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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动力电池行业数量较大，

且有不少企业已成功在 A 股市场

登陆上市，通过各上市公司2016年

三季度财报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周

期性行业相关公司表现低迷的环

境下，新能源汽车板块整体表现向

好，带动动力电池行业纷纷走高。

市场资金闻风而动，已将目光聚焦

到这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潜力

的上市公司，动力电池行业有望成

为接下来的投资热点。

回顾前三季度，受益于新能源

汽车产业升级和国产化需求提高，

锂电池生产商特别是动力锂电池

厂家的投产规模不断扩大。上市

公司正业科技锂电检测设备业务

增长迅速，带动公司业绩迅速增

长。

最新消息显示，中航锂电还入

围了2016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

生产商排名前十榜单，得益于电动

客车领域的非凡进展，同时，作为

一家具有军工背景的上市公司，中

航锂电在飞机、潜艇等项目上也均

有建树。

此前，工信部公布了《汽车动

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

录(第四批)，成飞集成、亿纬锂能、

智慧能源等上市公司顺利入围。

按照规定，自今年 5 月 1 日起，新

能源汽车企业一旦使用未进入目

录 的 电 池 ，将 无 法 获 得 相 应 补

贴。未来我国以自主研发为主导

的动力电池企业将掌握更多先

机，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逐渐打

牢根基。

规划类

2016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2016年8月2日，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装备制造

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通知”。此

外，国家工信部还编制了《汽车产业中

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5年)》，目前

已上报国务院审议。

准入类

2016年，国家工信部公布《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2016年，工信部

共发布了4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

荐车型目录》，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企业及产品公告》，印发了《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技术规范类

2016年11月15日，国家工信部组

织行业开展电动客车安全风险专题评

估，研究制定了《纯电动客车安全技术

条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6

年9月28日，强制性国家标准《乘用车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通过技术审查。2016年10月18

日，国家工信部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征求

意见稿)。2016 年 10 月 26 日，受国家

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委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组织逾 500 位行业专家研究编制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正式

对外发布。2016年11月15日，国家工

信部发布汽车产品《备案参数表》填报

要求的调整条款(试行)。此外，国家

工信部还与公安部等部门成立联合工

作组，研究起草规范低速电动车发展

指导意见，协调国标委推动《低速电动

车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立项。

基础设施类

2016年1月21日，《关于“十三五”

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

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发

布。2016年9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四部门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加快

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通知》。2016年11月2日，《电动汽车

充换电服务信息交换》系列标准发布。

能源环境类

2016年，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密

集出台。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新能源

汽车碳配额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国务院颁

布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

作方案》，国家工信部颁布了《企业平

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达标

并行管理暂行办法》。

政策补贴类

2016 年 12 月 30 日，四部委发布

《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

补贴政策的通知》。

其他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2016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部署。（来源：电池中国网）

政策提速新能源汽车电池
进入技术与质量双提升阶段

2016年
新能源汽车政策盘点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日新月

异的今天，我国动力电池技

术也在蓬勃发展。2016年 12月

30日四部委发布《关于调整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

通知》，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及其

上游的电池行业将进入注重技术

水平与产品质量的实质性提升阶

段。动力电池在迎来发展机遇的

同时面临着急需消化过剩产能、

提升制造工艺、加强产品研发、加

大产业链协作等问题。

新能源汽车市场始终在不断扩

张，动力电池行业无疑潜藏着巨大

的前景与利益。据相关资料显示，

截至2016年，我国动力电池企业已

超过100余家，而由于产能过于集

中，一批新进入以及产品质量不佳

的企业即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有

业内人士指出，国内动力电池行业

存在高端产品研发不足的隐忧，究

其根本，还在于自主研发技术的迟

滞。加之生产线供应不足，很多企

业为了抢滩巨大市场，不惜盲目扩

充生产线而忽略技术研发。

在资金短缺、补贴退坡和产业

政策门槛提高的重重压力下，很多

中小动力电池企业将通过并购重

组寻求出路。近日，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风汽车

公司正式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双

方将共同打造在新能源汽车产业

领域的合作平台，形成相互支撑、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

合作局面。

2016年9月，沃特玛创新联盟

与中国一汽集团在“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高峰论坛”上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确定在纯电动物流车领域

