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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产能的进一步扩张，

动力电池企业正加速向海外市场

破局。

日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

创新联盟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

动力电池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

我国动力电池和其他电池累计产

量 为 430GWh，累 计 同 比 增 长

36.9%。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动

力电池和其他电池累计销量为

402.6GWh，累计同比增长 40.3%。

其 中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销 量 为

318.1GWh，累计同比增长26.6%。

在行业仍然存在供大于求和

价格战的情况下，动力电池相关

企业的业绩受到一定影响。《中国

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包括蜂巢能

源、孚能科技（688567.SH）等在内

的多个动力电池企业的业绩表现

有所承压。

面对上述情况，相关企业已开

始降本增效，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以及开拓海外市场。蜂巢能源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4年公司的

总基调是稳固基盘、聚焦经营，同

时坚持创新。“公司已经制定了全

年14亿元制造成本改善的目标，并

且发力海外市场业务。”

孚能科技相关负责人也对记

者表示，孚能科技与土耳其TOGG

集团合资成立的 SIRO 公司，也将

为孚能科技形成海外本地化的制

造和服务能力，拓展海外客户形成

竞争优势，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价格战频发、业绩承压
动力电池企业打响淘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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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压

降库存是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企

业的关键词之一。据孚能科技

2024年一季度财报，孚能科技的存

货由2023年同期的35.99亿元下降

至 32.82 亿元。国轩高科（002074.

SZ）2024年一季度的存货也由去年

同期的56.79亿元降至54.38亿元。

孚能科技方面对记者表示，公

司已在 2023 年度提升库存管理水

平。“高价库存产品和原材料基本

消化完毕，存货金额已下降到2024

年一季度约 33 亿元的水平，高成

本库存对往后业绩的压力已经逐

渐释放。”

不过，相关企业在今年一季度

的业绩出现下滑。其中，孚能科技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1.7%，

降到29.24亿元；国轩高科归母净利

润出现同比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

8.56%，降到 0.69 亿元；亿纬锂能

（300014.SZ）归母净利润也出现同

比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6.49%，降

到10.66亿元。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动力电池的价格和下游

车企需求的双重影响下，过去一年

动力电池价格出现下行。

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联席

董事王悦告诉记者，尽管以碳酸锂

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下

滑，但动力电池的制造成本降低也

部分缓解了电池制造商盈利方面的

压力。“不过，下游新能源车企的价

格战持续也会给上游电池厂商带来

压力，目前动力电池价格相比去年

逐渐稳定下来。部分企业采取价格

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内获得

更多的订单。”

王悦进一步对记者表示，盲目

持续的价格战会损害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长期来看车企在追求电池性

价比的同时也会更注重电池在续

航、高温低温下的表现，以及安全性

等方面的品质。“拥有稳定高品质的

电池生产技术和成本管控能力，是

立足于该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

来，市场需求增长放缓是当前行业

产品供大于求的主要原因之一。随

着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坡

和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消费

者购车意愿受到一定影响，导致动

力电池市场需求增长不如预期，进

而造成产能过剩。

“行业过度投资与产能扩张过

快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年来，

动力电池行业吸引了大量资本涌

入，企业纷纷扩大产能以抢占市场

份额，但市场需求未能及时跟上，导

致供需失衡。”江瀚进一步表示，动

力电池的性能不断提升，但成本下

降速度未能同步，同时企业间为争

夺市场份额而展开的价格战，进一

步压缩了利润空间。

应对欧盟关税冲击波 动力电池企业加码海外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宁德时代（300750.SZ）计划

筹集 15 亿美元（约合 105 亿元人

民币）的基金，以帮助构建其海外

供应链。

此计划正值欧盟考虑对从

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之际。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使

