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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概况



图表1  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链

资料来源：智慧芽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  数据来自SNE Research、EVTank、GGII等。

2  数据来自网络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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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历史专利申请总量和历史专利授权总量的90%

2002-2022年专利申请量CAGR约为20%

一. 技术发展基本情况

图表2  2002-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按照公开（公告）日统计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单位：件）

3  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全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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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近20年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推动动力电池发展的重大政策（不完全统计）

年份 政策名称 国家/地区

2004年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中国

2009年 《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体系》 韩国

2010年 《下一代汽车战略（2010）》 日本

2012年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中国

2013年 《电动汽车普及大挑战蓝图》 美国

2014年 《韩国绿色环保汽车计划》 韩国

2014年 《氢能及燃料电池战略路线图》 日本

2014年 “地平线2020”计划 欧盟

2016年 “电池500”计划 美国

2017年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中国

2018年 《韩国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 韩国

2018年 《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中国

2018年 《电池战略行动计划》 欧盟

2019年 《2030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战略》 韩国

2020年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中国

2020年 《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 日本

2021年 “2030二次电池产业（K-电池）发展战略” 韩国

2021年 《国家锂电池发展蓝图2021-2030》 美国

2021年 “欧洲电池创新”计划 欧盟

2022年 《电池产业战略》 日本

2022年 《电池2030+（BATTERY2030+）》 欧盟

资料来源：智慧芽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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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研发重点参考智慧芽自主研发、标注的技术功效短语。

图表4  2002-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技术功效短语Top10

（单位：件）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截止至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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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技术竞争格局

图表5  动力电池专利原始申请国分布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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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韩国

其他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截止至2023年6月

图表6  2002-2022年五大动力电池专利原始申请国专利申请趋势

（单位：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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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按照公开（公告）日统计

（单位：件）

2008-2022年专利申请量CAGR约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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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2002-2022年五大动力电池专利受理局专利受理趋势

（单位：万件）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按照公开（公告）日统计

（单位：件）

2008-2022年专利申请量CAGR约为30%

图表7  动力电池专利受理局分布

（单位：件）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截止至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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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五大主要国家动力电池专利的相互布局流向情况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截止至2023年6月

目标市场国技术来源国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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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市场国技术来源国

图表10  五大主要技术来源国的动力电池专利市场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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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截止至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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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芯技术演进趋势

图表11  主要电芯类型基本性能对比 

铅酸蓄电池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锂离子电池 钠离子电池

体积能量密度
（Wh/L）

50-80 80-150 100-300 250-400 ~250

质量能量密度
（Wh/kg）

30-45 40-60 60-80 90-350 70-200

循环寿命
（次）

400-600 600-1000 800-1000 800-10000 ~3000

成本
（元/Wh）

1-1.5 2-3 3-6 3-5 低于锂

自放电率
（月）

0% 25%-30% 30-35% 6-9% -

环保性能 污染严重 污染严重 环保 无污染 无污染

数据来源：智慧芽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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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主要电芯类型的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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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 1）截止至2023年6月；2）按照公开（公告）日统计；3）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全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

15

锂离子电池
66662项技术

铅酸蓄电池
10296项技术

钠离子电池
2254项技术

镍氢电池
4327项技术

镍镉电池
2314项技术

技术累计总量
（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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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9, 84%

3132, 5%

1925, 3%

1926, 3%
1439, 3%

1433, 2%

图表13  近20年不同电芯技术总量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全
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

铅酸蓄电
池，8267

锂离子电池，6175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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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5

钠离子电池，
1804

镍镉电池，
1220

图表15  近20年锂离子电池研发重点Top5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全球1
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3）技术研发重点来源于智慧芽自主研发、标
注的技术功效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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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近20年锂离子电池技术来源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韩国

其他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 2）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
全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

（单位：项）

（单位：项）

（单位：项）



150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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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

20, 1%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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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  近10年不同电芯技术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全
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

铅酸蓄电
池，8267

锂离子电池，61755

图表18  近10年钠离子电池研发重点Top10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全球1
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3）技术研发重点来源于智慧芽自主研发、标
注的技术功效短语

