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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王明弘

针刺、剪切、空中坠落砸歪后，仍能

够连接电路使用——这是证券时报记

者近日在某固态电池发布会现场看到

的一幕。

当前，最前沿的固态电池技术无疑

是市场上热门的赛道之一。随着固态

电池频频“放电”——多家电池厂商、车

企等接连传出研发新进展的重磅消息，

二级市场上相关概念股也“闻风起

舞”。在资金的追捧下，多只概念股股

价翻倍，新能源基金的业绩也一扫过去

三年的低迷状态。

随着新能源的全球需求不断增长，

安全性高、能量密度大的新型固态电池

研发，已成为全球汽车、电池制造商的

必争高地。固态电池究竟具有什么样

的魅力，让全球无数的车企、电池厂商、

中小创业企业和创投机构都趋之若

鹜？被寄与厚望的固态电池，又有哪些

路线选择和研发难题，新技术能否为新

能源行业打开新的估值空间？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实地走访相关

固态电池企业，并采访了多家创投机

构、基金公司的研究员、基金经理等，探

讨固态电池的发展前景。

概念股跑出翻倍价
基金业绩一扫颓势

近期，固态电池相关概念股成为二

级市场资金追捧的宠儿。下半年以来，

固态电池板块已诞生多只翻倍大牛股，

其中南都电源涨逾 150%，有研新材 7
天 6板后累计涨幅超过了 130%，容百

科技涨幅也接近100%。

得益于相关概念股的强势表现，新

能源基金也一扫近年来的低迷走势。8
月以来，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大幅反弹

超35%，万得固态电池指数则上涨超过

49%。近 6个月，易方达国证新能源电

池 ETF、南方中证新能源 ETF、嘉实新

能源新材料A、华夏能源革新C的收益

率 分 别 达 到 了 16.51% 、11.84% 、

18.77%、3.99%。

与此同时，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

嘉实基金等多家公募基金积极调研固

态电池相关上市公司，其中容百科技、

天赐材料、当升科技、新宙邦分别获得

161家、145家、128家、117家机构同时

调研。

容百科技在接受基金公司调研时

表示，公司在固态电池方向一直处于行

业领先位置，包括半固态和全固态两个

方向。前三季度，公司半固态电池用超

高镍三元正极材料保持稳定出货，同时

公司还和下游客户、高校等合作相关项

目，持续开发下一代更高能量密度的半

固态电池相关的正极材料及关键材

料。除了半固态方向，公司在全固态方

向的投入更大，包括全固态电池正极材

料、全固态电池用电解质材料，以及电

解质关键原料等，都在进行同步开发。

对于固态电池概念股大获资金青

睐的状况，金鹰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

理李恒、诺安基金基金经理刘晓飞等均

表示，目前固态电池概念偏主题投资，

产业化或仍然需要时间。

四大技术路线争鸣
固态电池百花齐放

一直以来，传统电池易燃易爆是行

业痛点，号称安全性能更强的固态电池

也就被寄予了厚望。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

固态电池的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格局，

包括宁德时代、华为、丰田、日产、三星

SDI等巨头在内，众多企业都在全力研

发全固态电池。据市场消息，目前宁德

时代主攻硫化物路线，近期已进入

20Ah样品试制阶段；华为则在近期公

布了一项硫化物固态电池的发明专利。

根据电解质材料的不同，固态电

池可以分为聚合物、氧化物、卤化物、

硫化物等四种技术路线，不同路线各

有优劣。

中欧基金制造组研究员沈少波介

绍，聚合物发展相对较早，技术也比较成

熟，但性能上限较低，特别是常温离子电

导率低限制其大规模应用；氧化物近几

年发展较快，性能相对均衡，但电导率仍

然不够理想且加工难度大；硫化物的离

子电导率可以媲美液态锂电池，是目前

最理想、最具发展潜力的固态电解质，但

也存在着化学稳定性弱、制备难度大、成

本高等缺陷；卤化物体系的电导率需要

进一步提升，但稳定性更好，且成本与硫

化物相比有较大的优势。

“固态电解质的核心难点在于固固

界面问题，即固态电池的电解液和电极

材料都是固体，相比液体材料缺乏流动

性，固固接触面的浸润程度低，会导致

电池的倍率性能和循环寿命较差，因此

材料的开发还是最大难点。除了材料

本身，固态电池对于生产工艺和设备也

有较高要求。”沈少波表示。

