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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节能和新能源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具潜力的技术之一，日益成熟的新能源技术也将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电池工业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发

展的一个新热点。以钠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固态电池为代表的新型电池产业步入了高

速成长期，产业规模增长迅猛。

2021年我国电池制造行业营业收入1.2万亿元，利润约687亿元，同比增长34.7%，但受原辅材

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电池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近5%。2021年我国电池总产量约729.65亿

只。  

新型电池是发展能源技术、提高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的主力军，根据《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

计划》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的相关指引，动力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需要

在2025年至2030年达到350瓦时/千克。在作为外力的下游制造业市场需求拉动和作为内力的自

身技术进步持续推进的双重作用下，新型电池产业链日趋完善、产业内涵进一步丰富、产业

转移趋势合理，产业发展的势头强劲。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市场深度分析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新型电池的相关定义、分类等知识，接着描述了中国电池产业的概况，然后分

析了新型电池行业发展情况，并具体介绍了钠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固态电池、HJT电

池以及TOPCon电池行业的发展状况，同时对相关新型电池的技术发展情况做了研究分析。

最后报告还介绍了新型电池行业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并对新型电池产业的投资潜力及发展前

景进行分析与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工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

单位若想对新型电池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型电池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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