图表17  近10年钠离子电池技术来源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韩国

其他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 2）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计，
全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

（单位：项）

（单位：项）

铅酸蓄电池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锂离子电池

钠离子电池

年 年

392

328

295

286

202

201

193

192

190

183

成本低

提高循环性能

提高电化学性能

提高循环稳定性

提高能量密度

提高导电性

操作方便

提高倍率性能

提高安全性

提高容量

（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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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电池结构演进趋势

图表19  国轩高科JTM技术相关专利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公开(公告)号： CN1116537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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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宁德时代麒麟电池技术相关专利

公开(公告)号：CN216648494U

图表21  比亚迪刀片电池技术相关专利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公开(公告)号：CN110165116B

图表22  蜂巢能源短刀电池技术相关专利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公开(公告)号：CN213988965U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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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特斯拉CTC技术相关专利

公开(公告)号：US20210159567A1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图表24  零跑汽车MTC技术相关专利

公开(公告)号：CN113690532A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图表25  比亚迪CTB技术相关专利

资料来源：智慧芽研发情报库

公开(公告)号：CN21698079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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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  主要电池结构的技术发展趋势（不完全统计） 

CTM JTM CTP CTC CTB

CTM的改良早期主流技术 下一代主流技术当前主流技术 CTC的升级

~2018

电池厂商最早、最

普遍采用的电池结

构，但随着动力电

池能量密度要求的

提高，正逐步被

CTP、CTC等技术

取代……

2019 宁德时代最早提出

远景动力

2020 比亚迪刀片电池

宝创新能源

江淮汽车

特斯拉最早提出

科尼普

2021 国轩高科最早提出 蜂巢能源短刀电池 沃尔沃

大众汽车

LG新能源

拓普集团

Canoo

比亚迪

Rivian

2022 蜂巢能源大禹电池

上汽集团魔方电池

宁德时代麒麟电池

中创新航

哪吒汽车天工电池

蔚来

LG新能源

零跑汽车MTC方案

捷威动力积木电池

中创新航

北汽新能源

上汽集团

阿尔特汽车

宝马汽车

比亚迪最早提出

2023 动力新科

长安汽车

图表说明：除标明最早提出的企业外，其他企业的排序与时间先后无关

资料来源：智慧芽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动力电池创新生态篇



一. 全球动力电池科创领袖TOP50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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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按企业简称的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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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按企业简称的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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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按企业简称的首字母排序

26

5  因为比亚迪既是整车企业又是电池企业，所以在整车企业和电池企业数量统计时分别计数，故按企业类型加总“匠心者”数量为17家。



说明：按企业简称的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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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动力电池科创领袖TOP50特征分析

图表27  全球动力电池科创领袖TOP50区域分布及其气质特征

中国 20家

日本 17家

德国 4家

韩国 4家

美国 3家

法国 1家

荷兰 1家

先锋派 思想者 匠心者 实干派

6

1

2

1

1

11

3

1

1

2

7

2

1

1

6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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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全球动力电池科创领袖TOP50企业类型及其气质特征

整车企业 24家

电池企业 16家

电工电气企业 5家

综合性集团公司 4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 1家

能源企业 1家

图表说明：因为比亚迪既是整车企业又是电池企业，所以在整车企业和电池企业数量统计时分别计数，故按企业类型加总求和为51家

先锋派 思想者 匠心者 实干派

5

1

2

2

1

5

5

1

5

4

2

1

9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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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动力电池科创领袖TOP50竞合格局

图表29  科创领袖企业之间合作研发的

合作方 合作方 合作数量

三星SDI 博世 701

电装 丰田汽车 124

日产汽车 雷诺 105

丰田汽车 松下 68

矢崎 丰田汽车 42

丰田汽车 住友电工 26

日产汽车 日立 15

铃木汽车 电装 12

GS YUASA 松下 10

日立 本田汽车 10

合作研发动力电池技术大于等于10项的企业组合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合作研发按照“原始申请(专利
权)人”口径统计；3）科创领袖企业的技术数量按照公司树口径聚合，
并且排除掉子公司之间的合作研发情况；4）技术数量按照简单同族统
计，全球1组简单同族即全球1项技术；5）动力电池相关技术通过“铅
酸蓄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关键词在智
慧芽专利数据库里构建检索式去抓取

