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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 月

走访中，笔者体会到创新精神已经成为
宁德时代的一种特殊企业文化。“创新讲究的
是追求极限并突破极限”，在宁德时代的创新
企业文化熏陶下，公司的技术创新不断突破
极限，走在时代的前端。尤其是在今年上海
车 展 中 ，公 司 推 出 的 单 体 能 量 密 度 高 达
500Wh/kg的凝聚态电池，再次成功突破动力
电池的技术天花板。

相对于高速发展的宁德时代，曾与宁德
时代、比亚迪并称国内动力电池行业三巨头
之一的沃特玛却因忽视核心技术研发，只注
重产业联盟扩大生产规模、赢得订单的发展
路线，导致公司负债累累，最后破产。

宁德时代的成功与沃特玛的失败告诉我
们，要想乘上动力电池的东风，需要的是核心
技术的不断突破。

目前，动力电池技术正在朝更高能量密度、
更长寿命、更好热稳定性方向发展。未来动力
电池行业的技术创新将面临以下三类挑战：其
一，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技术的创新挑战；其
二，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规模化的挑战；其三，国
家氢能发展战略和国际布局的挑战。

随着资本热钱的不断涌入，使得动力电

池出现低端技术泛滥、产品同质化严重、质量
良莠不齐等行业乱象，也造成了行业不断洗
牌的局面。如何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是动力电池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胜出，必须要
实现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是制胜的关键。
部分资本投资动力电池不思进取，采取用量换收
益的做法，一旦市场出现萎缩，将会最先被淘汰。

我国动力电池行业要合理发展，需要规避
境内外资本进行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所导致的
潜在伤害。应鼓励资本重组、资源和市场聚合，
尤其应该鼓励具备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创
新发展，降低产业经济成本，实现高质量发展。

动力电池企业如何在行业洗牌中突围

本报记者 矫 月 李 婷

素有“宁王”之称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最近有点
烦，在达成全球动力电池“六连冠”、储能出货量

“两连冠”之后，其后续增长逻辑却陷入了一片
质疑声中：有人说宁王“闲了”，一线生产工人不
再“996”而是“885”，有人说2023年动力电池产
能过剩价格战要开打了，还有人说新能源汽车
难以维持超高速增长了……

近一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行业维持高
速增长，但受制于上游资源供需错配，电池级碳
酸锂价格宽幅波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博弈加
剧。此前，宁德时代抛出“锂矿共享”计划，期望
以自有锂矿资源，分享到长期战略客户。不过，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的波动让宁王的“锂矿共享”
计划面临挑战。

坚持不造车的宁德时代，如何面对来自上
游的挑战？“锂矿共享”计划能否顺利推
进？宁德时代人在蹚一条怎样的路？

近日，《证券日报》调研组走进位于
福建省宁德市的宁德时代，从周边商业
生态到公司工厂生产一线，从采访工程
师、核心技术骨干到对话董事长等管理
层，“零距离”感受宁德时代跳动的脉搏。

“灯塔工厂”追求极限制造

宁德本是个很悠闲的城市，但在宁
德时代却并非如此。宁德时代总部大
楼，除了日常工作，白天还要接待到访的客户和
参观者，待傍晚时分，总部大楼更是灯火通明，
依然节奏很快。

宁德时代内部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
栋大楼至今还在实行晚6点或晚9点错峰下班。”

防尘服、鞋套、头套、手套，经过一系列的防
护穿戴后，记者经过风淋室走进了代表着宁德
时代先进制造水平的Z基地动力电池厂。AGV
小车、封闭式生产仪器、恒温恒湿的生产线彰显
着整座工厂的智能化和先进技术。

“这个工厂是锂电行业第一座灯塔工厂，在
这个工厂中我们追求的就是极限制造。”宁德时
代智能工厂部门马林博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道：“整个生产区只保留了少数操作和检修的
人员。由于工厂自动化程度很高，只有设备的
故障维修以及在原料下料环节需要一些人工。”

电池工厂要严密控制不同工艺和材料的衔
接，宁德时代对极片制造的要求必须控制在微
米。“以宁德时代现有技术，可以做到以每分钟80
米的速度，把浆料涂覆到厚仅4.5微米、长达数千
米的铝箔或铜箔集流体上。”据马林介绍，为了满
足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要求，电池厂制造设备
大多是公司的研发人员专门研发设计出来的。

锂电池的生产工艺流程较长，从合浆到涂
布再到模切三个部分，全流程都保持无尘、恒温
恒湿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涂布的浆料重量、
环境清洁度、温度、湿度等都是影响电芯质量的
关键因素。“如果涂布不均，或者有杂物混入，都
会影响电池的一致性，甚至带来产品安全隐
患。”马林向记者透露，公司最先进的超级拉线
将 整 条 电 芯 产 线 的 产 能 从 2GWh提 升 到 了
10GWh，提升了5倍，在保持高良品率高质量的
同时，实现了效率的跨越式提升。

世界经济论坛对于灯塔工厂给出的评语是
“宁德时代在三年内实现了在生产每组电池耗
时1.7秒的速度下仅有十亿分之一的缺陷率，同
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5%，将每年的能源消
耗降低了10%。”

