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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年度产量走势(万辆)

新能源汽车产量，1-12月同比增长39.4%，全年继续保持较大增幅。

• 2024年1-12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1316.8万辆，同比增长39.4%，累计渗透率提升至41.7%。

• 在以旧换新政策以及新车售价下调的共同影响下，2024年乘用车销量实现新的突破，新能源对传统能源形成了实质性的冲击，行业内多家车企由于经营压力破产重组。

2025年以旧换新继续实施，自主品牌已经开始向上突破，2025年将发布多款高端车型，合资企业也开始发力新能源市场，多款新能源车型也将在2025年上市。

新能源产量整体月度增长情况
2022

2024

数据来源：CPCA/国家统计局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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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

▕ 2022年平均渗透率26.4%

▕ 2023年平均渗透率31.4%
▕ 2024年平均渗透率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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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本期各车型同比继续增长，乘

用车部分，临近春节，消费者购车意愿较高，

同时合资企业推出“限时一口价”等一系列

促销活动，进一步带动了销量增长。当前轿

车、SUV同比增幅均超45%。MPV同比增幅

达到73.1%。商用车市场由于基数较低，增幅

显著高于乘用车。

2024年12月，CAR占比43.5%，相比同期下滑0.93个百分点；SUV、MPV份额分别达到46.8%和
3.6%；客车、卡车份额均为为3.0%。

SUV
CAR

TRUCKBUSMPV

45.7% 45.3%

73.1%

108.9%
94.1%

CAR SUV MPV TRUCK BUS

2024年12月各车型同比增幅

新能源车型比例(2024年12月)

数据来源：KERUI数据-乘用车/商用车零售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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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机量69.7GWh，同比增长58.4%。

• 动力电池市场1-12月同比增长达到45.6%，从增速来看，装机量同比增幅略高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幅度。

• 2024年12月新能源汽车单车平均电量为46.3kWh，同比下滑2.4%，由于插混以及增程车型占比的提升，平均单车装机量有所下滑。

新能源汽车配套电池总装机量年度走势（GWh） 新能源汽车配套电池装机量月度走势（MWh）

其中：
新能源汽车单车平均电池
装机量年度走势（kWh）

2024年12月新能源汽车总装机辆达到69.7GWh。

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动力电池-装机量整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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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三元材料总装机量占比达到29.55%。

• 电芯外形方面，1-12月方形电芯配套占比为96.0%，圆柱形电芯配套占比1.2%，软包电芯配套占比2.8%。

• 电芯材料方面，乘用车市场，磷酸铁锂占比较大，达到65.8%。商用车市场目前基本均为磷酸铁锂。宁德时代作为三元锂的头部企业，目前也在积极布局磷酸铁锂

市场，近期旗下公司再签4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进一步扩大磷酸铁锂产能。

电芯外形配套结构 电芯材料配套结构
乘用车 货车客车

动力电池-市场配套结构

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排名 企业 装机量（MWh） 份额 Top 1 OEM Top 2 OEM Top 3 OEM Top 4 OEM Top 5 OEM

1 宁德时代 48.3% 特斯拉中国 12.5% 吉利汽车 9.2% 奇瑞汽车 7.0% 理想汽车 5.1% 长安汽车 5.1%

2 弗迪电池 22.3% 比亚迪 73.3% 小鹏汽车 6.3% 乐道汽车 4.1% 小米汽车 3.9% 腾势汽车 3.7%

3 中创新航 5.0% 零跑汽车 12.9% 小鹏汽车 12.5% 智己汽车 11.5% 广汽埃安 11.5% 长安汽车 11.2%

4 国轩高科 4.9% 上汽通用五菱 35.8% 零跑汽车 16.2% 奇瑞汽车 11.2% 吉利汽车 8.0% 长安汽车 5.6%

5 亿纬锂能 3.6% 小鹏汽车 36.2% 广汽埃安 17.7% 三一汽车 16.2% 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 7.5% 华晨宝马 4.4%