更多中国车企在欧洲设厂生产，

从而减轻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在欧盟关税政策的压力下，全球

动力电池市场占有率领先的企

业，比如比亚迪旗下的弗迪电池

和长城汽车的主要电池供应商蜂

巢能源，也在加快出海布局，提前

推进中国车企的本地化生产计

划。然而，出海布局并非总是一

帆风顺，例如蜂巢能源在 6 月传

出其欧洲项目搁置的消息。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

长张翔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动力电池企业在欧

洲加强供应链建设是顺应车企发

展的需求。他表示：“动力电池企

业在当地建厂后，车企会认为其

供应链更加安全。如果从中国进

口电池，中间环节较多，风险也较

大，一旦零部件供应不上，将影响

车企的生产，导致新车无法按时

交付。因此，在欧盟对中国车企

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动力电池企

业在欧洲建厂，不仅能规避关税

问题，还能促进中国车企在欧洲

的本地化生产。”

动力电池企业补强海外供应链

近日，有消息称宁德时代计

划筹集一只离岸基金，为其在欧

洲和其他海外市场的供应链体

系提供融资。这只基金由总部

位于中国香港的Lochpine Capital

管理，注册于2023年8月。

宁德时代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该基金旨在通过全球志同道

合的伙伴支持，促进全球能源转

型。该公司补充道，基金将主要

从海外投资者处筹集资金。

宁德时代计划为该基金出

资约 15%，并与海外主权财富基

金、超级富豪的家族理财办公室

和油气公司等潜在投资者进行

洽谈。

记者就此事联系宁德时代，

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据了解，该基金的主要投资

目标是能在欧洲为宁德时代供

货的企业，投资标的可能包括采

矿业。欧洲目前没有足够的电

池上游材料供应商，且难以直接

为新的供应商提供资金，设立上

述基金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

的市场化方案。

目前，宁德时代在欧洲已建

有德国图林根电池工厂，年产能

为14GWh。同时，该公司在匈牙

利建设了一座耗资73亿欧元（约

合576亿元人民币）的新电池生产

基地。

此外，宁德时代还计划与全

球第四大汽车生产商斯特兰蒂

斯共同在欧洲建设电池工厂，基

地或选址西班牙。

实际上，记者了解到，在海

外尤其是欧洲补强供应链的布

局中，国内的动力电池企业并非

仅有宁德时代一家。

博格华纳官网 2 月 18 日发

布消息称，公司与比亚迪旗下的

弗 迪 电 池 签 署 了 战 略 合 作 协

议。根据该协议，博格华纳在欧

洲、美洲及亚太部分地区拥有使

用弗迪刀片电芯为商用车本地

化生产LFP电池包的权利，协议

有效期为8年。

除了在涵盖的地理区域获

得用于生产磷酸铁锂（LFP）电池

包的尖端刀片电芯外，博格华纳

还将获得弗迪电池授权使用其

电池包设计和制造过程相关的

知识产权。

然而，国内动力电池企业的欧

洲布局并非一帆风顺。今年6月，

蜂巢能源在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

劳赫哈默的布局被传出暂停。

多家外媒报道称，蜂巢能源

已暂停在劳赫哈默建设一座电

池工厂的计划。Electrive援引蜂

巢能源的信息称，工厂建设暂停

是由于面临国际惩罚性关税的

威胁，以及长期且不均的补贴分

配造成的市场扭曲。此外，欧盟

关于撤销内燃机禁令的讨论也

是重要影响因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蜂巢能

源的一个客户项目被取消。日

经新闻引述德国媒体的消息称，

该客户为宝马集团，蜂巢能源在

去年 10 月成为宝马集团的动力

电池供应商。

就弗迪电池与蜂巢能源在

欧洲对中国车企加征关税的背

景下的供应链布局，记者联系了

比亚迪及蜂巢能源方面，但截至

发稿，未收到进一步回应。

市场份额助推巨头赢得海外资本青睐

宁德时代和弗迪电池的欧洲

扩展之所以能赢得海外资本的欢

迎，与其在全球市场的庞大份额密

切相关。

根据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

search 7 月 3 日发布的全球动力电

池统计数据，宁德时代在今年1—5

月继续位居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

榜首，装车量达 107GWh，市场份

额为 37.5%，成为全球唯一一家装

车量突破 100GWh 的企业。以每

辆新能源车搭载 50KWh 电量（50

度电）计算，宁德时代前5个月的动