不断扩宽技术“护城河”

先进制造是动力电池产业未来发展基础，
而做大做强先进制造水平，科技创新则是第一
驱动力。

在宁德时代总部大楼，随处可见张贴在电
梯里、小角落的脑筋急转弯智力小测试，在一楼
的后厅位置常年布置了一座“奇思妙想”屋，各
种智力题都会不定期更新，这些布置只为激发
研发人员的“头脑风暴”。

正如宁德时代副总经理、董秘蒋理所言，宁
德时代的文化是“修己达人奋斗创新”。“不管是
在研发，还是在运营、业务管理等方面，我们都
在想通过创新来提升效率。”

事实上，为了能保持公司在动力电池行业
中的优势，宁德时代一直在不断创新，公司的研
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2022年，宁德时代的研
发投入为155.1亿元，同比增长101.66%。目前，
公司拥有5518项境内专利及1065项境外专利，
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10054项。

不断打破常规、激发头脑风暴的企业文化，
使得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备受市场追捧。比如
公司新推的麒麟电池，通过电池结构创新大幅
提升成组效率，成为中国电池行业引领全球电
池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德时代麒麟电池研发核心团队的相关负
责人、电池系统开发部主任工程师秦峰博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麒麟电池是一种电池结
构的创新，主打三方面的优势：一是该电池是市
场上首款能够支持1000公里续航的电池包；二
是可支持5分钟热启动、10分钟快充；三是高安
全性Mp技术。

“就电池创新来看，材料体系涉及供应链体系
的搭建，更迭相对较慢，宁德时代同时也在做其他
电池材料体系创新，而CTP电池包结构简化则开辟
了一条创新路径。这种方式不仅能提升性能而且
相对更安全。目前国内主流电池厂技术创新基本
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在前进。”秦峰如是说。

在公司战略方面，宁德时代坚持“以可再生
能源和储能为核心的固定式化石能源替代、以动
力电池为核心的移动式化石能源替代、以电动化+
智能化为核心实现市场应用的集成创新”三大战
略发展方向，以此为基础，公司持续推进构建材
料及材料体系、系统结构、极限制造和模式的四大
创新体系，构成宁德时代核心的战略和理念。

继麒麟电池之后，公司正在研究CTP的下一
代技术CTC。CTC能够将动力电池电芯、有关组件
和底盘进行集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
新能源车生产制造成本，提升新能源车性能。

宁德时代CTC计划于2024年之前推出，这或
将是面向自动驾驶时代的“终极产品”，是将整
车的动力、制动、转向、“三电”模块等都集成在
底盘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功能区，通过预留的电
气和车体接口，实现上下车体分离解耦，上车体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更换。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公司推进CTC，会为造车企业做好基础工
作，同时会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围绕电池服务领
域进行拓展。”

多元化布局“走出去”

“宁王”凭借着技术优势领先全行业。2022
年，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占率为
37%，连续六年排名全球第一；2022年，宁德时
代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市占率为43.4%，连续两
年排名全球第一。

除了动力电池业务，宁德时代的储能业务
增势更引人注目。2022年，公司储能业务收入
449.80亿元，同比增长230.16%。

蒋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储能电
池这几年业务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随着业务

的扩大，未来在全面电动化、中型电池以及生态
布局方面会有更大成效。”

宁德时代同样关注动力电池回收业务。经
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回收领域技术创新有所
突破。“目前，我们可以做到回收稀有金属镍钴
超过99%，锂的回收超过90%，回收率处于业内
领先水平。”蒋理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电
池回收方面，比较难的是材料来源的获取。如
何能够拿到合规、低成本或者退休的废旧电池
是关注重点。不过，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材料
来源量也在逐渐增加，我们希望通过技术和布
局，来构建自循环的供应链闭环。”

不论是储能业务，还是电池回收业务，宁德
时代都在不断立足于主业逐步向多元化扩张。
随着国内布局逐渐成熟，宁德时代也开始“走出
去”，布局海外市场。

去年9月份，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项目宣布
启动；今年1月份，中国电池企业首个海外工厂
——宁德时代德国图林根州阿恩施塔特的工厂
正式启动，这是宁德时代位于欧洲的第一座电
池工厂。

蒋理告诉记者：“随着公司海外工厂的投建
和运营，将会为海外业务和海外客户的交付提
供更好的支撑。不光是动力电池，海外储能业
务市场也将实现快速增长。”

可以预见，中国动力电池未来将持续推进
全球化并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走向海外不
会影响中国动力电池产业的技术领先地位，宝
马、奔驰等车企在美国建厂几十年依然保持技
术领先。”在保持中国电池技术先进性方面，曾
毓群信心十足，“动力电池产业未来十年还有十
倍成长空间。”

（证券日报官网及两微一端已同步推出宁
德时代访谈视频报道《宁德时代：智造“极限制
造”》，敬请关注）

科技创新赋能 宁德时代跑出“加长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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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业备受关注，一方面是
上游电池级碳酸锂价格的急速下跌带来动力电
池成本下降，另一方面是下游新能源车产销两
旺带来的电池需求增加。

