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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目前钠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储能、低速车和两轮车市场，2020年中国钠离子电池容量

为59.1GWh，2021年随着宁德时代的钠离子电池产品的推出，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达

到88.8GWh，同比增长90.6%，预计在&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在产品技术升级和政策支持

的背景下，都在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10GWh。 

2022年6月29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征求《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2022年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其中提出，中大型电化学储能电站不得选用三元

锂电池、钠硫电池，不宜选用梯次利用动力电池等。这意味着，在我国加速布局储能产业的

大环境下，设备的安全性成为重要考量指标，而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已被挤出中大型电化

学储能电站之列，钠离子电池将走入市场舞台。2022年7月14日工信部印发的《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

〔2022〕158号），我国首批钠离子电池行业标准《钠离子电池术语和词汇》（2022-1103T-SJ

）和《钠离子电池符号和命名》（2022-1102T-SJ）计划正式下达，钠离子电池基础标准的制

定有助于钠离子电池标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促进产业发展。2023年1月17日，工信部等六部

门发布《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钠离子电池领域。聚焦电池低成本

和高安全性，加强硬碳负极材料等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等主材和相关辅材的研究，开发高效

模块化系统集成技术，加快钠离子电池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 

在政策的推动下，钠离子电池有望加快应用于电网侧、用电侧和发电侧储能。除了宁德时代

和早就在钠离子电池领域取得成绩的中科海纳之外，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这一赛道。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1-2025年中国钠离子电池行业研究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钠离子电池的定义、分类及整个电池行业发展状况，接着分析了中国钠离子电

池行业的发展现状，然后对钠离子电池行业上游材料和下游应用进行了分析。随后，报告详

细剖析了国内钠离子电池相关领域重点企业的经营状况，最后对钠离子电池行业的投资环境

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对钠离子电池的前景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

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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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钠离子电池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钠离子电池行业的研发制造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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