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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市场形势下的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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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竞争形势严峻
u 国外车企及国内新兴互联网车企加速电动车开发进程，2020年前后将迎来新一轮市场竞争。

国外车企

• 新能源乘用车领跑者， 大众化
Model3量产，助力特斯拉冲量 ，
开启电动车新时代电池

• 加强自主研发 ，在未来五年内向中
国市场推出一款全新纯电动续航里程
>450Km的小型SUV

• 目标2020年新能源车销量超过10万辆 

美系
• 2020年电动车达20款 。发展电池

技术成为新的集团竞争力，研发超
级电池，减小体积增强动力，续航
里程有望达到300Km

• 2018年年底之前将推出40款全新及升级的新
能源汽车。

• 2022年，开发基于
同一种架构的10种
电动汽车，在2025
年成为高档电动汽车
的领导者 

德系

• 将推出2款EV车型

• 2020年前推出3款新能源车型

• 2020年前推出6款新能源车型
法系

日系

• 多种技术并行，首选HV路线，
兼顾电动车

• 2020年前推出6款PHEV车型

• 将引进2款EV车型和1款PHEV车型

• Loniq新车销量爬坡中，
将成主力车型。

•  2020年前推出9款新能
源产品

韩系

互联网车企

奇点
产能达20万辆/年。
第一代奇点智能电
动汽车将在2017年
底小批量量产。

蔚来

Ø 第二辆量产车已经
进入研发阶段，将
于2018年底上市

Ø 首款量产车2017
年底正式下线。

前途 首批K50车型将在
2017年底上市，采
用三元锂离子电池，
续航达到300Km。

云度2017年8月29首款车
型π1将上市，年底
π3将上市；2018年
计划销售6万辆；
2020年突破1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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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机遇——政策方面
u政策逐步出台和完善，利于行业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政策执行层面给了还没准备好的国内企业

一个短暂的“安全期”，在这期间内形成国际化竞争力是挑战，更是机遇。

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车型目录

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

GB/T 31484-2015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循环

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85-2015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

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86-2015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电性

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67.3-2015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

蓄电池包和系统 第3部分：安全性能要求与

测试方法

GB/T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尺寸规格

GB/T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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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机遇——市场方面

解决痛点：

Ø 充电桩普及率低
Ø 充电时间长

城际交通痛点：出租车痛点：

快速补电

Ø 里程焦虑
Ø 充电担忧

解决痛点：
ü 增加续航里程
ü 提高快充技术

u国内新能源市场空间是巨大的，不会很快饱和
u动力电池产能投资“过剩”，但优质电池资源仍然严重缺乏，可以从供给侧突破提升电池品质
u深挖细分市场需求，快充、快换、更长寿命适合运营车辆市场
u国内市场的容错性较大

200

300

400

600

续
驶

里
程

 km

多维度安全

高能量密度

环境自适应

快充

电
池

性
能

2011-2016年国内外新能源汽车销量结构

2007-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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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的机遇——产品方面
u 现有产品距离用户“期望”还有较大空间，聚焦用户需求进行技术突破。

续航里程、电池安全、充电性能和购车成本等问题仍是用户主要关注的问题。

续航里程 电池安全问题 充电性能 购车成本

150~300km

>400km

目前

期望

车主期待的续航里程离当

前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2011年-2016年7月，安全事件
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电动汽车
安全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关
注重点。

现有车主期待电池的快

充时间能够进一步缩短

目前

期望

≤45min

≤10min

大部分消费者不愿为电动车
支付高于汽油机车的价差

数据来源：企业官网

图：典型车型官方指导价

21.58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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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户需求构建竞
争力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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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续航里程提升
u 电芯能量密度提升、Pack轻量化与紧凑化设计、系统能量利用效率提升对提升续航里程及降低成本

贡献巨大。

电芯能量密度提升是电芯厂、材料厂重点要去做的事情，也是贡献最大的部分。
轻量化一般是材料、结构与工艺的集成应用体现，材料方面现在铝型材、复合材料等轻质材料在电
池箱体上的应用逐渐增多，这是目前Pack轻量化的主要应用方向；下一阶段，车、电池的进一步集
成化设计会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去pack化设计”和“去模块化设计”可能会是未来趋势，例如现
在经常听到的车、包一体化设计，无模块化Pack设计等等，这些应用的核心思想是降低材料利用，
对降低成本也会有一定贡献。尤其是未来电池能量密度、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后，这会更加发挥
出贡献和价值。
紧凑化其实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贡献，可以在同样空间内多装电增加里程，或节省电池空间用于提
升整车的驾驶体验与储物能力。
系统能量利用效率提升也可以理解为能耗降低，这个可能更多的需要车端来提升，但电池通过在电
芯、系统方面优化设计提升充放电效率也同样可起到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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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池安全提升
u 电芯能量密度快速提升对应电芯安全挑战增加，市场急迫需要产品规模化投放
u 应加强系统安全设计投入，从系统角度通过多层级、多维度设计实现产品集成应用安全。