力电池装车量可支持约214万辆新

能源汽车。

事实上，宁德时代已连续7年

蝉联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榜首。去

年，该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装车量

超过200GWh的企业，全球市场份

额为 36.8%。同时，宁德时代的动

力电池装车量增速保持良好，同比

增长 31.1%，在榜单前五家企业中

增速最快。

SNE Research指出，宁德时代

通过向中国国内市场的 ZEEKR、

AITO和理想汽车等主要品牌，以

及特斯拉Model 3/Y、宝马iX、梅赛

德斯EQ系列和大众ID.系列等全

球主要整车制造商供应电池，使其

成为全球唯一市占率超过30%的电

池制造商。

今年1—5月，比亚迪的全球动

力电池装车量达44.9GWh，排名第

二，市场份额为15.7%，较前两个月

提升2个百分点。在全球汽车制造

商日益激烈的混合动力技术竞争

中，比亚迪发布了新款混合动力车

型，有效满足了纯电动车（BEV）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市场的

需求。

两家国内动力电池巨头的全

球市场份额已达53.2%。在中国车

企面临欧洲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专

家认为，动力电池企业出海补强供

应链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付学

军表示，在欧洲对中国进口电动汽

车征收关税的背景下，以宁德时代

为代表的动力电池企业出海补强供

应链，是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提升自身竞争力。由于关税增加了

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成本压力，需要

更多的动力电池支持车辆生产。宁

德时代、比亚迪等动力电池企业通

过出海补强供应链，可以更好地满

足海外市场需求，提高自身竞争力。

张翔也指出，以宁德时代为代

表的动力电池企业在欧洲布局有许

多优势，例如蔚来和小鹏在欧洲建厂

造车，直接从宁德时代的欧洲工厂采

购电池更加便捷，为中国车企在欧洲

建厂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基础。

尽管如此，动力电池企业在欧

洲的布局仍面临许多挑战。

张翔提到，动力电池企业在欧

洲建厂会面临投资风险。例如，特

斯拉的德国工厂就经历了多次波

折，没有按计划顺利开工。欧洲建

厂的速度远慢于中国，工会组织和

高昂的员工成本也是不利因素。此

外，在欧洲建厂还需进行知识产权

布局，保护核心技术，并满足当地的

环保和碳排放要求，这些领域对宁

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来说都是陌

生的。

对此，张翔建议，在欧洲建厂

应尽可能多招收本地员工，实现真

正的本地化，以避免更多风险。

海外破局

日前，杨红新在社交媒体

平台表示，今年上半年，蜂巢

能 源 向 海 外 客 户 共 出 货

2.61GWh，同时上半年蜂巢能

源 的 海 外 出 货 占 比 达 到

28.7%，并且这一比例还在持

续提升中。

蜂巢能源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蜂巢能源 2024 年的

海 外 订 单 超 过 3.25GWh，印

度尼西亚市场还有 0.8GWh

的增量需求，预计到 2026 年

海外业务还会有明显增长。

“在海外市场的助力下，蜂巢

能源对于 2024 年和接下来几

年的销量都比较乐观。”

孚能科技也在加速向海

外扩张。“公司注重拓展海外

和新兴业务市场，计划加强

境外业务的发展。”孚能科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

年公司海外营收过半，出口

产品毛利率优于国内市场。

“孚能科技继续保持与奔

驰的战略合作，新增海外重

点客户 Siro，并获得印度第二

大 汽 车 工 业 集 团 Mahindra

Group（马恒达）的项目定点，

与国际头部 eVTOL 制造商合

作并已交付产品。”孚能科技

方面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发展境

外业务是国内动力电池企业

扩大业务版图的正确选择。

王悦告诉记者，长期来看，开

拓海外业务有利于国内电池

企业发展更多优质客户，增

加业务稳定性和发展空间。

不过，王悦也表示，国内

动力电池企业出海可能面临

海外车企严格的电池质量检

测，当地政府对碳足迹和电

池性能或原材料产地也有要

求，以及部分地区还有高额

进口关税。“此外，海外产能

建设周期较长，人力和建设

成本更高，项目投入回报时

间相比国内较长。”

