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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态电池的看法

近来一直有人问笔者，传闻日本著

名汽车企业将于 2027 年实现全固态电

池装车应用，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

会不会使我国现在的液态锂离子电池优

势丧失殆尽？这也是笔者关心的问题，

为此，还专门咨询了一些国内专家，参

加了今年三月举办的日本东京动力电池

展，访问了两家日本大汽车企业。对于

这个问题，笔者有自己的看法。

日本企业在固态电池方面确实有明

显进展，已开始产业化准备。至少有两

家大日本汽车公司都已宣布了在 2028

年前后开始装车应用的计划。今年，东

京国际动力电池展上也有固态电池产业

链有关产品展出，说明已具备初步产业

化条件。尽管日本企业的固态电池计划

有过多次推迟，这一次看来是真的。对

此我们应该重视，而且要对硫化物固态

电解质技术路线给予更多重视。

日本的全固态电池尚处于产业化前

期，可靠性耐久性尚待考验，成本也不

可能低于液态电池。因此固态电池并没

有表现出全面取代液态电池的趋势。比

较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把固态电池看成

是当前液态电池的发展和补充，而不是

取代和颠覆。事实上日本业界也并没有

停止对于液态电池的研究与开发。

我国在动力电池方面的优势近期内

不会被超越。液态锂离子电池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安全问题、冬季续航问题

的短板已逐步被补上。产业生态已经形

成，成本已大幅降低。即便日本的固态

电池研究成功并应用，也需要时日完善

性能、改进工艺、降低成本。液态锂离

子电池在中近期内肯定是动力电池的主

流技术路线。从反方面看，固态电池对

于液态电池不存在材料、资源壁垒和像

光刻机那样的技术壁垒，以我国目前的

产业体量和研发投入，即便被暂时超越，

也完全可以迎头赶上。

我国应发挥体制优势和产业优势，

组织国家专项开展固态电池及先进电池

基础技术的研究。一是基础研究原本就

是我国的短板，现在，我国已成为科技

大国，理应加强。二是在动力电池方面，

应该“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通过

加强基础研究，巩固我国的产业优势。

三是在研究中，要布局多种技术路线，

分兵把口，防止别人捷足先登。还要发

挥体制优势，沿产业链开展系统研究。

还有一句题外话，我们应该开展动

力电池产业的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我国

在相对落后的产业领域，追赶国际先进

水平已有丰富经验。而对于有优势的产

业，应该如何保持优势则缺乏经验。这

一规划战略研究的重点应该包括：基础

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规划研究，先进产

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知识产权

体系建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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