6 蜂巢能源 3.4% 零跑汽车 35.1% 长城汽车 29.2% 吉利汽车 21.7% 岚图汽车 7.2% 光束汽车 4.2%

7 瑞浦兰钧 2.2% 上汽通用五菱 35.0% 徐工汽车 12.0% 三一汽车 9.0% 智马达汽车 5.9% 东风柳汽 5.7%

8 欣旺达 1.7% 理想汽车 58.5% 东风乘用车 15.7% 吉利汽车 10.9% 上汽大通 3.1% 江铃新能源 3.0%

9 正力新能 1.7% 上汽通用五菱 48.4% 零跑汽车 24.5% 广汽乘用车 17.2% 上汽通用 7.8% 一汽红旗 1.7%

10 LG 1.3% 特斯拉中国 99.9% 沃尔沃亚太 0.1%

2024年12月电池企业装机量TOP10(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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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电芯企业配套情况

TOP2企业配套占比达到70.6%。
• 2024年12月前三企业市场份额达到75.5%。前十企业占比达到94.3%，其中宁德时代和弗迪电池市场份额远超竞争对手。瑞浦兰钧同比增幅达到206.7%。弗迪电

池目前配套企业中，外供企业增多，目前小鹏、乐道、小米均有采用弗迪电池产品。欣旺达主要配套理想汽车，占比达到58.5%。宁德时代、中创新航配套单一企
业占比均未超过15%。

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排名 企业 配套量 环比增速 份额 累计配套量 Top 1 OEM Top 2 OEM Top 3 OEM

1 弗迪动力 -4.39% 27.40% 375.2 比亚迪 92.9% 腾势汽车 3.3% 方程豹汽车 2.7%

2 汇川联合动力 14.48% 6.98% 87.2 理想汽车 56.6% 广汽埃安 12.3% 广汽乘用车 7.8%

3 联合汽车电子 24.11% 6.69% 70.5 理想汽车 50.3% 小米汽车 19.8% 长安汽车 12.1%

4 特斯拉 10.90% 5.65% 66.2 特斯拉中国 100.0%

5 华为 24.48% 4.70% 56.7 赛力斯汽车 52.6% 奇瑞汽车 23.9% 理想汽车 16.1%

6 宁波双林 -7.50% 4.22% 43.2 上汽通用五菱 74.5% 一汽奔腾 19.3% 长安汽车 5.5%

7 奇瑞新能源 -3.84% 2.63% 25.7 奇瑞汽车 100.0%

8 长安新能源 40.27% 2.50% 17.8 长安汽车 73.0% 阿维塔汽车 27.0%

9 蔚来驱动 53.06% 2.25% 22.7 蔚来汽车 67.6% 乐道汽车 32.4%

10 蜂巢易创 19.85% 2.16% 32.7 长城汽车 99.2% 吉麦新能源 0.7% 理想汽车 0.1%

2024年12月电机企业配套量TOP1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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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企业配套情况

12月Top10电机配套企业合计配套量94.2万台，配套量同比增长50.4%
• 2024年12月，前十企业份额合计占比达到65.2%，十家车企首位配套企业占比均超过50%。电机市场集中度好于电芯市场。理想汽车主要由汇川联合动力和联合

汽车电子两家企业供应。奇瑞新能源12月同比增幅超过500%，主要以自配为主。此外比亚迪、特斯拉、长安新能源和蔚来驱动也主要以自配为主。

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弗迪动力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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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电机企业主要配套车型情况（万辆）

驱动电机-企业配套情况

弗迪动力配套车型持续增长
• 2024年12月，弗迪动力前五车型占比达到45.41%。海鸥占比达到12.07%，主销车型仍为15万以下价位区间。汇川联合动力主要供应理想汽车，理想四款车型占

比达到56.57%，此外小米SU7占比也达到6.47%。华为目前问界M9配套占比最高，达到23.06%，2025年将有多款大型SUV上市，未来将对M9的市场造成冲击。

