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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极氪为什么要自研电池？因为电

池非常重要，它是电动车的基础。极氪

作为一家智能电动汽车企业，未来要想

形成竞争力，必须掌握电池技术，这也

是公司面向未来发展的护城河之一。”

日前，在极氪汽车全球首款量产 800V
磷酸铁锂超快充电池——金砖电池发

布仪式后的专访环节，吉利控股集团总

裁、极氪智能科技首席执行官（CEO）安

聪慧回应了近期市场关切问题。

据悉，为保障电池的性能，极氪不

仅对电池进行自主研发，更对电池进行

自主生产。无独有偶，近期，广汽埃安

旗下的因湃电池工厂也正式竣工，并同

步发布了“弹匣电池”的 2.0 版本——

P58微晶超能电池。此外，吉利汽车、广

汽集团之外，长安汽车、长城汽车等车

企也在自研电池。

动力电池产业重资产、技术革新

快，单一项目动辄耗资百亿元，车企为

何要亲自下场造电池？全产业链布局

的趋势对电池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影

响？是近期市场关注的焦点话题。

全产业链布局成趋势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

部件，不仅关乎着车辆的续航表现，也

直接牵涉着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从

成本上来看，电池系统是新能源汽车成

本最高的部件，动力电池的成本约占汽

车总成本的 40%~60%。在锂电价格飙

涨的 2022年，很多整车企的高管直言：

“车企在给电池企业打工。”

