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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调查 ②

重庆动力电池产业实现“从无到有”到“接二连三”
正在制定的汽车产业“十四五”规划，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已有清晰规划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不久前，比亚迪公布
了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
——1-9 月，销售新能源
汽车337579辆，同比增长
204.29%。9月单月，其新
能源旗舰车型“汉”单月销
售10248辆，实现连续6个
月销量正增长。

比亚迪能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取得骄人成绩，“刀
片电池”功不可没。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这块业界
闻名的“刀片电池”，“出生
地”就在位于重庆璧山区
的弗迪电池工厂。

现状
动力电池产业“从无到有”

目前，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混合动
力、纯电动、燃料电池电动、其它新能源
等类型。电动汽车是其中的主力。

相比燃油汽车，电动汽车不再将燃
料作为动力源，它的核心“三电”，即电
池、电驱、电控。电池是动力源，相当于
发动机；电驱是传动机构，负责汽车的
驱动、倒车等功能；电控类似于变速箱，
其性能直接决定电动汽车的加速、最高
速度等性能指标。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便是动力电
池中的佼佼者。这款电池于2020年发
布，因长度长、厚度薄而获名“刀片电
池”。它的空间利用率比传统电池提升
50%。同时，“刀片电池”通过了难度堪
称动力电池界“珠穆朗玛峰”的“针刺测
试”，安全性得到验证。也因此，其市场
反应和口碑都非常好，不少汽车品牌都
向比亚迪投去了橄榄枝。

“刀片电池”的诞生，重庆弗迪电池
工厂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刀片电
池”的首发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刀片电
池”生产基地。

“我们有数以百计的机器人，遍布
生产车间、工序、条线的高精度传感器，
还有符合标准的品控体系，这些实现了
工厂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也让

‘刀片电池’生产高效、稳定。”重庆弗迪
锂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维浩说。

目前，重庆弗迪电池工厂已达到了
20亿瓦时生产能力，后续还将增加生
产线，将“刀片电池”产能扩大到35亿
瓦时，远超预期规划的10亿瓦时。放
眼全国，其产能数一数二。

“这个工厂，让重庆动力电池产业
实现了从无到有。”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说，重庆虽然布局新能源产业多年，
也在积极完善全产业链，但一直缺乏动
力电池的企业。重庆弗迪电池工厂的
落户投用，填补了这个空白。

实现了“从无到有”，重庆动力电池
产业迎来“接二连三”。今年8月，国内
最早从事新能源车用、储能用锂离子动
力电池，及电池的关键材料研发和产业
化的企业——荣盛盟固利与渝北区签
约，将在重庆落户荣盛盟固利动力电池

智能制造基地，规划用地750亩，总投
资约50亿元，达产后预计总产能不低
于10亿瓦时。

今年9月，赣锋锂业控股子公司江
西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与两江新区
正式签约，前期将投资54亿元，在重庆
建设赣锋新型电池科技产业园及先进
电池研究院。协议显示，赣锋锂电将在
渝建设约10亿瓦时锂电池生产制造基
地，并为固态电池的技术更新、产品迭
代提供技术支撑。

问题
核心配套仍是短板

有了电池产业，重庆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算是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张拼图。
但从整体上看，电池等核心配套项目较
弱，仍是重庆电动汽车发展的短板。

据了解，目前，除了比亚迪之外，重
庆几乎所有新能源汽车的电池，都是向
其它厂商购买。虽然也有汽车品牌商
尝试自行研发、生产，但最核心的材料
电芯也是购买的。

“工艺和技术太复杂了，不是短时
间能够掌握的，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和时
间成本才能达到效果。”金康汽车相关
负责人说。长安新能源方面则表示电
池的电芯方面是与国内优质企业进行
战略合作。

除了少数自行研发的企业和引进
的三家动力电池企业外，重庆几乎没有
动力电池本土企业。动力电池的本地
供应不能满足需求，是制约重庆电动汽

车发展一个的重要因素。弗迪电池厂
生产的“刀片电池”，目前也主要是供给
自家车型使用。

放眼全国，整个业内拥有成熟技术
的企业也并不多。

“有些企业，看似技术很好，样品指
标也很高，但问到产能和交付时，就要
打一个问号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则表示，这样的企业，汽车企业不敢贸
然让其进入供应体系，政府层面也不敢
贸然引进。

业内人士透露，除了动力电池，重
庆在电驱、电控方面的配套企业也比较
弱。重庆本土新能源车企，大多是从传
统车企转型而来，他们更擅长的是变速
箱、底盘等传统三大件，虽然近年来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
发，但核心配套项目尚待培养。

目标
两年实现三电本地化率超50%

面对问题，重庆积极强弱项补短
板。当前，重庆高新区正在建设重庆车
辆检测院的电池安全实验室。项目建
成后，将填补西南地区乃至国内空白，
解决新能源汽车整车及车载电池企业
的安全性试验研究需求。

今年5月，力帆首次展示了自己
的电池更换技术。此举释放了两点信
号：一是力帆已经具备了高质量换电
车型的量产能力；二是与换电车型营
运配套的设施也已经顺利在重庆落
地。除了力帆之外，长安新能源也在

布局换电站。
此外，重庆正在申报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组织开展的新能
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致力成为国
家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的重
要推动者。

“企业布局很看重一个城市所具备
的优势，在这一点上，重庆还是有一些
话语权的。”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是汽车生产、制造大市，有长安等
知名品牌，也有很好的市场支撑，这是
吸引重庆吸引动力电池企业落户的重
要筹码。

同时，重庆在相关政策方面也给予
了很多支持，比如基础配套、流通领域，
鼓励公共领域应用，国家级检测机构
等，这也能够让更多动力电池企业将眼
光移向重庆。

基于此，重庆正在制定的汽车产业
“十四五”规划，针对目前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等领域的问题，也将提出可行的
政策与举措。

“重庆对所有三电领域的布局，已
有了清晰的规划。”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介绍，重庆的目标是，到2023年，集聚
国内外知名新能源动力电池企业5家，
电机企业5家，电控企业5家。动力电
池年生产能力达80亿瓦时，电机、电控
年生产能力达100万套，三电系统本地
化配套率超过50%。

此外，长安新能源总经理杨大勇还
建议，围绕动力电池形成一个完整产业
链，比如电池回收利用。他表示，长安
新能源做过一个初步测算，一块新的动
力电池中，有70%的贵重金属可以从
旧电池中提炼出来，通过回收循环使用
的方式，可以实现电池的成本与环保双
赢。未来，电池回收将成为朝阳产业，
重庆可以瞄准发力。

重庆邮电大学先进制造工程学院
教授郑太雄也有类似想法。他建议，重
庆可以结合引资、引智和引质，在重庆
建立废旧电池回收处理企业，加快推进
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再利用的产业链
条的建立，形成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
为新能源汽车发展，营造一个更为完善
的产业生态。

图为“刀
片 电 池 ”。

（弗迪电
池工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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