宁波双林主要配套长城系车型，其中哈弗猛龙占比达到33.75%。

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2024年12月电控企业配套量TOP10（万台）

驱动电机控制器-企业配套情况

前三企业配套占比达到40.99%
• 2024年12月，TOP10电控供应商份额占比62.7%。汇川联合动力主要配套理想汽车。英搏尔本月同比增幅超过500%，主要配套上汽通用五菱，占比达到66.2%。

蔚来驱动环比增幅最高，达到53.04%。当前份额较低，配套企业主要以自配为主。由于当前价格战较为激烈，长安、蔚来均开始自供电控，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

的。

排名 企业 配套量 环比增速 份额 累计配套量 Top 1 OEM Top 2 OEM Top 3 OEM

1 弗迪动力 -4.95% 27.82% 368.8 比亚迪 93.2% 腾势汽车 2.8% 方程豹汽车 2.8%

2 汇川联合动力 10.49% 7.37% 100.9 理想汽车 54.9% 广汽埃安 12.0% 广汽乘用车 7.6%

3 特斯拉 10.90% 5.79% 66.2 特斯拉中国 100.0%

4 华为 25.24% 4.55% 55.4 赛力斯汽车 49.6% 奇瑞汽车 25.2% 理想汽车 17.1%

5 联合汽车电子 16.77% 4.49% 48.7 理想汽车 33.1% 小米汽车 30.3% 长城汽车 16.0%

6 英搏尔 -6.57% 3.53% 36.5 上汽通用五菱 66.2% 长安汽车 25.9% 睿蓝汽车 2.8%

7 长安新能源 18.59% 2.58% 17.4 长安汽车 71.1% 阿维塔汽车 26.8% 长安马自达 2.1%

8 蔚来驱动 53.04% 2.31% 22.7 蔚来汽车 67.6% 乐道汽车 32.4%

9 中车时代 -18.72% 2.21% 31.5 上汽通用五菱 67.3% 一汽红旗 13.9% 长安汽车 10.5%

10 极电电动 12.33% 2.07% 19.0 吉利汽车 94.2% 智马达汽车 3.3% 长安汽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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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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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电控企业主要配套车型情况（万辆）
汇川联合动力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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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控制器-企业配套情况

汇川联合动力配套车型以理想产品为主
• 汇川联合动力主要配套理想系列车型，2024年理想L6支撑起理想全年销量目标，通过L系列的家族式设计，同时产品价格大幅降低，吸引了众多消费者。联合汽车电

子也有配套部分理想车型。英搏尔主要配套宏光MINI以及长安Lumin两款小型车。中车时代主要配套五菱缤果，份额达到66.75%。

数据来源：KERUI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装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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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技术发展趋势

永磁同步电机为当前主流技术
纯电动汽车经常采用的驱动电机有直流电机、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开关磁阻电机四类。目前应用主流的是
永磁同步电机。2018年特斯拉宣布Model3初次采用永磁同步电机作为其驱动电机，这也宣告了一直以异步感应电
机为技术路线的特斯拉正式加入永磁电机技术潮流。

信息来源：KERUI咨询-案头研究

项目 直流电机 异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

功率密度 低 中 高 较高

转矩性能 一般 好 好 好

转速范围(r/min) 4000~6000 9000~15000 4000~10000 >15000

功率因数 - 82~85 90~93 60~65

负荷效率(%) 80~87 90~92 85~97 78~86

过载能力(%) 200 300~500 300 300~500

电机尺寸/重量 大/重 中/中 小/轻 小/轻

可靠性 差 好 优良 好

结构坚固性 差 好 一般 优良

控制操作性能 最好 好 好 好

控制器成本 低 高 高 一般

电励磁直流电机
1834 年，美国人托马斯·达文波特尝试制造了首辆搭载不可充电式蓄
电池的由直流电动机作为原动机的电动车。优点是制造简单、控制性
能好、起步加速牵引力大，但其具有体积大、质量大、安全性差和效
率低等缺点，逐渐被淘汰。