车企车型：通用Volt
事故时间：2011.11
电池体系：NCM/C

车企车型：特斯拉ModelS
事故时间：2013.10
电池体系：NCA/C

车企车型：众泰5008
事故时间：2011.08
电池体系：LFP/C

车企车型：五洲龙电动大巴
事故时间：2015.4
电池体系： LFP/C

电芯
过流保护

过压保护

过充保护

模组 紧固设计 多层绝缘设计

系统 热管理设计 防护设计 隔离设计 强度设计 BMS功能安全

材料
陶瓷涂覆隔膜 阻燃型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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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捷充电
u 综合充电设施及电池技术进步认为：“30~45min快充”会作为主流技术需求，“10-15min快充”

会局部研究并应用；
u “3-5min快换”受出租等运营市场青睐。

Now 2020 20302025

Ø 充电30min
Ø 续航200km
Ø 6.7km/min

Ø 充电20min
Ø 续航300km
Ø 15km/min

Ø 充电15min
Ø 续航400km
Ø 26.7km/min

Ø 充电10min
Ø 续航600km
Ø 60km/min

技
术
路
线

★ 电池系统高电压平台开发、高功率充电机开
发等

★ 通过降能耗降电量、快速换电、超级快充等

      北汽新能源截止6月在

北京、厦门、兰州共计投

放2400辆换电出租车，在

北京市配套建成换电站68

座。年内计划在京投放换

电出租车5000辆，建设换

电站200座，满足3万台车

辆换电运营能力。

Ø 底盘换电方式

Ø 换电时间短，整个过程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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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池成本降低
u 材料技术进步及规模化、标准化、整车能耗降低、梯次利用促进电池降本。
u 标准化最大限度减少开发成本，同时对梯次利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电池的成本降低趋势 
单位：元/Wh

电池系统成本降低趋势

电池成本单价
(元/kWh) 标准化配电模块

标准化模组

标准化连接器 标准化BMS

电芯方形与软包并存

新能源汽车

电池容量
<80%

梯次利用：整包利用、模组重组、电芯重组

梯次利用

电池容量
<40%

拆解回收

梯次利用

动力电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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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标准打造”最强
心脏”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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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关键指标管理
u 电芯级性能指标：达到企业基础技术认可要求
u 系统级性能指标：以满足VTS整车动力性、经济性指标为原则

系统级性能指标参考

电芯级性能指标参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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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整车的开发流程

   概念设计 设计开发 试制试验 生产导入 项目总结

G8 G7 G6 G5 G4 G3 G2 G1

项目
启动

方案
批准

项目
批准

工程
发布

产品和
工艺验证

预试
生产

试
生产

正式
投产

G0

项目
总结

阶段

里程
碑主
节点

整车EVDP流程，每级子系统的开发验证流程要先于母系统，保证产品开发过程的可靠性。以上是基于电池系统与电芯同步开发情况下定义的开发流程。根据实际开发情
况，会优先选择成熟度高的电芯产品。

A

样
件

B

样
件

C

样
件

D

样
件

电池系统产品

SO
P

电芯 A

样

B

样

C

样

D

样

SO
P

FP样车 EP1样车 EP2样车 PV样车 SOP整车

体现设
计意图
的初始
零部件

接近批量
状态的零
部件

符合批量生产标

准的零部件，它

是ESO的基础，

C样件必须来自

批量模具

完成ESO的零部件，
是质量部门做样品
实验的基础

用于批量生产的零件

用于批量生产的电芯

实现基本

功能，容

量满足需

求。

电性能、

循环性能、

尺寸设计

定型。

安全功能满足设

计要求。

与量产产品无异，关键工序过程能

力达到量产要求。

C样

（高风险）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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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池测试评价体系

    “三横四纵”评价体系，三横：以电芯为核心的关键零部件、电池模

组、电池系统三大产品维度，根据不同开发阶段开展不同的测试评价；

四纵：认可试验、标定试验、拓研试验、虚拟验证四大试验类型，验证

项目近158项，其中系统热安全、电安全及机械安全33项。

指导实验

优化参数提高精度

40项

72项

29项

~17项

热安全包括11子项，29分项；

电气安全包括15子项，33分项；

机械安全包括17子项，35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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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可试验

