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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电池日召开。此次电池日特斯拉在电池设计、电池工厂、负极材料、

正极材料以及电池与车身的整合五个方面提出了下一代电池的愿景，通过

五个环节的融合，特斯拉预计可以将续航里程提升 54%，电池制造成本减

少 56%，单位投资成本减少69%。总的来看，特斯拉的自建工厂 Terafactory

将来会实现产能投资的大幅降低和生产流程的简化。公司目标电池产能在

2022 年达到 100GWh，2030 年达到 3TWh。 

特斯拉此次的电池型号继续升级到 4680，依靠这一电芯设计的升级，预

计续航里程提升 16%、电池成本下降 14%，马斯克表示实验的结果比较

满意。4680 电池将在弗里蒙特工厂的试生产线进行生产，2022 年实现大

规模量产。在干电极技术方面，马斯克表示对此前干电极方案进行优化，

得到最优方案，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在车电整合方面，特斯拉采取结构化

电池的方案，把电池直接内置在汽车结构中，使得电池与车身更好的结合，

预计减重 10%，同时可能带来 14%的续航增加。正极材料方面，特斯拉

计划采用磷酸铁锂、镍锰材料和高镍材料三种方案；在负极材料方面，致

力于实现和解决硅材料的膨胀性问题，能够提升 20%的续航里程并贡献电

池 5%的降本。特斯拉同时布局正极及上游金属环节，计划打造北美正极

生产基地；在镍资源方面，使用金属镍代替硫酸镍作为原料输入端进行生

产，降低成本；在锂资源方面，计划在矿产中直接提取锂元素；在电池回

收方面，特斯拉计划于下个季度开始电池生命周期回收试点，进一步降低

原材料成本。 

 行业动态：发改委等四部委：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建设；《关于扩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下发。 

 投资建议：20 年国内新能源总量难有起色，但结构性变化值得关注；海

外疫情对电动车销量的影响基本解除，在政策的扶持下有望恢复高增长。

建议更多着眼于影响成长预期的主题事件催化。整车方面，推荐长城汽车、

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关注吉利汽车；电池材料方面，推荐宁德时代、当

升科技；电机电控方面，建议关注卧龙电驱、汇川技术；锂电设备方面，

建议关注先导智能和杭可科技；锂钴方面，建议关注华友钴业和天齐锂业。 

 风险提示：1、电动车产销增速放缓。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基数的不断增

长，维持高增速将愈发困难，面向大众的主流车型的推出成为关键；2、

产业链价格战加剧。补贴持续退坡以及新增产能的不断投放，致使产业链

各环节面临降价压力；3、海外竞争对手加速涌入。随着国内市场的壮大

及补贴政策的淡化，海外巨头进入国内市场的脚步正在加快，对产业格局

带来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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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周关注 

特斯拉电池日召开 

9 月 22日特斯拉召开首次电池日活动，正式公布自产电池的计划，并从性能、成本、开支三个维度

展示了特斯拉在研电池的显著优势。电池日上提出的新电池技术符合预期，电池的产能规划也彰显

出特斯拉对未来行业和公司发展的信心。 

五大环节降本增效，自建电池拉开序幕。此次电池日特斯拉在电池设计、电池工厂、负极材料、正

极材料以及电池与车身的整合五个方面提出了下一代电池的愿景，通过五个环节的融合，特斯拉预

计可以将续航里程提升 54%，电池制造成本减少 56%，单位投资成本减少 69%。特斯拉对自建电池

工厂的整个流程进行了优化和扩展：1）采用干电极工艺，简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速度；2）高速

的电芯组装产线，实现连续性的组装加工；在单条组装线上实现 20GWh，单线产出增加 7倍；3）

化成分容环节，通过电子系统的管理减少 75%的复杂工序和 86%的成本。总的来看，特斯拉的自建

工厂 Terafactory将来会实现产能投资的大幅降低和生产流程的简化。公司目标电池产能在 2022年

达到 100GWh，2030 年达到 3TWh。 

图表1 特斯拉电池五大环节降本增效 

 

