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835185        证券简称：贝特瑞        公告编号：2025-036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业绩说明会  

□媒体采访  

□现场参观  

□新闻发布会  

□分析师会议  

□路演活动  

□其他  

 

二、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 

活动时间：2025 年 5 月 13 日 

活动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贝特瑞新材料科技园 

参会单位及人员：博时基金、申万菱信基金、格力金投、亿阳投资、中胤信

弘投资、广东深汕投资、东吴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中金公司、中泰证券、

广发证券、西部证券、长江证券、兴业证券、申万宏源、国金证券、鲸域资产等

参加本次交流会的投资者合计 46 人。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友元先生、研究院院长李子坤

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晓峰先生、董事会秘书处主任黄舒欣女士 

 



三、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2025 年 5 月 13 日，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贝特瑞”）举办“未来能量引擎”固态电池材料整体解决方案发布会暨投资者交

流会，并在会后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回复。 

（一）新品发布会情况 

公司发布了贝安 FLEX 半固态及 GUARD 全固态系列高镍正极、硅基负

极、固态电解质、锂碳复合负极等材料，为下一代电池技术提供"高能量+高安

全"材料解决方案。 

在贝安 FLEX 系列半固态电池体系中，高镍正极材料相比同等镍含量三元

材料电阻可降低 6%；硅基负极材料克容量可到 2,300mAh/g，两者搭配实现更

高容量、更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电解质方面采用聚合物电解质与氧化物电解

质的复合方案，将聚合物的韧性与氧化物的热安全性结合。在零下 10℃条件

下，相比液态电池，电芯内阻降低 10%，同时针刺安全性可提升 80%。 

在贝安 GUARD 系列全固态电池体系中，推出超高镍型正极和富锂锰型正

极材料，匹配高能量密度的需求；对固态电解质层，开发的硫化物电解质材料

离子电导率超过 10mS/cm，而应用于极片层的硫化物材料，颗粒度可控制在

500nm 以下；同时，开发行业内首款匹配全固态电池锂碳复合负极使用的高性

能三维骨架结构材料，具备低体积膨胀、长循环寿命、高输出功率密度。 

（二）投资者主要问题及回复 

1、贝特瑞固态电池量产的时间节奏是怎样的？  

回复：贝特瑞发布的固态电池材料均已具备量产技术条件，可应用于数码、

动力领域，但实际量产需匹配下游电芯厂商及终端车企的验证周期与需求节

奏。2024 年是半固态体系较具代表性的一年，有实际的固态电池产品出货、装

载和终端应用，可以预见未来半固态体系材料会很快量产。目前行业普遍将

2027 年作为全固态电池规模化量产的时间节点。 

2、相较于传统做电解液、负极的友商以及从隔膜切入做电解液和固态电

解质复合产品的企业，贝特瑞在固态电池材料方面有何独特优势？  

回复：在从常规液态电池跨度到半固态、全固态电池体系上，各企业几乎

处于同一起跑线，尤其在全固态电池领域。作为全球领先的正负极材料供应商，



贝特瑞凭借深厚的材料研发底蕴，已展现出向电解质材料领域拓展的显著优

势。贝特瑞具备很好的工程能力，擅长无机类粉体材料，而硫化物是典型的无

机材料。此外，贝特瑞固态电池材料布局可追溯到 2017 年以前，从技术角度

已跟踪多年，相较传统电解液企业，贝特瑞做无机类粉体材料更有优势。在半

固态材料体系上，贝特瑞已与优质电解液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基本解决了终端

装载中面临的一些材料问题。 

3、公司硅基材料在产业化方面，成本和量产规模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开发的第三代硅基材料沉积硅碳，目前已处于量产阶段。成本

与同行业水平相当。公司正努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工程化能力降低成本。 

4、硅石墨在整个生产工序和成本方面，与常规石墨相比有哪些区别？ 

回复：过往常规石墨搭配硅复合使用，在电池验证过程中效果欠佳，近年

来公司积极开发与硅适配的专用石墨，其成本与常规石墨成本相当，但性能显

著提升。 

5、公司的锂碳复合材料是否代表未来全固态的最终解决方案？ 

回复：不代表未来所有公司在全固态上的最终解决方案，但会是未来重要

方向之一。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努力，搭载多孔骨架结构的锂碳复合材料，

从下一代验证对比结果来看，释放较为积极的信息，公司认可这个方向选择。 

6、公司已具备硫化物材料量产能力，硫化物材料本身问题已解决，是否

可以理解为现在整个产业面临的问题是制造？  

回复：目前，通过多种技术创新，硫化物材料在下游应用端展现较好的性

能优势，但从产业链整体发展来看，硫化物规模化生产仍面临诸多工程化难题。

尽管生产成本较以往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

规模量产。整个行业面临用什么装备进行更大规模放量、如何控制产线更安全

等问题。 

7、当固态电池在 2027-2028 年左右广泛应用时，会选用纯硅基负极，还

是会继续使用传统石墨或其复合材料？对传统石墨行业未来格局有何影响？ 

回复：在半固态电池体系中，气相沉积硅基材料凭借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通常会与石墨材料进行复合使用。而对于未来的全固态电池体系，我们认为锂