方案设
计 FP EP1 EP2 PV

电池系统

电芯/模组

电池系统总体容量、

能量、寿命、安全、

充电、功率

电芯选型阶段

满足电芯平台化要求

电芯容量、能量要求

电芯充电要求

电芯倍率要求

电芯循环要求

电性能认可测试

ü 容量、能量测试

ü 工况放电测试

ü 标准放电测试

B样设计定型电芯
ü 容量、能量定型

ü 尺寸定型

功能防护测试

ü 过温保护

ü 过充保护

ü 短路保护

ü 过放电保护

ü 过流保护

B样设计定型电芯

ü 低温充放电性能定型

ü 功率性能定型

ü 循环定型

1、热性能

ü 加热测试

ü 热失控扩展

ü 热平衡

ü 火烧试验

2、机械安全

ü 挤压

ü 振动

ü 跌落

ü 机械冲击

ü 模拟碰撞

3、环境适应性

ü 动态IP*7

ü 盐雾

ü 湿热循环

ü 温度冲击

ü 海水浸泡

ü EMC测试

4、耐久性

ü 高 温 无 负 载

容量损失

ü 标准循环

ü 整 车 耐 久 性

试验

C样设计定型电芯

ü 安全性能定型

电芯技术状态冻结

技术状态冻结

启动“五步四级电芯管理办法”，包括技术状态管理、工艺、材料信息建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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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可试验—— 电 芯 认 可 流 程

u 对电芯从外特性到内部材料、工艺进行分级开发管理，实现从应用的技术可行性向产品的批量可行
性进行评估管理。

l 对电芯基础数据
信息进行登记，建
立电芯档案，电芯
建档后才能启动具
体的电芯应用测评

Step 1：
电芯建档

l 对电芯启动企业
认可类电性能、安
全性、耐久性等测
试评价，只有通过
相关标准，并具备
完整基础信息及测
试数据的电芯才能
作为具体项目的潜
在资源

Step 2：
基础测评

l 根据项目具体需
求，对电芯进行性
能、结构方面的适
配性技术可行性测
试及评价，以及成
本分析，确认电芯
配置资源

Step 3：
项目配置

l 电芯各项技术指
标满足项目开发需
求，对电芯关键材
料、工艺等进行备
案，启动对原材料
来料及工艺追溯工
作，批准该电芯批
量在产品中应用

Step 4：
投放批准

l 对电芯技术升级
进行维护管理，根
据变更影响判定是
否新建电芯档案，
并更新响应数据信
息

Step 5：
变更维护

开发步骤

开发深度

Level 1：
基础表征开发

Level 2：
通用性能开发

Level 3：
项目匹配开发

Level 4：
   产品投放认可

电芯外特性开发、技术可行性开发 电芯材料及工艺管理、批量可行性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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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定试验

方案设
计 FP EP1 EP2 验

证

性能评价

应用参数

可用能量

电芯可用能量
电芯峰值放电功率
电芯持续放电功率
电芯峰值充电功率
电芯循环寿命

可用容量和能量
峰值放电功率
持续放电功率
峰值充电功率
（以上都为电芯折算值）
充电电流

电池系统放电容量和能量标定

电池系统放电功率验证

电池系统制动能量回馈功率验证

电池系统可用容量和能量
电池系统峰值放电功率
电池系统持续放电功率
电池系统峰值充电电流
（以上都为系统标定值）
充电电流
充电AH-电压曲线（不同温度）
SOC-OCV曲线

电池系统慢充验证

电池系统快充验证

电池系统循环寿命

整车动力性
经济性
环境适应性
耐久性
热平衡
SOC算法验证

SOH（循环-容量，
循环-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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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拓研试验示例

拓研
试验

电池全生
命周期性
能评价

整车高水
位涉水

持续火
烧试验

高湿环境下
的电气安全
距离研究

高空跌落
试验

动力电池
系统剖切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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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虚拟验证

方案设
计 FP EP1 EP2 验

证

结构仿真

热仿真

安装点刚度评估V0

电芯热性能评估

安装点刚度分析v1

模组膨胀安全分析v1

电池包强度分析v1

电池包模态分析v2

NEDC工况V1

热平衡工况V1

安装点刚度分析v2

模组膨胀安全分析v2

电池包强度分析v2

电池包模态分析v2

电池包应力疲劳分析

电池包碰撞分析

电池包机械振动分析

电池包机械冲击分析

电池包挤压分析

电池包托底分析

沙石冲击分析

电池包踩踏分析

NEDC工况V2

热平衡工况V2

高温快充工况

高温慢充工况

低温加热快充工况

低温加热慢充工况

高温30min最高车速

高温快充+最高车速

高温NEDC工况

保温性能

模
型
验
证
优
化

u 在产品开发阶段虚拟验证共计进行两类（结构、热）两级（模组级、系统级）40项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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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大数据”应
用构想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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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汽新能源大数据中心
u 逐步从监控平台发展为大数据应用中心，开展数据前置整理、驾驶行为识别，车况诊断，评价体系，扩

展研究等大数据分析业务。

大数据中心

快速迭代 互联网化

研发

售后

O2O

故障分析、诊断、预
测

策略开发和支持

维修保养

用户体验

保险费用

零部件承保

大数据挖掘在新能源车中的应用

售前
客户分析、预测

推广分析，定位用户
群体，提高效率

u 目前在线车辆超过10万台

u 分布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城市

u 累计行驶里程超过9亿公里

u 存储数据总量超过90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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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电池“大数据”的一些构想

电池容量衰
减分析

电池使用一
致性研究及

预警

电池应用
温度工况

研究

用户充电
习惯研究

基于历史数据
的控制策略自

学习研究



T H A N K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