资料来源: Tesla，平安证券研究所 

工艺升级：大电芯+无极耳+干电极。特斯拉此次的电池型号继续升级到 4680，依靠这一电芯设计的

升级，预计电池能量提升 5倍、续航里程提升 16%、功率提升 6倍，这一设计方案可以使得电池成

本下降 14%。马斯克表示实验的结果是比较满意的。4680电池将在弗里蒙特工厂的试生产线进行生

产，目前产能为 1GWh，后续规划达到 2GWh，2022 年实现大规模量产，未来计划进一步扩产至

200GWh 的规模。在干电极技术方面，马斯克表示对此前干电极方案进行优化，得到最优方案，目

前处于 close to working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成熟。在车电整合方面，特斯拉采取结构化电池的方案，

把电池直接内置在汽车结构中，使得电池与车身更好的结合，预计减重 10%，减少 370个零部件并

加快生产速度，同时可能带来 14%的续航增加。 

高镍无钴正极+硅负极，材料体系符合预期。正极材料方面，特斯拉探索了三种放弃钴材料的思路：

1）在正极材料中使用铁，用于中低续航的乘用车和储能领域，主打长循环寿命；2）使用镍锰材料，

主要应用于乘用车，主打长续航；3）高镍材料，应用于 Cybertruck皮卡和 Semi卡车中，主打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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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密度。在负极材料方面，马斯克表示通过原材料重新设计、高弹性材料、覆膜材料进行涂膜去实

现和解决硅材料的膨胀性问题，能够提升 20%的续航里程并贡献电池 5%的降本。特斯拉同时布局

正极及上游金属环节，计划打造北美正极生产基地，减少 80%的运输成本、66%的工程投资和 76%

的生产成本；在镍资源方面，使用金属镍代替硫酸镍作为原料输入端进行生产，降低成本；在锂资

源方面，计划在矿产中直接提取锂元素；在电池回收方面，特斯拉计划于下个季度开始电池生命周

期回收试点，进一步降低原材料成本。 

电池日总结：新电池尚未进入量产节奏，多项专利未提及。在材料方面，总体来看，特斯拉提出的

材料体系并未偏离当前产业界的主流技术路线，没有创新性的材料体系出现。在工艺方面，大圆柱

电芯、无极耳电极和干电极距离大规模量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的技术难言成熟。此外，负极

补锂、单晶 NCA、新型添加剂等此前多项专利中涉及的技术、材料和工艺方案都没有在此次电池日

上提及，固态电池、百万英里电池等颠覆性的电池技术也没有成为本次活动的议题，电池日活动整

体符合预期，但惊喜不足。汽车销量方面，公司预计 20年销量同比增长 30%-40%。新车型方面：1）

目前 Cybertruck已经收到了超过 60万辆订单，预计销量将达到每年 25万到 30万辆；2）公司宣布

Model S的 Plaid版本 2021年底即可交付，续航超过 836公里，百公里加速在 2s内；3）特斯拉预

计将在 2023 年采用新电池的全部技术生产售价仅为 2.5 万美元的自动驾驶汽车。 

 

二、 行业动态跟踪 

2.1 行业重点新闻 

发改委等四部委：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建设 

事项：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

意见》。《意见》提出，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示范，提高城市公交、出租、环卫、城市

物流配送等领域车辆电动化比例。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建设，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公共停车

位的快速充/换电站覆盖率。 

点评：截至 20 年 8月份，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的数据，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 59.2万台，已经大

幅超过了此前发改委规划的至 2020年建设 50万台公共充电桩的目标。今年各地政府明显加大了对

充电桩建设的支持力度，国网、南网等能源企业也发布了较大规模的充电桩建设计划。我们预计，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西部地区的渗透率提升，中西部省份有望迎来充电桩建设高峰；此外，随着直

流快充技术的普及，高速公路服务区直流充电桩功率有望从当前 60kW逐步被升级至120kW及以上，

用户充电效率的提升也将加速新能源车渗透率的进一步提高。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下发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实施新材料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提升稀土、钒钛、钨钼、锂、铷铯、石墨等特色资源在开采、冶炼、深加工等环节的

技术水平，加快拓展石墨烯、纳米材料等在光电子、航空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 

点评：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金属资源主要包括稀土、钴、锂和镍，其中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

和深加工国家，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但钴、锂和镍资源对外依赖的程度高，积极开拓海外资源是

资源保障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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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市公司动态 

