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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安全铁律驱逐三元 钠电亮剑铁锂 
——电气设备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电站安全铁律驱逐三元 钠电亮剑磷酸铁锂 

6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2022 年版）（征求意见稿）》，着重强调电化学储能电站的安全问题：  

 禁止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在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的使用； 

 不建议使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如需使用，需要对产品的一致性进行筛查，并

结合溯源数据对安全性能进行评估。 

当前，储能行业应用的电池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储能电池的核心诉求为高循环寿命和安全性能，对能量密度的需求相对低； 

 三元电池的高能量密度没法在储能领域形成优势，安全性能引人担忧； 

 磷酸铁锂的循环、安全性能优，且成本低，适用于大型储能电站的兴建。 

动力电池在储能行业的梯次利用需要重新审视。 

 回收的电池一致性较差，重新利用的难度较高；早期电池工厂信息化程度较低，

出场标准、生产数据无法追溯，可靠性差； 

 目前锂电池的回收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回收渠道不统一，

额外的筛查和检测成本也降低了梯次利用的利润率； 

风光电站等可再生能源的配储需求驱动储能行业需求释放，然而对成本的高敏感

性，推动钠离子的产业化进程提速；钠离子电池兼具成本、性能优势，有望成为

锂离子电池的替代品。 

 正极材料方面，需要比锂离子宽的扩散通道，以便钠离子快速转移，同时还有

兼具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典型代表为层状结构的金属氧化物，普鲁士蓝类

和聚阴离子化合物材料；  

 负极材料方面，要求扩散通道好，具备嵌入钠离子的能力，且化学稳定性好。

无定形碳材料可逆容量和循环性能好，典型代表为硬碳负极。 

投资策略 

关注在钠电正极材料形成技术和产能优势的振华新材（688707）；钠离子电池使

用的电解质盐一般为 NaPF6，关注在此方面已经实现批量，且正在开发 NaFSI 产

品的多氟多（002407）。 

市场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输大盘，涨幅为-2.47%，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30；个股方面，电池版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雄韬股份（14.85%），派能科技

（11.27%），万里股份（9.44%），天奈科技（9.37%）和鹏辉能源（7.27%）；跌

幅前五个股分别为科力远（-10.11%），科达利（-10.27%），亿纬锂能（-10.79%），

博力威（-11.21%）和欣旺达（-15.01%）。 

重要行业数据跟踪 

2022 年前五个月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约 320 万辆，同比上涨 66%，带动全

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五个月合计装机量突破 152.13GWh，同比增长 84%。其中，

乘用车装机量约 142.9GWh，占比达到 93.9%。 

风险提示 

下游车企装机量的释放的不预期；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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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电站安全铁律驱逐三元 钠电亮剑磷酸铁锂  

6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征求《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

要求（2022 年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文件中着重强调了电化学储能电站的

安全问题，并做出相关规定：  

 禁止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在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的使用； 

 不建议使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如需使用，需要对产品的一致性进行筛查，并结

合溯源数据对安全性能进行评估。 

1.1 储能电池应用依旧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当前，储能行业应用的电池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储能电站在电网中的应用，主要是削峰填谷，改善电网运行质量，因此，储能