>=100项
约占5%

>=10项
约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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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技术数量

图表30  拥有科创领袖作为动力电池技术

Top3企业 动力电池技术合作研发伙伴数量

丰田汽车 12

本田汽车 10

GS YUASA 10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合作研发按照“原始申请(专利
权)人”口径统计；3）动力电池相关技术通过“铅酸蓄电池”“镍镉
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关键词在智慧芽专利数据库里
构建检索式去抓取

合作研发伙伴数量最多的Top3企业

6  合作研发按照“原始申请(专利权)人”口径统计



31

图表31  动力电池技术合作研发组合的

动力电池技术合作研发组合的所在国家特征

所在国家和企业类型特征

所在国家特征 合作研发的企业组合数量

日本 + 日本 43

德国 + 德国 5

日本 + 德国 3

德国 + 美国 3

德国 + 韩国 2

中国 + 日本 2

中国 + 中国 2

中国 + 德国 1

日本 + 法国 1

韩国 + 法国 1

美国 + 日本 1

动力电池技术合作研发组合的企业类型特征

企业类型特征 合作研发的企业组合数量

整车企业 + 整车企业 16

电工电气企业 + 整车企业 12

电池企业 + 整车企业 8

整车企业 + 综合性集团公司 7

电池企业 + 电工电气企业 5

电工电气企业 + 电工电气企业 4

电池企业 + 综合性集团公司 3

电池企业 + 汽车零部件企业 2

整车企业 + 汽车零部件企业 2

综合性集团公司 + 综合性集团公司 1

电工电气企业 + 综合性集团公司 1

综合性集团公司 + 整车企业 1

电池企业 + 电池企业 1

综合性集团公司 + 电工电气企业 1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合作研发按照“原始申请(专利
权)人”口径统计；3）动力电池相关技术通过“铅酸蓄电池”“镍镉
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关键词在智慧芽专利数据库里
构建检索式去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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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  科创领袖企业的动力电池技术

引用方Top5 引用次数

三星SDI 9626

丰田汽车 8432

博世 7330

LG新能源 4936

日产汽车 4119

被引方Top5 被引次数

LG新能源 10422

三星SDI 7539

大众汽车 6031

博世 5900

丰田汽车 5760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专利引用按照“当前申请(专利
权)人”口径统计；3）动力电池相关技术通过“铅酸蓄电池”“镍镉
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关键词在智慧芽专利数据库里
构建检索式去抓取

图表33  不同科创“气质”的动力电池技术

数据来源：智慧芽专利数据库
统计说明：1）截止至2023年6月；2）专利引用按照“当前申请(专利
权)人”口径统计；3）动力电池相关技术通过“铅酸蓄电池”“镍镉
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关键词在智慧芽专利数据库里
构建检索式去抓取

引用总次数 被引总次数

先锋派 30338 25677

思想者 8871 14574

匠心者 10146 10540

实干派 27514 26078

32

科创领袖企业动力电池技术的引用方和被引方Top5

不同科创气质类型的动力电池技术引用和被引数量

引用方和被引方Top5

引用与被引情况

7  专利引用按照“当前申请(专利权)人”口径统计



四. 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科创力坐标方法论

图表34  科创力坐标的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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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智慧芽竞争情报库竞争格局分析中根据专利申请量排序的主要玩家名单，以及2021-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排行榜等外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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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  科创能力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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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慧芽专利价值评估体系采用市场法估值方法，运用机器学习手段，通过对全球1.7亿件专利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和计算，采用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市场价值、战略价值、经济价值这5大维度共计80多个指标计算

得到估值数据。

图表36  科创能力评估模型具体指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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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  科创路径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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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8  科创路径识别模型具体指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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