为了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越

来越多的车企加入到自研电池的行列

中。这当中，长城汽车对电池业务的布

局较早，2018年就成立了蜂巢能源。目

前，蜂巢能源的动力电池装机量已稳居

国内市场的前列，公司的产品分别供给

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岚图汽车等企

业。今年第三季度，有市场消息传出，

蜂巢能源斩获了宝马汽车在欧洲的千

亿元订单。

近期，自研自产动力电池的车企越

来越多。在今年11月举办的2023广州

车展上，长安汽车总裁王俊透露，未来，

长安汽车将打造自研电池品牌长安“金

钟罩”。该自研电池品牌将重点突破电

芯技术瓶颈，一方面升级液态电池，另

一方面主攻固态、半固态电池，推进全

新电解质材料开发。在生产层面，长安

汽车研发的首款标准电芯将在长安汽

车与宁德时代合资的全球领先工厂投

产下线。

12月 12日，广汽埃安旗下因湃电

池工厂竣工投产，P58微晶超能电芯下

线。广汽埃安方面透露，目前公司已全

面打通上游原材料、研发、制造、电池回

收及梯次利用在内的能源生态产业链

布局。“因湃电池工厂将在 2026年量产

固态电池，且钠离子电池、全固态电池

等多种电池也将在这条产线上实现量

产。”广汽埃安新能源总经理古惠南表

示，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电池是动力

来源，同时关乎生产制造成本的关键因

素，这也是未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的

核心和取胜的关键。

吉利汽车方面持同样的观点。安

聪慧表示，极氪作为一家智能电动汽车

企业，要想形成竞争力，必须要把握电

池这个核心关键要素，这也是极氪未来

发展的护城河之一。不过，安聪慧也向

证券时报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即极氪

布局动力电池并非一时兴起。安聪慧

表示，吉利汽车从 2009年就开始涉足

电池技术研究，目前推出的金砖电池是

历时三年打造，从上万种方案中筛选出

最终形成的。对于自产电池，两年前公

司才最终下定决心投资建厂，生产电

池。据悉，金砖电池将会率先搭载于极

氪 007车型上，未来不排除供给同样采

用浩瀚架构的其他兄弟品牌车企。

对于车企自研自产电池的原因，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锂

价暴涨给车企带来的不安全感，把握电

池产业链才能稳定供应链。有业内人

士判断，全产业链布局将成为新能源汽

车时代的新趋势，车企必须对核心部件

有深度布局。

真锂研究总裁助理、市场部经理王

观林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车企自研自

产电池，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可以通过

自主研发，更好地掌握核心技术，包括

电芯设计、材料选择、生产工艺等，从而

提高电池的性能和可靠性，更好地适配

自身的产品，形成竞争力；另一方面，车

企也可以此打通电池产业链，更好地控

制成本，避免极端情况下被“卡脖子”。

“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车企利用自研电

池的优势，进行产品包装、品牌营销等

等。”王观林判断。

除了动力电池，近年来，车企也在陆

续布局芯片、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多个

领域。小鹏汽车、蔚来汽车等造车新势

力均在强调技术上的全栈自研，还有更

多整车企业，虽然没有实现全栈自研，但

也在向全产业链布局的方向发展。

投入产出比如何权衡？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中国动力

及储能电池扩产项目达 113个，规划投

资近 9000亿元，平均单个项目投资额

约80亿元。

在采访中，安聪慧向证券时报记者

透露，极氪的衢州极电工厂投资超过百

亿元。此前，广汽埃安投资的因湃电池

工厂总投资为 109亿元，同样超过百亿

元。动力电池产业重资产，投资回报周

期长，车企为何要重资布局电池产业？

其投入和产出该如何权衡？

“关于产出比，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

方面来看，车企入局电池产业，显然是不

划算的，投入要远远大于回报。”王观林

认为，只有做到比亚迪目前的电池板块

规模，车企才能有效利用规模效益降低

投入成本，实现有效的投入产出平衡。

此前，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李斌曾在

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中透露，长

期来看，车企研发电池可以改善毛利，但

短期的确很难。蔚来汽车当前的策略是

把固定资产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的项

目，比如自研自造电池往后推。

由此可见，受制于电池产业自身的

高投入、长周期回报特点，车企在入局

动力电池产业时，需要承担不小的财务

风险和压力。王观林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研自

产电池，无疑会分散车企的精力，车企

还需要面临电池技术革新、生产环保、

市场需求以及供应链构建等风险。

种种迹象表明，车企下场做电池，

似乎并不是一门非常划算的生意。尽

管如此，仍然有大批车企积极涌入此赛

道。业内人士判断，车企对电池板块的

布局，更多的是出于对供应链风险管控

和降本角度考虑的。未来，车企自研电

池、整合电池厂将成为趋势。

实际上，车企自研甚至自产电池，

并不是为了完全削弱动力电池企业的

权重，甚至达到“去供应商”的效果，多

数车企在自研自产的过程中，仍然坚持

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此前，长城汽

车在发布大禹电池技术时，该公司的技

术负责人就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车企

自研电池并不意味着不再采用电池企

业的产品，相反，车企只有自身深度理

解电池技术，双方的合作才能更加顺

畅，所研发的产品才能更加匹配车企的

需求。

安聪慧也表示，极氪在电池方面有

两条路线，一是继续使用宁德时代的电

池；二是规划搭载金砖电池，这两条路

线会同步推进。“宁德时代是极氪非常

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未来也会一直保