看似动力电池行业迎来双向利好，但实际上
却出现了加速洗牌，“库存”成为这个行业的隐痛。

在近日召开的2023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汽车
工业展览会上，《证券日报》记者看到了中国新
能源汽车的火爆，同时也感受到，动力电池业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局。

作为动力电池的龙头、素有“宁王”之称的
宁德时代，同样感受到行业的挑战和机遇，通过

“创新”和“出海”率先破局，为动力电池业开辟
了一条新发展之路。

无序扩张引发阶段性“库存”

早在去年，锂电池产业就已经出现一波扩
张潮。对此，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
长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由于前期新
能源锂电板块的快速发展、以及较高的价格和
盈利导致了资本蜂拥进入赛道，从而导致了库
存的形成，而这也是大众产品周期性带来的后
果。”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
据 ，2022 年 ，我 国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产 量 为
545.9GWh，而动力电池累计销量为465.5GWh，
累计装车量仅为294.6GWh。

供需失衡使得2023年动力电池去库存的压
力大增。有A股公司甚至宣布放弃锂电业务。
珈伟新能在2月份公告表示，不再将锂电池生产

作为未来发展方向。
今年3月份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排名第七

位的蜂巢能源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坦言：“锂电产业阶段性去库存对公司
也有一定影响，但由于公司已经拿到较多定点
客户，且产能一直处于爬坡状态，去库存对公司
影响有限。”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由于此前电池定价机制（与资源挂钩）
的影响，使得部分动力电池企业保有一定的利
润，但随着调整继续，行业竞争将凸显马太效
应，即强者恒强，洗牌加剧。”

落后产能面临洗牌

事实上，前期库存的大肆扩张已经导致部
分动力电池企业订单紧缺。有接近宁德时代
的人士表示,宁德时代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了下
滑现象。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清库存阶段，小电池厂
的日子将更不好过。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
示，2022年，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市场占有率
为 48.20%，占比持续领跑，加上比亚迪、中创新
航、国轩高科、欣旺达等前10名动力电池企业，
市场占有率合计高达95%。而仅余的5%市场份
额将由剩下的几十家企业争抢，竞争不可谓不
激烈。

对此，华南一家电池PACK厂负责人表示：
“行业高速增长的时候，挖几个人就能干，但当
大家都没订单的时候，供应商就开始拼命去挖
存量客户，竞争非常惨烈。”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祁
海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库存主要集中在
落后产能，先进产能还是不足的，头部企业的订
单是很饱满的，腰部企业压力比较大，尾部企业
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可能。”

《证券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了全球最大锂电
新能源生产基地——宁德锂电新能源小镇，面
对行业竞争加剧，宁德时代副总经理、董秘蒋理
并未畏惧，他向记者表示：“优质的产品才是客
户真正需要的，因此，优质的动力电池产能还是
稀缺的。”宁德时代持续在研发和技术方面进行
投入，其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水平、制造水平
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走进宁德时代总部Z基地，记者能看到智能
化的自动生产设备在自行运转，材料搅拌、封闭
式电池涂料、自动叉车运送等无不显示出宁德
时代生产线的智能性和先进性。“我们的设备都
是自己研究设计的，只有少部分人工通过系统
来检查产品是否有问题，来保证产品质量安
全。”据宁德时代Z工厂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智能工厂不仅缩短了生产时间，而且产品报废
率也大大减少了。”

祁海珅认为，锂电池行业是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行业内部竞争很激烈，产
业投资会面临“能量密度效率和生产成本”的
双向竞争。

“锂电池安全高效能的一线产品会比普通
产品溢价5%以上，有些细分领域产品甚至会高
一倍以上，这会导致高效优质产能面临强大需
求而严重不足，而低层级产品可能无人问津。”

祁海珅如是说。
有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动力电池头部企业

不断扩产，未来两年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将凸显，
行业洗牌也将加剧，一些没有核心技术的低端
产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加速创新与海外布局

在2023年上海车展上，《证券日报》记者看
到，海外车企高管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展台兴趣
浓厚，同时海外车企本身也在研发新能源汽车
并在车展中进行展示。这是全球电动化转型提
速的一个信号，意味着国内动力电池的全球竞
争将加剧。

4月4日，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首
个海外工厂正式获得电芯生产许可。除宁德时
代外，国轩高科、蜂巢能源、亿纬锂能、中创新
航、远景动力等都布局了海外工厂，并且主要集
中在欧洲，抓住欧洲市场已成为中国动力电池
企业的共识。

宁德时代表示，“随着公司海外定点新车型
的持续面世、德国工厂投产放量、匈牙利工厂建
设以及与福特合作事宜的推进，未来公司海外
竞争优势越发明显，体现在技术创新、供应链布
局、极限制造等方面”。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外建厂可以满足汽车
主机厂就近配套供应，还可以开拓更多国际客
户。不过，要想开拓海外市场还需要企业核心
技术的不断迭代和高端产能的对外输出。

动力电池业加速洗牌 上市公司加码布局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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