【欣旺达】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欣动与兰溪经开委在兰溪经开委辖区内投资建设欣动能源项目。项
目计划总投资额约 20 亿元。第一期计划投入人民币 3 亿元，投资建设电池约 5 万只/天生产线及相

关配套设施；第二期计划投入人民币 17亿元，新增电池约 20万只/天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达产后，可达到 35 亿元年销售额的规模。 

图表2 新能源汽车板块主要上市公司股价表现 

代码  名称  周涨幅（%）  月涨幅（%）  

TSLA.O 特斯拉  -7.9  1.7  

NIO.N 蔚来  -5.6  32.9  

002594.SZ 比亚迪  -9.0  32.1  

600104.SH 上汽集团  -5.1  5.1  

600066.SH 宇通客车  -2.4  10.7  

300750.SZ 宁德时代  -3.3  -0.4  

300073.SZ 当升科技  -5.2  2.4  

603659.SH 璞泰来  -6.0  8.3  

300450.SZ 先导智能  -2.0  4.3  

300457.SZ 赢合科技  -2.8  -10.9  

688006.SH 杭可科技  -12.9  -18.9  

002466.SZ 天齐锂业  -9.8  -16.7  

002460.SZ 赣锋锂业  -7.0  0.2  

603799.SH 华友钴业  -10.0  -21.3  

300618.SZ 寒锐钴业  -10.1  -25.6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3 行业数据图表 

 

图表3 2020 年 1-8 月汽车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  单位：% 

 

资料来源：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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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2020 年 1-8 月汽车社会零售额累计同比降幅缩窄  单位：% 

 

资料来源：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2020 年 1-8 月汽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速同比   

 

资料来源：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6 2020 年 8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8%  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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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2020 年 8 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增长 47%  单位：GWh 

 

资料来源：合格证，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8 本周电解液价格全线调涨  单位：万元/吨 

产品  9 月 25 日  9 月 18 日  涨跌  

碳酸锂 电池级 4.1 4 - 

氢氧化锂  4.95 4.95 - 

电解钴 ≥99.8% 27.6 28  

三元材料 
5 系动力型 11.95 11.95 - 

8 系 811 17.45 17.45 - 

磷酸铁锂 动力型 3.4 3.4 - 

人造石墨 中端 3.75 3.75 - 

电解液 
低端 3.2 2.9 - 

高端 4.9 4.8 - 

六氟磷酸锂 国产 7.9 7.65  

湿法基膜 

(元/平方米) 
7um 2 2 - 

sp 导电剂 3.5 3.5 - 

碳纳米管 固含量 4%-5% 5.5 5.5 - 

资料来源：鑫椤资讯、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9 本周碳酸锂价格低位震荡  单位：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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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本周钴价格震荡  单位：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8 月份公共充电桩新增投建数量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投资建议 

20 年国内新能源总量难有起色，但结构性变化值得关注；海外疫情对电动车销量的影响基本解除，

在政策的扶持下有望恢复高增长。建议更多着眼于影响成长预期的主题事件催化。 

整车方面，推荐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关注吉利汽车；电池材料方面，推荐宁德时代、

当升科技；电机电控方面，建议关注卧龙电驱、汇川技术；锂电设备方面，建议关注先导智能和杭

可科技；锂钴方面，尽管钴和锂价格仍有所下降，但 2020年钴和锂供需格局改善较为确定，建议关

注华友钴业和天齐锂业。 

 

四、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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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电动车产销增速放缓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基数的不断增长，维持 40%以上的年复合增速将愈发困难，从目前的政

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向上看，短期内商用车的发展将以稳为主，而乘用车能否实现快速增长，即面

向大众的主流车型何时推出将是关键变量。 

 

4.2 产业链价格战加剧 

补贴持续退坡以及新增产能的不断投放，致使产业链各环节面临降价压力，尤其是中游环节，面临

来自下游整车厂削减成本的压价，及上游资源类企业抬价的两难局面。近年来投资的不断涌入所形

成的新增产能，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加速洗牌。 

 

4.3 海外竞争对手加速涌入 

随着国内市场的壮大及补贴政策的淡化，海外巨头进入国内市场的脚步正在加快，对产业格局带来

新的冲击。诸如车企特斯拉、电池企业松下/LG 等正纷纷酝酿在国内设厂或扩大产能，其品牌、技

术、布局等方面的优势将是国内电动车产业链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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