碳复合材料是较优的选择，且具备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前景。 



目前，业界也有少部分观点提出采用纯硅材料作为全固态电池负极。虽然

从技术层面能够实现电芯组装，但纯硅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会产生显著的体积

膨胀，由此引发一系列技术难题，需从结构设计上解决。基于该方案存在较多

尚未完全攻克的技术瓶颈，我们在技术路线规划中暂未将纯硅负极作为重点方

向，而提出了锂方案。 

8、公司在未来 5 到 10 年的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公司布局的新业务希望做

到什么样的规模？ 

回复：公司以新能源材料为基本盘，将继续强化主业。随着新能源产业发

展，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在改变，材料产业向大型规模化转变，公司会在新的

技术和产品上发力。同时，公司尝试从单一的材料供应商发展成为未来电池材

料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针对未来应用场景给客户提供整体的材料解决方

案，这能压缩客户产品研发周期，为客户创造价值，从而改变盈利方式，实现

企业价值增长。此外，公司会围绕未来应用场景做投资，以加深对未来场景的

理解，指导整体材料解决方案的提供。公司正负极两大主营业务都在发展，未

来材料还会涉及电解质等特殊材料，这是公司优势和多年积累的体现。沿着成

为材料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的方向，公司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都会发生变化。 

9、公司未来在正极材料业务上有何战略规划？ 

回复：目前，公司正极材料业务总体较为稳健。从行业趋势来看，正极材

料领域市场集中度显著低于电池材料其他细分板块，存在发展机会。在业务布

局层面，公司已战略性剥离磷酸铁锂业务，将核心资源聚焦于三元材料领域。

鉴于三元材料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车型，且在海外市场渗透率远高于磷酸

铁锂材料，预计这一市场格局将延续至 2030 年。基于此，公司会注重正极材

料在海外的业务发展，并凭借前期布局的海外产能优势，加速提升竞争力。 

在技术路线上，公司将重点推进两大方向：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打造差异化

竞争优势，公司目前已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二是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材料回收

闭环体系，区别于传统以价差获利为导向的回收模式，公司规划实现从原材料

投入、电池生产、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循环，系统性解决 ESG、回收途径

及关键技术突破等问题，做长远布局。 

10、从报表看负极盈利能力高于某些同行，但从单位盈利角度却未体现出



高盈利能力，原因是什么？ 

回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负极材料市场价格下行，产品单价走低导致

每吨盈利减少；二是电动汽车产业链整体利润不佳，成本传递给材料端带来降

价压力；三是过去 3-4 年行业大规模扩产周期结束后，公司主动推进制造基地

智能化转型升级与老旧产能改造，短期内设备迭代、工艺优化等投入影响当期

利润；四是公司前瞻性布局差异化竞争赛道，海外投资规模大，在新型电池材

料体系研发投入上持续加码，短期尚未形成盈利贡献，但从长期看是值得的。 

11、过去几年一直在下滑的负极价格下滑幅度是平稳的，是否已经见底？ 

回复：目前价格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电池材料在技术突破上仍有空间，

技术迭代有可能使成本大幅度下降；二是行业产能过剩，且新投入的多是大资

金，产能出清还需要一定时间。 

12、今年负极业务在国内、海外客户的侧重如何？快充等新产品的布局、

客户验证进展如何？  

回复：公司同等重视国内、海外市场，海外依托本地化供应网络，国内则

强化本土产业链协同。公司目前已成功进入绝大部分大客户供应链，未来将聚

焦提升份额。国内市场竞争趋稳后有望实现合理利润，海外业务则具备较高的

利润空间。 

在产品方面，国内市场目前最大挑战是成本，如何实现低成本且保证质量

是较大挑战。对于快充产品，虽然做到 4C、6C、8C 在技术上没有太大障碍，

但需平衡成本、寿命等多维度性能，尤其对传统石墨负极和硅基负极而言，高

昂的材料成本与有限的能量密度溢价，导致产业化动力不足。公司对电池技术

提升和成本下降有信心，并会为此做好准备。 

13、硅基负极解决首次效率低和容量衰减问题的方法有哪些？未来规模化

量产的成本有何规划？ 

回复：目前通过表面处理和掺杂处理等技术手段提升材料稳定性。公司已

找到在高电压下获得更高比容量的技术突破口，但要将材料特点与电池体系匹

配好，还需进行工程化工作。关于产业化成本，还需要时间来实现。 

14、硅碳负极用的是树脂类的多孔碳还是生物质的，未来更倾向于哪种，

半固态体系里硅基材料的多孔载体是否对外？ 



回复：从综合性能和未来商业化成本要求来看，目前更倾向于生物质类。

半固态体系里硅基材料的多孔载体是公司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目前暂未对外。  

15、今年公司 CVD 负极材料量产进度如何，客户接受度怎样，生物质负

极材料是确定方案还是会多方案并行？ 

回复：公司 CVD 负极材料已具备量产条件，已有客户在使用。公司硅基

产品种类齐全，具体选择取决于客户应用场景需求和成本。国内 CVD 负极材

料虽受关注，但整体需求量不大，一是成本高，二是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生

物质负极材料方向非常确定，其成本低、碳排放低，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目前

性能较好，但不排除有其他细分需求，如需要特殊孔隙设计时，高分子材料有

优势。综合考虑，生物质负极材料优势明显。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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