持合作。”安聪慧认为，对于车企而言，

在电池业务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

式，可以实现双赢。

电池技术有望迎来革新

车企集体下场研发电池，并没有拘

泥于现有的电池技术，而是着眼于对电

池前瞻技术进行持续探索。

这当中，固态电池是多数车企普遍

看好的电池革新路径。按照长安汽车

的规划，公司将在 2025年开始逐步量

产应用固态电池，预计该电池产品将在

2030年全面普及应用。此外，长安汽车

还在开展锂硫电池、金属电池等新型电

池的原型电芯设计，预计能量密度将突

破 1300Wh/kg~1500Wh/kg，力争在 2035
年实现搭载应用。

近期，广汽埃安宣布，公司实验室

取得了全固态电池重要的技术突破，成

功完成固态电池的界面改性技术试验

验证。在试验测试中，相比常规固态电

池，广汽埃安采用界面改性技术的固态

电池在 150周循环后容量的保持率大

幅提高，超过 90%，电池寿命衰减率降

低50%。广汽埃安内部人士透露，公司

的全固态电池产品将于 2026年上车，

率先应用于昊铂品牌车型上。

王观林认为，车企可以将自身对电动

汽车需求的理解投入到电池技术的改进

中，进而带来电池技术的整体革新。同

时，传统电池企业的思维可能会限制新技

术的演变，车企的思维会间接打破固有的

思路创造新技术，侧面推动技术革新。

“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提升，车企

自研电池需要不断储备新技术、新人

才，并与材料供应商做好洽谈，这些需

要车企灵活动态调整。”王观林也提醒，

车企在投资电池产业时应该警惕可能

会发生的技术性风险。

车企加速电池自研自产
全产业链布局成趋势 周家兵

2010年，我们公司业务调整，

确定主要精力用来拓展国内专业

领域的市场。为了配合公司发展，

充分了解业态，工作人员必须了解

证券市场。那时，我们都是“券

盲”，毫不夸张地说，对证券市场一

无所知。好在公司外聘专家组织

大家一起学习，《证券时报》便成了

我们学习的重要报刊之一。

那段时间，对于股市操盘类的

中外故事、作者回忆录、书籍、报

纸、网站、微博大V，还有些所谓的

“波段王”“趋势分析”之类的灰色

培训等等，公司要求我们吸收专业

知识的同时注意避坑。慢慢地，大

家见多了、看多了、接触多了，大浪

淘沙，最终保留下来部分重要的、

值得信赖的信息渠道，其中就有证

券时报。

至今，证券时报伴随着公司发

展已十三个年头了。每个交易日

的凌晨，我必先从证券时报获取权

威的财经信息。分享我跟证券时

报的故事，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

发，也许能帮你掀开遮挡财富阳光

的那道窗帘角。

经过三四年证券知识的学习，

我更多地从资本视角看待事业发

展，从另一个维度思考公司的经营

和决策。公司的发展离不开资本，

资本市场的规律和规则能帮公司

如虎添翼。经过一番深思，我决定

把公司业务进行调整，资源重配，

包括运营模式、渠道、股权和分配

方式等，在不断探索和谨小慎微中

一点一滴地优化，纵深业务拓展也

在如履薄冰中得到稳步增长。

我特别喜欢证券时报的一些版

面，如“综合”“专题”“公司”和“专

栏”等。特别是每年两会期间，证券

时报对两会代表中的上市公司负责

人以及公司进行的报道和系统分

析，令我获益颇丰。因为其中有一

些实体企业（或下属公司、控股公司

等）是我公司的客户，有些是我公司

计划招投标的潜在客户，我们从证

券时报的报道中，能更进一步了解

这家公司，为我们更好地服务好这

些企业，提供了可靠信息。

因工作所需，我把对实体企业

发展、经营和管理的思考，利用业

余时间写成文章，投给专栏版的编

辑，很快得到记者老师邀约线下交

流。经过编辑老师的分析和定位，

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观察中国生产

制造业的板块上。2014年 7月 14
日，《证券时报》刊发了我的第一篇

专栏文章。一晃十个年头，我在

《证券时报》上陆续发表了100多篇

专栏文章，尤其是2017年~2018年

间的“返乡系列”，在知网上下载和

引用率较高。我多次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畅谈关于中国制造业

的发展，以及转移至东南亚的观察

与分析。

我还有幸获得证券时报评论

与专栏栏目“优秀作者”的荣誉，被

邀请去参观报社，和编辑老师们面

对面交流学习。2020 年，我还参

加了证券时报的读者俱乐部活动，

作为陈玮教授新书《深度领导力》

的发言嘉宾。每次参加证券时报

社的活动，总能结识不少编辑、作

者、专家和学者们，让我浸润其中，

被滋养、被熏陶，也难忘与既是编

辑又是作者的木木老师进行你来

我往的商榷讨论。

证券时报的凝聚力，让我在这

个平台上结识了很多有志之士，如

张锐教授、黄家章博士、蒋光祥老

师等，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优

秀的成绩。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我

们思辨讨论某个热点话题，挖掘未

知的可能性，都能汲取彼此独到的

思考方法和逻辑思维。《论语》说交

友，“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

闻，益矣。”我与证券时报的编者、

读者、作者们结交如益者三友。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认为市

场的自由竞争可以有效地调节资

源的配置，实现最优的经济效益。

他认为，市场机制应该自由地发挥

作用。在我接触《证券时报》的十

多年里，深刻感受到这份报纸的自

由和开放、资源和效益、以及分析

和干预等，对诸多方面的尺度和深

度把握得恰到好处。

创业新阶段，感谢证券时报的

一路相伴。在未来的路上，希望越

办越好的证券时报能一如既往地

见证我们的努力和向上。

（作者系深圳东方华策企业管
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创业路上“证”好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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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12 月 22 日 晚 间 ，芯 原 股 份

(688521)披露定增预案，拟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8.08
亿元（含本数），募资金额将用于

