，并正在进行民

用电动载人飞机项目的合作开发，

执行航空级的标准与测试，以满足

航空级的安全与质量要求。同时，

宁德时代还将推出凝聚态电池的车

规级应用版本，以进一步推动固态

电池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

固态电池技术，作为一种新

兴的能量存储解决方案，正逐渐

成为电池行业的研究热点。与传

统的锂离子电池相比，固态电池

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全球科研

机构和企业的关注。这些优势包

括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快的充电

速度，以及显著提升的安全性。

然而，由于成本和技术障碍，固态

电池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

在上述业绩解读会上，在被

问及下一代电池技术如何维持领

先地位，宁德时代仍有着清晰的

战略规划。

宁德时代方面表示，任何前

沿技术的落地都需要经历三个

阶段：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和商

品路线。首先，必须确保技术理

论上的可行性和实际的技术突

破；其次，在产品制造阶段，要保

证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

性和质量；最后，产品必须具备

市场竞争力，即价格合理，能够

被市场接受。

在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上，

宁德时代方面提出了三种主要的

技术路径：氧化物、硫化物和聚合

物。尽管这些技术路径都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许多基础科

学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固态电

解质中的离子扩散速率通常低于

液态电解质，且固态之间的接触

问题也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

问题的解决是固态电池技术发展

的关键。

宁德时代方面还提出了凝聚

态电池的概念，这是一种介于液

态和固态电池之间的技术。凝聚

态电池采用半固态的胶质电解

液，这种设计既保持了锂离子的

传导功能，又通过降低流动性来

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从而避免

了传统液态锂离子电池在过热时

可能出现的热失控风险。

尽管凝聚态电池在技术上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专家们普遍

认为，与全固态电池相比，它在技

术上仍有明显的差距。

知名战略定位专家詹军豪表

示，宁德时代的凝聚态电池与全

固态电池在技术上存在明显的差

距。凝聚态电池虽然采用了固态

电解质，但在某些关键方面，如电

解质材料、电极结构等，仍未能完

全达到全固态电池的标准。全固

态电池在电解质和电极材料的选

择、结构设计以及生产工艺等方

面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以实现更

高的能量密度、更好的安全性能

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工程执行主任袁帅也指出，

宁德时代的凝聚态电池与全固态

电池在技术上存在显著差异。凝

聚态电池可能是一种介于液态和

固态之间的中间状态，而全固态

电池则完全消除了液态电解质。

因此，凝聚态电池在某些性能上

可能接近全固态电池，但在结构

和原理上仍有所不同。

对于宁德时代而言，固态电

池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朱克

力指出，目前，公司在固态电池技

术研发方面面临的挑战包括提升

固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降低

界面电阻、控制材料成本和改进

生产工艺等。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朱克力

建议宁德时代加强与国内外高

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共同研发新

型固态电解质材料。通过优化生

产工艺和提高材料利用率来降低

生产成本，从而推动固态电池的

商业化进程。此外，宁德时代还

可以寻求政府在政策和市场方面

的支持，以加速固态电池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

“通过这些措施，宁德时代有

望在固态电池领域取得突破，继

续保持其在全球电池行业的领先

地位。”朱克力表示。

“三步走”推动固态电池落地

在被问及下一代电池技术如何维持领先地位，宁德时代仍有着清晰的战略规划。

资本市场引燃“固态电池”