东海基金研究员许旭萌同样认为，

固态电池在研发过程中面临材料、界面

接触和生产制造等挑战。硫化物路线

要攻克空气稳定性差、界面易反应和制

造成本高等难题；氧化物路线则面临材

料易脆、接触不良和特殊工艺要求；聚合

物路线则会面临电解质低导电率、化学

和热稳定性差以及低机械强度的挑战。

“当前，电池技术领域呈现百花齐

放的格局，从正极、负极、电解质到其他

辅助材料，各种技术路线均展现出不同

的可能性，形成了丰富的技术组合。”刘

晓飞说。

利好进展接连不断
产业化待开花结果

近日，国内固态电池产业链频传重

磅消息。

广汽集团表示，公司已初步打通全

固态电池全流程制造工艺，预计于

2026年装车搭载于昊铂车型；长安汽

车预计，2027年公司实现全固态电池

装车验证，2030年全固态电池量产装

车；华为也公布硫化物固态电解质新发

明——掺杂硫化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锂离子电池；宁德时代也宣布，全固态

电池研发团队已扩充至超 1000人，并

在今年正式进入20Ah样品试制阶段。

除了新能源汽车领域，低空经济的

发展也为固态电池需求打开了新成长

空间。11月13日，亿航智能宣布，与欣

界能源、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

（合肥）低空经济电池能源研究院联合

研发的高能量固态电池取得重大技术

突破，并完成了全球首次 eVTOL 固态

电池飞行试验。

在欣界能源固态电池发布会现场

的视频介绍中，证券时报记者看到，一

块固态电池在被针刺、剪切和高空坠

落后，仍然能够连接电路使用。欣界

能源董事长陈霖介绍，该高性能固态

锂电池采用金属锂作为负极、氧化物

陶瓷作为电解质，具备更高的能量密

度和安全性。

“固态电池在高安全、高能量密度

方面有非常强的优势，能从安全性上解

决大家的顾虑，特别是电动汽车的自燃

问题，解决了行业发展的痛点，在商业

上具备非常好的可行性。材料供应商

已有长足进步，固态电池应用场景非常

广阔，包括新能源车、无人机、机器人

等，这是我们坚定投资固态电池企业的

原因。”峰和资本董事长鲁承城表示。

当前，固态电池的研发处于哪个阶

段，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还有多久？

在日前召开的在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如果用数

字“1~9”代表固态电池的技术和制造成

熟度，“1”代表刚开始涉足，“9”则代表

技术成熟，可以大规模投入生产，而当

前行业最高水平只到“4”左右。

“锂离子电池主要分为液态和固态

两种类型，其中固态锂电池包括半固

态、准固态、全固态等形态，我们通常更

关注全固态电池的发展前景。”沈少波

表示，从液态电池到全固态电池，核心

变化在于用固态电解质完全取代电解

液+隔膜。从性能角度来看，固态电池

具备高安全性和高能量密度两大核心

优势，因而长期来看，有望成为锂电池

最终极的方案。不过，当前固态电池仍

然存在倍率性能、循环寿命差等性能瓶

颈，制备工艺尚不成熟、成本也非常高，

产业化仍有较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政策催化超预期
大规模商用可期

实际上，除了企业层面的技术“比

手腕”，全力发展固态电池早已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就将固态电池列入行业重点发

展对象并提出加快研发和产业化。

2023 年 1 月，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的《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强固态电池

等标准体系研究。2024年 11月 6日，

工信部就《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明确提到，重点布局储能用

固态电池。

此外，郑州、北京、重庆、青海等各

地方政府也在加大支持固态电池研发

落地。9 月 26 日，北京市相关部门印

发《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指出

要加快固态电池、高功率密度航空电

机、高效电控系统、混电推进系统等技

术攻关。9 月 27 日，重庆市也在固态

电池领域出台了新政策《重庆市推动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促进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支