展开合作。2016年3月，合肥国轩

以自有资金认购北汽新能源新增

注册资本，参股北汽新能源，并建

设青岛莱西动力电池工厂，配合北

汽在青岛莱西的15万辆整车项目。

回顾我国动力电池行业的发

展，传统的制造工艺已经不能满足

目前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安全

性的诸多要求，分散的订单模式也

不利于集中生产，智能化、自动化

生产线也越来越成为未来动力电

池行业的发展趋势。

业内人士预测，无论是在技

术、市场布局上，还是在商业模式

上，2017 年，动力电池企业将努力

找到自己的“小伙伴”，抱团竞争。

（王雅静综合报道）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及电池行

业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这

其中包括《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

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和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

法》、《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补充通知、《汽车动力电池行业

规范条件(2017 年)》征求意见稿、

《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2017年)的意见。在众多管理规则

下，多数电池企业会被拒之门外，

而且会导致车企更换电池供应商。

对于电池行业而言冲击不仅

仅是日渐严酷的管理制度，逐渐放

宽的电池制造市场也加大了企业

之间的竞争。

2017年1月1日起随着三元锂

电池在客车上应用的解禁，其占比

持续大幅提升的趋势不可逆转。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为三元

电池在客车上的推广打下了基础，

加上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将根据

其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大小来进

行度电补贴，这些变化都会鼓励厂

家采用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相较

于能量密度已接近天花板的磷酸

铁锂电池，三元电池将更受青睐。

同时，对三元电池的开放也意味着

允许更多类型的电池进入市场，比

如最近格力董事长董明珠与银隆

公司所推崇的钛酸锂电池等新型

电池都或将被更多车企所接纳。

此外，《外资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中放开了更多对汽车领域和新

能源汽车电池方面的外资准入限

制。

科技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

科技专项特聘专家王秉刚曾向媒

体表示，取消新能源汽车电池外资

准入的限制，符合国家总体对外开

放战略方针，行业需要得到充分竞

争，一味的政策保护无法培育出有

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企业。

由于三星电池爆炸事件的持

续影响，韩系电池的隐忧逐渐浮出

水面，国内一些汽车厂家已经开始

低调地更换供应商，更有部分车型

已经停产停售。国产电池行业逐

渐成为汽车厂家的首要考虑目标，

出于控制成本以及替换时间的双

重考虑，车企自然会启动第二、第

三供应商以应对电池短缺的情况。

近日，工信部发布了第291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而在本次公告中，工信部也同

时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

荐车型目录(第5批)》。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是一份正常的新能源车推荐

目录，但是却有不少眼尖的人发现

了其中的小问题。因为就在这份公

告发布前，工信部曾经短暂发布过

另一稿推荐目录，其中一共有498款

车型，只是发布不久后就被删除了。

后发布的推荐目录中删去了5

款车，经过对比前后两版《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第 5

批)》后，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

次5款新能源车被移出推荐目录的

根本原因很有可能是电池的问

题。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工信部

陆续公布的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

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来看，包

括我们非常熟知的日本松下、韩国

三星和LG化学等国外电池厂商均

未能够进入目录。而这，对于国产

电池行业来说是一个机遇。

中金公司预计，产业链进入实

质性、市场化发展阶段，锂电池销

量与政策预期出现上行拐点。

2014-2016年我国各终端锂电池产量（MWh/Q）

YoY（Year-on-year percentage）即逐年增长率

做大做强成出路

竞争更为严酷

国产电池迎机遇

行业有望成投资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