众多车企也在积极布局固态电池领域，力图抓住这一技术革新的先机。

2023 年，秦川机床把发展

方向瞄准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蓬勃发展，同年，秦川机床定增

募资12.3亿元，其中两个重要的

募投项目均聚焦于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制造领域。

在上述募资中，秦川机床的

控股股东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法士特集团”）出资4.33亿元认

购了 3889.05 万股，占此次募资

总额的35%。

除了法士特集团外，此次

非公开发行还吸引了多家知名

机构参与认购。其中，海通证

券 、工 业 母 机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国泰君安分别获

配 955.71 万 股 、898.47 万 股 、

840.07 万股，对应的获配金额

分别为 1.06 亿元、1 亿元和 0.93

亿元。此外，财通基金、陕西

金资基金、华泰资管、诺德基

金、UBSAG 等机构也参与了此

次认购。

值得注意的是，自法士特

入主秦川机床以来，包括本次

定增在内，已实向法士特施了

两次定增。

早在2021年9月，秦川机床

就实施了一次定向增发，此次定

向发行的对象为法士特集团，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7.82亿元。

在 2021 年的定增中，秦川

机床使用募集资金分别投入到

高端智能齿轮装备研制与产业

化项目、高档数控机床产业能力

提升及数字化工厂改造项目以

及偿债补流。

按照计划，秦川机床此次将

使用12.3亿元定增募集资金，分

别投入到“秦创原·秦川集团高

档工业母机创新基地项目（一

期）”“新能源汽车领域滚动功能

部件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新能源乘用车零部件建设项

目”“复杂刀具产业链强链补链

赋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和补充

流动资金。

从上述两次定增募投项目

来看，秦川机床正在借助新能源

汽车产销呈爆发式增长的契机，

扩大新能源汽车传动零部件制

造领域。

“秦创原项目已于去年年底

顺利完成建设，厂房已投入正常

运营。但是，由于项目涉及的一

些关键设备采购周期相对较长，

通常需耗时约18个月。”李静介

绍，预计到2025年年底，秦川原

项目的所有设备将完成安装调

试并投入使用。

李静还介绍，新能源乘用车

零部件建设项目的建设主体为

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

司。目前，沃克齿轮的主要下游

市场集中在燃油车领域。然而，

随着这一项目的不断推进，公司

能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更

大的市场份额。

秦川机床认为，随着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秦川

机床所在的汽车零部件行业

和汽车领域用制造装备零部

件行业的需求也将迎来高速

增长。

净利润下降八成 秦川机床“掌舵者”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 王登海 西安报道

换帅之后，秦川机床工具集

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秦川机

床”，000837.SZ）又一次出现了净

利润大幅下滑的局面。

日 前 ，秦 川 机 床 发 布 了

2023 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

公司 2023 年实现营收 37.61 亿

元，同比减少 8.29%；归母净利

润 5225.83 万元，同比减少 81%，

扣 非 净 利 润 同 比 大 幅 下 降

155.56%，并出现了亏损的情况，

亏损额为-3466.62万元。

秦川机床董事会秘书李静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2023

年，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是非经

常性影响造成的，公司运营状况

和收入下滑趋势仍符合行业整

体的发展逻辑和趋势。

事实上，在 2012 年至 2019

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秦川机

床一直深陷扣非净利润亏损的

泥潭。在此背景下，法士特集

团董事长严鉴铂临危受命，兼

任秦川机床的董事长，经过这

一系列改革和收购，秦川机床

财务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业

绩也实现了稳步增长，摆脱退

市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严

鉴铂到龄退休。此次年报为秦

川机床“换帅”后，交出的首份成

绩单，然而，净利润却下降八成，

对继任者来说，或许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

净利润大幅度下降

秦川机床2023年度的年报，是

秦川机床“换帅”之后发布的首份

年报。

从数据上看，秦川机床在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7.61亿元，这一

数字较上年同比下降了8.2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仅

为5225.83万元，降幅高达81.00%。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扣非净利润同