江瀚也对记者表示，国际

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标准、

法律法规、文化背景等存在

差异，企业需要充分了解并

适应这些差异，才能成功进

入并立足市场。

“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全

球 范 围 内 动 力 电 池 企 业 众

多，且不乏实力强大的竞争

对 手 ，企 业 需 要 在 技 术 、质

量、服务等方面持续提升自

身竞争力。此外，供应链管

理 和 物 流 运 输 也 是 一 大 挑

战。动力电池的原材料和零

部件可能来自全球各地，企

业需要建立稳定可靠的供应

链体系，并确保产品能够高

效、安全地运输到目的地。”

江瀚表示。

除了降本增效外，国内动力电池企业开始另辟蹊径，开拓

海外市场业务。

由于市场供大于求、行业持续发生价格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动力电池企业在降库存的同时，营收、利润也承压。

逆势扩产

记者注意到，自 2023 年开始，

多个动力电池企业加快了扩张产

能的步伐。以蜂巢能源为例，2023

年，蜂巢能源在全国的多个工厂项

目密集投产，包括位于江苏省盐城

市基地的二期项目、江西省上饶工

厂的二期项目等，为蜂巢能源带来

至少75GWh的电池产能。

和蜂巢能源类似的还有孚能

科技。相关资料显示，今年孚能科

技也在大力扩建产能。不过，孚能

科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除在

建的赣州30GWh新基地一期和广

州 30GWh 基地一期，今年暂时不

会有新一轮动力电池产能落地。

动力电池企业扩产的同时，却

是目前动力电池行业内现有产能

利用率的不足，这使得国内动力电

池企业开始降本增效和布局高端

产能。

据伏特加新能源相关研究报

告，2023 年，依据我国锂电企业动

力及储能电池出货量计算，行业平

均产能利用率仅达到 57%，闲置产

能达到650GWh。

“到 2025 年，中国锂电企业动

力储能出货量将为 1.4TWh，但产

能将突破 3TWh，产能利用率仅为

47%，闲置的产能将超过整个市场

需求至1.6TWh。”伏特加新能源方

面分析认为。

面对目前闲置产能增长的情

况，企业端也在降本增效、布局高

端产能，提升经营质量。蜂巢能源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4年上半

年，公司对原有的矿业、正极材料、

能源管理等业务进行瘦身，砍掉了

竞争力不足、增长率低以及亏损的

业务，并且对一些资产、股权进行

了处置，适时退出。

蜂巢能源董事长杨红新此前

也表示，蜂巢能源必须将大量的时

间投入到人工成本、报废率、库存

等指标上，做日管理、周管理，进行

生产的全方位优化。“目前蜂巢能

源的制造成本已经下降 40%，人工

成本下降15%左右。”

以电芯为例，蜂巢能源在电

芯层面负极原材料采用三维多孔

原材料，成本降幅超过 15%；隔膜

采用高强度复合涂层技术，成本

下降 25%；盖板采用极柱冷镦和极

简 盖 板 ，成 本 分 别 下 降 5% 和

15%—20%。

孚能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在过去 5 年中一直推动

SPS 的产品开发和产业化进程。

“SPS 产品不仅实现了设备、人工、

能耗和厂房成本的显著降低，还通

过大尺寸电芯设计和去模组化，进

一步降低材料成本。这种系统性

的技术降本，使得我们的 SPS 产品

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在

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实际上，尽管目前动力电池行业内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引发价格战，但部分企业仍在扩张产能。

日前，蜂巢能源在全球合作伙伴峰会上发布了多款竞争力十足的短刀新品。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