AIGC 及智慧出行领域 Chiplet 解决

方案平台研发项目（下称 Chiplet项
目）和面向AIGC、图形处理等场景的

新一代 IP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称

IP项目）。

谈到本次发行目的，芯原股份

称，Chiplet项目针对数据中心、智慧

出行等市场需求，从 Chiplet芯片架

构等方面入手，使公司既可持续从

事半导体 IP授权业务，同时也可升

级为 Chiplet供应商，充分结合公司

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和半导体 IP授

权服务的技术优势，提高公司的 IP
复用性，有效降低芯片客户的设计

成本、风险和研发迭代周期，可以帮

助芯片厂商、系统厂商、互联网厂商

等企业，快速开发自己的定制芯片

产品并持续迭代，发展核心科技基

础，保障产业升级落实。

芯原股份表示，本次募投项目

建设有利于解决高端芯片产业制造

工艺瓶颈，加强我国芯片自主供给

能力，有利于丰富技术矩阵，打造利

润增长点。同时，有利于推进公司

的先进技术布局，满足AIGC类市场

对大算力芯片的需求，有利于公司

保持长期研发投入，强化公司的市

场领先优势。

预案显示，Chiplet 项目预计实

施周期为 5年，计划总投资为 10.89
亿元，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0.89亿

元。IP项目预计实施周期为5年，计

划总投资为 7.19 亿元，拟使用本次

募集资金7.19亿元。

披露定增预案的同时，芯原股

份 同 时 宣 布 终 止 全 球 存 托 凭 证

（GDR）发行事项。今年3月，公司董

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的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发行GDR并申请在瑞

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谈及终止本次GDR发行事项的

原因，芯原股份称，自本次发行上市

相关议案公告以来，公司董事会、管

理层与相关中介机构一直积极推进

本次GDR发行事项的各项工作。综

合考虑国内外市场变化，通过对公

司财务及经营情况、资金需求以及

长期战略规划进行全面审视，公司

与相关中介机构经过审慎地分析和

沟通后，决定终止境外发行全球存

托凭证事项。

芯原股份称，目前公司各项经

营活动正常有序，终止境外发行全

球存托凭证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

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审

慎决策，该决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芯原股份拟定增募资18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多家车企将自产自研电池”的消

息持续释放，市场争议与讨论也越来

越激烈。实际上，从2022年起，伴随着

锂电材料价格的飙涨，“车企有意摆脱

对电池厂的依赖”的话题时常会在舆

论市场里被提起。

对于部分车企而言，投资电池

厂，甚至亲自下场自主研发、生产电

池，是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最佳选择。

比亚迪近年来实现大爆发式发展，其

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公司较早

且深厚地布局了电池产品。结合目

前主流车企对于电池业务的规划，可

以看出，车企在电池板块的布局野心

绝不止于保供。

多数车企也在反复强调，自研电

池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部采购，“去宁德

时代化”还为时尚早。甚至在不少车

企的规划中，“两条腿”走路、“多条腿”

并行的途径才是最佳方案，电池采购

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上，车企自

研电池并非抢占电池企业的奶酪。相

反，车企投入电池的深度研发，更有利

于产业链的做大做强，使得现有的电

池市场蛋糕有望进一步扩大。

回溯汽车产业发展历史，人们会

发现，许多重要的技术和产品突破是

由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共同创新实

现的。在新能源汽车时代，汽车产业

链、供应链面临巨大重构，让中国电

池、电机和电控企业就此崛起，甚至引

领全球。面对来之不易的产业成果，

车企有必要精心呵护，通过不断地技

术革新巩固现有的市场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车企自产自研

电池，不仅是一件利己的事，还是一件

利他的事情，提醒着动力电池企业技

术的创新脚步不能停滞，想要巩固现

有的市场地位，还需有新突破、新技术

和新产品。

未来，汽车企业与动力电池公司

的关系将不再是供求方的关系，而是

“竞合关系”，预计未来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车企加强与动力电池企业的联合

开发，共同推动电池技术的革新，这对

产业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当越来越多的电

池企业极速扩大产能，同时又有车企

不断涌入电池赛道时，动力电池产业

需要警惕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风险，部

分低端、落后的产品和产能，将逐渐被

市场淘汰。

对于动力电池企业而言，积极升

级产品，聚焦高质量产能，有利于公司

参与接下来的产业竞争。此外，海外

市场的空间还未充分扩展，这部分需

求也亟待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满足。

车企与电池厂的关系
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