比大幅下降 155.56%，并出现了亏

损的情况，亏损额为-3466.62万元。

“2022年公司确认了1.23亿元

的资产处置收益，而到了 2023 年，

这一收益不再出现，这也是导致公

司业绩出现下滑的关键因素。若

排除这一特殊因素，公司的发展态

势与行业整体趋势是保持一致

的。”李静介绍。

此外，李静还介绍，2023年，公

司全资子公司联合美国工业公司

破产清算，减少了该年度归母净利

润2233.48万元。

“剔除了上面两个因素，公司

2023 年的运营状况和收入下滑趋

势仍符合行业整体的发展逻辑和

趋势的。”李静表示。

从秦川机床的收入构成来看，

机床类产品仍是公司主要的利润

来源。在2023年度，机床类产品的

营收达到了 17.81 亿元。然而，与

2022年相比，机床类产品的营业收

入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降幅达到

17.83%。其中，宝鸡机床和汉江机

床作为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营收

分别为12.84亿元和3.21亿元，分别

同比下降 3%和 20%。这一变化导

致机床类产品在总营收中的占比

从 2022 年的 52.84%下降至 2023 年

的47.34%。

在零部件类业务方面，秦川机

床在2023年实现了13.92亿元的营

收，同比增长7.28%。其中，沃克齿

轮的营收达到了5.28亿元，同比增

长28%；然而，工具类业务的营收为

3.21亿元，同比下降了11.34%。

年报数据显示，秦川机床在

2023年的利润率也面临较大压力，

公 司 机 床 类 业 务 的 毛 利 率 为

16.72%，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83%；

零部件类业务的毛利率为13.06%，

较上年同期减少了0.24%。

“2023 年，公司的净利润下降

超过了 80%，而毛利率只下降了一

个多点，相较于市场下滑带来的影

响已经控制得很好了。”李静认为。

在业绩遭遇显著下滑的同时，

秦川机床也在压缩其研发投入。

数据显示，2023 年，公司的研发投

入金额为 1.99 亿元，同比减少了

41.39%，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5.3%。2022年，秦川机床的研

发投入达到了3.4亿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8.3%。

不过，秦川机床对2024年的发

展充满了信心，公司设定的经营目

标是，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 15%。

然而，也有市场研究机构对于秦川

机床的盈利预测有所下调。开源

证券在其研究报告中，对秦川机床

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盈利进行

了预测调整，预计 2024 年、2025 年

和2026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1.31 亿元、1.78 亿元和 2.43 亿

元。而此前，该机构预测2024年和

2025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2.59 亿元

和3.28亿元。

借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

继任者面临挑战

公开资料显示，秦川机床前身

名为秦川发展，是我国历史悠久的

国有机床企业，公司始建于 1965

年，1998年在A股上市。

目前，秦川机床旗下拥有秦川

机床本部、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

江工具、沃克齿轮、秦川格兰德、秦

川宝仪等多家企业。公司在齿轮

加工机床、加工中心、车削中心、螺

纹磨床、复杂刀具等领域处于国内

第一梯队。

2012年至2019年，秦川机床历

经八年扣非净利润的亏损，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是秦川机床发展历程

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一年，陕

西省国资委将其所持秦川机床1.1

亿股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5.94%）无偿划转至法士特集团，同

时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也将其

所持秦川机床 9182.7 万股股份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3.24%）对应

的表决权委托给法士特集团行使。

这一系列的股权变动，使得法

士特集团成为秦川机床的控股股

东，但公司的实控人依然为陕西省

国资委。

也是在这一年，法士特集团的

董事长严鉴铂被任命兼任秦川机

床的董事长。他接手秦川机床后，

立刻对公司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

改革。同年秦川机床还以现金4.29

亿元收购控股股东法士特集团持

有的沃克齿轮100%股权。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和收购，

秦川机床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显著

改善，业绩也实现了稳步增长，摆

脱退市困境。

数据显示，2020年秦川机床实

现营收40.95亿元，同比增长29.39%，

其中零部件业务实现营收13.2亿元，

同比增长88.8%。2021年，秦川机床

在保持零部件类业务继续增长的基

础上，抓住机床行业上行期机遇，实

现 总 营 收 50.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38%，其中机床类业务实现营收

24.3亿元，同比增长42.5%。

2022年，由于疫情导致市场需

求减缓、国际运输成本上涨和贸易收

入减少等因素的影响，秦川机床实现

总营收41.01亿元，同比下降18.83%，

全线业务均有一定程度的收缩。

2023年，秦川机床又一次迎来

了“掌门人”的变动。带领秦川机

床走出困境、实现逆袭的严鉴铂因

退休离任。

接任严鉴铂的是在法士特集团

系统内任职近20年的马旭耀。秦川

机床披露的资料显示，马旭耀曾在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担任

规划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战略投资

总部部长等职位，后升任法士特副

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等职。

2023 年 6 月，马旭耀顺利接棒

法士特“一把手”；同年9月，他更是

被正式任命为秦川机床董事长，成

为同时兼管两家地方大型国企的

重要人物。

宁德时代提出了凝聚态电池的概念，这是一种介于液态和固态电池之间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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