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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我们认为 2023 年钠离子电池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同时考虑其与锂

电池的兼容性，后续钠离子电池上量有望进一步加速。 

摘要：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随着产业链的基本完善，2023 年钠离子电池有望迎

来从 0 到 1 的产业化应用，同时下游应用场景的打开以及其与锂电的生产

兼容性有望帮助其快速上量，产业链相关企业有望受益。推荐振华新材、

鼎胜新材；受益标的：维科技术、传艺科技、元力股份。 

钠离子电池产业链与标准发展论坛顺利召开，行业标准陆续出台。 

首次钠离子电池产业链与标准发展论坛近日成功召开，从本次论坛情

况来看，我们发现几大产业趋势：1）根据《中国钠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白皮

书（2022 年）》预测，钠离子理论市场空间到 2026 年将达到 369.5GWh；

同时钠离子电池标准工作由工信部电子信息司负责，目前基础通用标准已

经立项，材料标准拟立项，电池产品标准层面拟立国家标准，我们认为随

着各项标准的陆续出台，钠电产业有望进入良性发展阶段；2）从产业链建

设来看，目前在正负极等核心材料以及电芯环节均有相关企业的产能布局

和量产规划，随着材料的投产将为行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游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覆盖下游动力、储能和小动力领域。我们认

为考虑钠离子电池的产品性能和成本特性，其应用场景相对比较广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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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领域根据宁德时代的规划钠电可以覆盖 400 公里续航以下领域，同时

凭借 AB 电池的搭配形式可以将覆盖范畴进一步拓展到 500 公里续航；2）

小动力领域部分两轮车企业也将在 23 年推出钠离子电池电动两轮车进一

步推动两轮车电池从铅酸向钠电的过渡；3）储能领域和微电网领域后续也

将陆续涌现新的应用场景。 

产业链逐步走向成熟，正负极环节变化最为明显。与锂电池相比，钠

离子电池的材料体系变化主要体现在：1）正极环节层状氧化物目前进展最

快，此外聚阴离子、普鲁士路线各有优劣势，并且目前终端产品基本能够

达到 130wh/kg、2000 次以上的循环，基本满足两轮车、四轮车领域的应

用；2）负极环节则主要采用硬碳的路线，原材料包括生物质、有机聚合物、

化石燃料，其中成本低廉、产碳率较高、灰分含量低的原料更受青睐，当

前产业层面多种原材料路线并存，随着后续路线的统一从而推动负极的规

模化生产，从而实现成本的快速下降。 

风险提示：钠离子电池出现安全性问题，产能扩张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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