开关磁阻电机
1983年，英国TASC Drives公司首次将开关磁阻电机推向市场。由于
其有控制器设计较难，噪声较大，振动严重等一些弊端，开关磁阻电
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但由于其独特的优点，在一些
特定领域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感应电机
目前感应电机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开发与应用。但其效率相对较低
(尤其在低速范围内)，导致功率因数低。转矩密度，功率密度低从而
导致产品体积大，控制相对复杂。

永磁同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以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强过载能力及高可靠性著称。
其高效率运转，能有效降低能源损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已成
为电力传动系统最主要的驱动装置之一。2018年特斯拉初次采用永磁
同步电机作为驱动电机，标志着驱动技术路线正式转为永磁同步。



电机技术发展趋势

中美均对电机性能提出了参数目标
在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中提到：至2025年，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新能
源汽车年销量300万辆，自主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80%以上；美国在对于2025年驱动电机产品也做出了相关
规划。相比于重量，美国企业更关注占用空间体积的大小，功率密度更倾向于以体积计算。

信息来源：KERUI咨询-案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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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驱动电机相关发展目标
2020 2025 2030

以下是对于2035年驱动电机的性能要求：
• 功率密度7kW/kg

• 最高效率大于98%

• 最高转速25000r/min

• 期望车辆的百公里加速为2.9s甚至达到1.8s

美国能源部在2017年发布了电动汽车发展2025路线图规划。对电动汽车及其三

电系统的发展目标给出了指导性意见。2025年路线图是2020年的基础上的进一

步延伸，主要是从效率、功率密度、成本方面作出指标要求。从中发现在电机效

率、功率密度、成本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

2020年电机技术目标 2025年电机技术目标
• 效率：系统>94%(折算电机95%)

• 密度：5.7kw/L/1.6kw/kg

• 成本:4.7$/kw

• 效率：系统>97%

• 密度：50kw/L/5.7kw/kg

• 成本:3.3$/kw

相比于重量美国企业更关注占用空间体积的大小，功率密度更倾向于以体积计算



电机技术发展趋势

技术之间存在融合发展的可能
目前驱动电机主要发展方向有两种，分别是电机本体拓扑结构方面以及电机共同关注的技术方面，常见的扁线电
机、轮边/轮毂电机技术、轴向磁通电机技术均是电机本体拓扑结构方面。此外像NVH抑制技术、电机散热技术
都是各技术路线共同关注的技术方向。各项技术之间并非完全独立，相互之间均存在融合发展的可能。

信息来源：KERUI咨询-案头研究

电机本体拓扑
结构方面

电机共同关注
技术方面

耦合

相辅相成

扁线电机技术

轮边/轮毂电机技术

轴向磁通电机技术

永磁同步磁阻电机

……

电机散热技术

NVH抑制技术

多合一电机技术

提高效率技术

新工艺材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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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成本 更高效率 更长寿命 更低噪音 更高电压 参与整车热管理



电机技术发展趋势

发展方向之一高压电机
当高压平台升级到800V时，为降低驱动电机局部放电风险、防止轴承腐蚀等现象的发生，同时优化应用舒适性，
就需要用到新材料新设计，此时对驱动电机在绝缘材料、冷却系统、噪声和振动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需求。

信息来源：KERUI咨询-案头研究

材料
扁铜线

• 漆包线

• 薄膜绕包线

• PEEK线

树脂

绝缘纸

电枢级
绝缘结构

• 槽绝缘

• 电磁线

• 树脂工艺

• 滴漆工艺

• 包封工艺

• 涂覆工艺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定子绕组

Busbar

三相端子

可靠性
热评定

电评定

耐油性

冷热冲击

振动

电机绝缘技术方向
电驱动系统需求及策略：

驱动系统：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减速器、其他

耐压性

• 新需求

• 新策略

冷却 NVH 轻量化

耐高扭矩 耐高转速 高效

• 新绕组配置方式、新材料

• 升级SiC功率器件和电路拓扑设计

• 升级高压电磁线、耐腐蚀轴承等

• 升级适配800V平台的熔断器、继电器、连接器

• 优化齿轮设计、润滑系统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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