行业对电池的核心诉求为高循环寿命和高安全性能，对于能量密度的需求相对

较低； 

 因此，三元电池的高能量密度没法在储能领域形成优势，其活跃性质带来的安

全隐患反而令人警觉； 

 磷酸铁锂的充放电性能，循环、安全性能优于三元电池，且成本低，适用于大

型储能电站的兴建。  

按照新能源汽车 5 年或 8 万公里的质保标准折算，国内首批投入市面的新能源汽车

即将迎来退役潮。由于储能对电池能量、空间利用率的要求相对较低，退役的电池

有望在储能行业“重新上岗”。 

“二十五项重点要求”提出要对梯次利用电池的一致性和出场数据进行筛查，动力

电池在储能行业的梯次利用需要重新审视。 

 由于早期投入市场的动力电池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各家的操作规

范不尽相同，造成退役回收的电池一致性较差，重新利用的难度较高；并且，

早期电池工厂信息化程度较低，出场标准、生产数据无法追溯的问题也较为普

遍，退役电池安全性能难以预测，可靠性较差； 

 目前锂电池的回收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回收渠道不统一，

额外的筛查和检测成本也降低了梯次利用的利润率。 

1.2 储能市场逐渐打开 低成本储能电池成迫切要求 

风光电站等可再生能源的配储需求，是储能行业的重要驱动因子。 

 风能与光能的利用存在间歇性，发电时长不确定性等特点，配套储能电站，有

利于平衡能源波动，降低弃风率、弃光率，提高电网稳定性； 

 截至 2022 年 5 月，各省市合计发布了 327GW 的光伏电站和 200GW 风电电

站规划，按照 15%的配储需求和 2 小时的配储市场，对应 158.1GWh 的电池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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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储能的市场逐渐打开，然而对成本的高敏感性，推动钠离子的产业化进程提速。 

 相较于锂资源，钠资源储量大且分布广泛，成本更低，价格受供需波动较小； 

 铝箔作为集流体容易与锂发生合金化反应，只能选用更为昂贵的铜箔，而钠离子

氧化还原电位更低，可以使用铝箔作为集流体； 

综合成本优势，钠离子电池有望成为锂离子电池的替代品。性能方面，钠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略低于磷酸铁锂电池，强于铅酸电池；低温性能更好，工作区间从-20℃

~60℃拓宽到-40℃~80℃；此外，钠离子电池安全性也更高。 

1.3 钠离子电池研究进展 

钠离子半径比锂离子大，在正电极材料和负极材料的选型是技术关键点： 

正极材料方面，离子的扩散通道要求比锂离子宽，以便钠离子快速转移，同时还有

兼具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 

 层状结构的金属氧化物材料，该种材料工艺成熟，理论比容量高，但是受潮后

稳定性变差，目前振华新材已经实现了吨级送样，公司钠电正极材料具有高压

实密度、高容量、低 pH 值和低游离钠等特性； 

 普鲁士蓝类化合物正极材料，理论比容量高，成本低，但是稳定性稍弱。 

 聚阴离子化合物材料，例如磷酸钒钠材料，循环寿命较长，但是理论比容量低，

成本偏高，目前法国的 Tiamat 具备相应的技术储备。 

负极材料方面，要求扩散通道好，具备嵌入钠离子的能力，且化学稳定性好。无定

形碳材料可逆容量和循环性能好，典型代表为硬碳负极，目前杉杉股份对此已经实

现百公斤级别的供货。 

2. 行业市场行情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涨跌幅为-2.47%，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30。 

图1：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2022.6.27-2022.7.1）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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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输大盘。本周沪深 300、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涨

幅分别为 1.64%，1.13%，1.37%和-1.5%。 

在细分版块中，电机版块涨幅最高，以 3%的涨幅高于电池、电网设备、风电设备、

光伏设备和其他电源设备的-5.83%，-1.54%，-2.01%，1.52%和-1.89%。 

图2：四大指数涨跌幅（2022.6.27-2022.7.1）  图3：电力设备版块涨跌幅（2022.6.27-2022.7.1）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电池版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雄韬股份（14.85%），派能科技（11.27%），

万里股份（9.44%），天奈科技（9.37%）和鹏辉能源（7.27%）；跌幅前五个股分别

为科力远（-10.11%），科达利（-10.27%），亿纬锂能（-10.79%），博力威（-11.21%）

和欣旺达（-15.01%）。 

图4：电池版块涨幅前五（2022.6.27-2022.7.1）  图5：电池版块涨跌幅后五（2022.6.27-2022.7.1）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行业重要数据跟踪 

根据高工锂电统计的数据，2022 年前五个月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约 320 万辆，

同比上涨 66%。其中，5 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约 67.2 万辆，较上月出现好转，

环比上涨 22%。 

图6：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图7：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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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GII,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GII,申港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销量提升带动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高涨，2022 年前五个月合计装机

量约 152.13GWh，同比增长 84%。其中，乘用车装机量约 142.9GWh，占比在提

高，达到 93.9%。 

4. 风险提示 

下游车企装机量的释放的不预期；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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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

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

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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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申港证券行业评级体系：增持、中性、减持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申港证券公司评级体系：买入、增持、中性、减持 

买入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