持高校、科研机构、重点企业等积极发

展低空经济领域，探索发展固态电池、

钠/镁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储能、飞轮储

能等技术应用。

在政策催化不断加强的同时，产业

落地也频获进展。10月24日，“北京亦

庄”发布消息称，国内首条全固态锂电

池量产线正式投产，能够量产 50安时

数全固态电池。10月 26日，江西于都

500MWh全固态电池量产线正式投产，

全固态电池产品也随之发布。稍早前

的 6月 17日，深圳“坪山发布”称，去年

2月落地坪山的深圳耀石锂电科技，正

式投产高密度固态锂离子电池中试线。

刘晓飞表示，非常看好固态电池的

未来发展前景。锂电池行业的主旋律

始终是提效和降本，其产业化进程就是

在两者之间权衡的过程。相较于现有

产品，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上大幅提

高，由于没有电解液，也具备更高的安

全性。如果量产的相关技术难题和成

本可以得到解决，固态电池或将很快走

向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

新技术打开估值空间
当前仍然偏主题投资

截至目前，新能源电池赛道已经历

了近三年的回调盘整，不少业内观点认

为，在行业处于低估、低盈利的阶段，固

态电池新技术有望为行业打开新的估

值空间。

许旭萌认为，新能源产业链在近年

出现了供需失衡的状况，因而影响行业

的盈利能力，板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

调。从目前的行业格局来看，新技术的

诞生与普及是改善产业效率、催生新需

求的良好途径，有益于市场重新思考、

判断新能源行业的估值。

“固态电池等新技术有望拓展行业

的估值空间。通过显著提高新能源汽

车的续航能力，固态电池不仅满足了智

能化对更高密度能量的要求，还促进了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扩张。”德邦基

金研究员汪宇表示。

“我们认为，固态电池有望打开锂

电行业新的估值空间。”沈少波认为，首

先，固态电池不仅能加速新能源车的普

及，也有望打开锂电池在一些新场景下

的应用空间，特别是固态电池高安全

性、能量密度大的特点，天然适配低空

经济 eVOTL产品的需求；其次，传统锂

电池的技术趋于成熟，而固态电池的产

业化意味着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

需求更大，有领先性的企业能获取更高

的市场份额和超额利润。

刘晓飞则表示，当前，固态电池还

处于主题投资阶段，相关上市公司在收

入体量上普遍较小，盈利能力尚未体

现，因此难以使用传统的估值体系去估

值。从投资框架来看，应重点关注那些

在研发方面具备领先优势的企业，比如

在正极材料上拥有高镍单晶三元显著

优势的企业、在负极材料领域掌握先进

硅碳技术的企业、在硫化物电解质方面

技术领先的企业，以及在配套的铝塑

膜、包覆材料、添加剂等环节占据优势

地位的企业。

李恒同样表示，固态电池产业化或

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目前固态电池概

念仍然偏主题投资。固态电池对现有

液态锂电池产业链有颠覆影响，某些电

池公司、设备公司、材料公司在该领域

有所布局，从而获得估值拔高，但是 3
年内可能无法对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锂电池行业自身的发展周期还是

需要重视。

固态电池频频“放电”
概念股闻风起舞主题基金一扫颓势

证券时报记者 王明弘

一 直 以 来 ，传 统 电 池 的 局 限 性

——身高体重、续航能力差、有爆炸隐

患以及性能老化快等，困扰着相关的

应用场景，市场也期待着能有更高效

更安全的产品出现。随着近几年技术

不断进步，高能高安全的固态电池横

空出世，成为未来市场上的最优选之

一。固态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广阔，

包括新能源车、无人机、机器人等，有

受访对象甚至将固态电池称为“划时

代的技术”。

如今，宁德时代、华为、丰田、日产、

三星 SDI等多家巨头正全力研发全固

态电池，众多中小初创企业也带着新技

术入场，不少创投机构还也在孵化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万亿赛道中，谁

的技术实力够硬，谁就能抢占先机，最

先实现商业落地，在B端到C端的品牌

大战中脱颖而出。

业内普遍认为，对于固态电池企业

而言，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有不少。

除了需要提高固态电池的技术成熟度，

还要考虑技术路线如何能更快、更好地

实现商业化，最终获得用户认可。同

时，也需要提高量产稳定性和良品率，

在未来商业化落地后，降低成本也是固

态电池产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未来很难，却也很美好。欣界能源

董事长陈霖提到的一个观点，令记者印

象深刻。他说，对于创业公司而言，有

两种发展模式，一是公司进入的是小而

美的市场，二是商业化过程中找到即将

爆发的市场，固态电池领域就具备这两

种模式可选。

记者在一家固态电池企业新品发

布会上看到，创业人、投资人、无人机客

户和电池供应链企业的代表都坐到了

一起。创业人从技术角度介绍固态电

池产品的硬实力，投资人阐述为何要在

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中落下布局，无人机

客户解释为何选择固态电池作为最优

替代方案，供应链企业则讲述如何保证

产品原料和配件的供应。大家从各自

的角度出发，畅谈了固态电池的前景，

对未来寄予了无限的厚望。

以上场景，就是当前固态电池产业

发展的一个真实动态，产业链各个环节

的参与者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无论是国内车企、电池厂商，创投机构，

还是公、私募基金，大家都不想错过市

场上最佳投资机会，都想在固态电池的

盛宴上分得一杯羹。

当然，在采访过程中，也有多位基

金经理认为，固态电池的产业化仍任重

道远，有较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固态电

池技术真正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至少

是5年后的事情。2030年左右，全固态

技术才会走向成熟，带来成本下降，届

时全固态电池将向电动汽车、消费电子

等常规应用领域推广。

毋庸置疑，伴随着一级市场股权投

资的风口渐起，二级市场的概念股炒作

将热度不减。资金都在等待这一革命

性技术带来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对于

投资人、企业家和消费者来说，这也是

新时代赋予的机会。

产业链环节摩拳擦掌 迎接固态电池“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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