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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3年-2017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总体呈现高速增长，2017年总体销量达到77.7万辆，四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6%。工信部2020年销售目标确定为200万辆，同时预计2025年新能源汽车

与汽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20%。

      在2017年首次将电池能量密度进行考核，并对应不同补贴系数以来，电池产业均把提升产

品质量放在首位，因此产业经历了磷酸铁锂电池向三元电池的转型。然而2019年能量密度门

槛再一次提升，将上限从120kwh/kg提高到160kwh/kg，过去大于120kwh/kg的车型获得1.1倍补

贴，而2019年140kwh/kg~160kwh/kg车型获得1.1倍，大于160kwh/kg车型获得1.2倍补贴。除此

之外，新政新增对百公里耗电量优于门槛25%的节能车型给与1.1倍补贴。

      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快速增长，工信部目标2020年销量达到200万辆，2025年销售占比至20%

，据此推算2020年动力电池需求量达到108Gwh，2025年预计达到280Gwh，其中三元电池占比

将有望超过90%。（计算基于假设：1、2020年销量达工信部目标200万辆，2025年销售占

比20%；2、复合增长率作为年增长率；3、届时铁锂占比较小，电池销量按照汽车增速计算

）。动力电池出货量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趋势研

究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新能源乘用车电池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新

能源乘用车电池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

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面临的机遇及发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

池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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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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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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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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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国际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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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国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需求结构

4.2.3国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需求规模

4.32014-2019年国际区域新能源乘用车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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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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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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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2014-2019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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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2、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消费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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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14-2019年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发展现状

5.2.12014-2019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发展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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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太阳能乘用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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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阳能乘用车市场规模



3、太阳能乘用车市场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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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然气乘用车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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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渠道与行业品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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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所属行业运行指标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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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6.2.4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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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三元电池占比提升迅速，受益于乘用车对性能的依赖。根据统计，2015年三元和磷酸铁锂电

池占比分别为28%和69%，2016年为38%和60%，2017年为45%和50%。三元占比持续提升，我

们预计2019年三元市占率有望达到60%。深层次的原因是三元电池在质量和体积能量密度上均

大幅超过磷酸铁锂电池，而在过渡金属配比改变的情况下（高镍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而

磷酸铁锂提升空间有限。由于操控性能的迫切需要，乘用车对体积和重量都有严格的要求，

因此三元电池是不二选择。在经历了磷酸铁锂各类车型均使用的2015年，乘用车逐步过渡为

三元电池，连对磷酸铁锂最为依赖的比亚迪多款车型也转向三元电池。虽然客车绝大部分依

然使用磷酸铁锂电池，但2017年新能源乘用车中三元电池的市占率已经提升到了76%，而趋势

还在延续。正极材料市占率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2017年新能源乘用车各电池市占率数据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2014-2019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2、2020-2026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需求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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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2019年新能源乘用车电池所属行业进口量及增长情况

3、2014-2019年新能源乘用车电池所属行业行业进口情况

4、国家进口结构

5、进口产品结构

6、进口价格趋势

 

第七章中国互联网+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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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互联网给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带来的机遇分析

7.1.3互联网给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带来的挑战分析

7.1.4互联网+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渠道形势变革分析

7.1.5互联网+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营销模式变革分析

7.1.6互联网+新能源乘用车电池行业经营成本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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