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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BMS通常被业内称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大脑"，与动力电池、整车控制系统共同构成

了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由于其在电动汽车中特有的重要性，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越来越

受到来自包括资本市场、电动汽车产业内，以及国家政策层面的关注。  

    锂电池应用于小型消费电子产品中时，以单体电池的形式存在，而在电动自行车、电动摩

托车、HEV、PHEV、BEV中应用时，其要求的容量逐渐增大，需要通过并联串联的方式组成

电池组进行充放电。单体锂电池之间的性能差异，决定了其作为动力和储能电池时，都需要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进行充放电的管理、监控和保护，以避免单

体电池出现损坏，影响整个电池组的性能。  

    因此，随着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市场的高速扩张，BMS的需求也将快速扩大，其增长速度

将与锂电池的增速相同。目前国内外BMS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研究还不够成熟，性能

不够理想。由于先期的市场需求已经打开，我们认为BMS的发展将遵循"技术完善"和"商业化"

齐头并进的方式。锂电池和BMS的性能提升，是电动汽车发展急待突破的瓶颈、也是最核心

的关键问题之一，将直接决定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速度。  2010-2020年我国PHEV/EV每年新增

数量  

    在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是大势所趋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已正式发布，决定指出，将把新能源

汽车产业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重点培育发展。将着力突破动力电池、电子控制领域

关键技术，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工信部最新规划，中

国未来10年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的资金，用于扶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生产，使中国成为全球

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其中，500亿元用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300亿元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另约100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体系的发展。  

    电池管理系统作为电动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对于纯电动汽车（EV）、混合动力（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PHEV）以及燃料电池汽车（FCEV）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我国未来在电动

汽车市场方面的规划，到2015年，电动汽车的市场销量将达到50万辆，到2020年，将达到500

万辆。电池管理系统的市场价格根据车型不同，从几千元/套到2万元/套不等，保守估计，

到2015年，如果能占10%的市场份额，按5万套计算，也将是几个亿到十几个亿的产值。

到2020年，将达到几十亿到上百亿的产值。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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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到了最关键的时期。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后7次

提到汽车业，其中有3次强调要"大力培育"、"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政府对新能源车的重视

，以及对技术发展路线的关注，意味着新能源车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与支持下，我国各地有关节能与新能源车的产品研发及示范推广可谓风

起云涌。截至2012年12月，北京、上海、深圳等25个试点城市共示范推广各类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2.74万辆。其中，公共服务领域2.3万辆，私人领域0.44万辆。201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生

产12552辆，销售新能源汽车12791辆，产销量均实现高速增长。  

    201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1.75万辆，其中纯电动14243辆，插电式混合动力3290辆；新能源

汽车销售1.76万辆，其中纯电动销售14604辆，插电式混合动力销售3038辆。  

    在能源和环保的压力下，新能源汽车无疑将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2012年7月，由工信

部牵头制订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2011-2020年）》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15

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车用

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  

    2014年新能源汽车生产78499辆，销售74763辆，比上年分别增长3.5倍和3.2倍。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4.8605万辆和4.5048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 2.4倍和2.1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2.9894万辆和2.9715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8.1倍和8.8倍。  2011-2014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单位：辆）       年份   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   新能源汽车产量合计   新能

源汽车销量合计       纯电动汽车产量   纯电动汽车销量   插电式混合动力产量   插电式混合动力

销量       2011年1-12月   5655   5579   2713   2580   8368   8159       2012年1-12月   11241   11375   11241  

11375   12552   12791       2013年1-12月   14243   14604   14243   14604   17533   17642       2014年1-12月  

48605   45048   48605   45048   78499   74763     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然而，按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与城市群的申报计划，2013年至2015年中国39个推广应

用城市与城市群要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33.6万辆。从工信部的数据来看，新能源汽车销量较上

年同期相比实现了240.1%大幅增长，其推广总量虽然初见成效，但相比33.6万辆的申报计划来

说仍然相差甚远。  

    2014年，新能源车的推广总量与计划推广数量的差距还是很大的。2014、2015两年的推广申

报计划是33万辆，现在时间过半，计划只完成五分之一。由此看来，33万辆的目标有可能完

不成。  

    此外，由于各地区的推广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以至于新能源汽车城市推广数量参差不齐，

两极分化严重。各城市（群）推广工作效果差异大。据工信部2014年9月底统计的数据显示，

河北省、西安、成都等近20个城市和地区的完成比例低于10%，而长春、哈尔滨、兰州、海

口等6个城市和地区的新能源车推广完成比例为0。  

    在商用车方面，客车领域技术创新最为活跃，一批客车企业表现良好，得到了地区政府的

高度重视；然而，其他领域的商用车，如专用车和物流车的产品准备不足，推广量跟不上。  

    2015年新能源商用车推广量有望达到5万辆  

    在2014年推广1.5万辆新能源商用车的基础上，2015年新能源商用车的推广总量有望达到5万



辆左右，同比增长233.33%，约占新能源汽车推广总量的1/4。  

    对于2015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首先，在产品方面，快充型和在线充电型新能源公交车由

于经济性明显，将受到更多城市的关注。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已经表现出良好的节能效果，

且价格趋于合理，也将进一步扩大应用；电动微循环公交将在更多城市得到发展，与轨道交

通干线公交车、电动出租车共同形成城市零排放公共交通体系；电动物流车等新能源专用车

已在2014年做了大量准备，2015年将批量进入市场。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加受到重视。"一方面，国家将给予资金鼓励，逐步形成国家电网

与社会资本协调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城市充电基础设施一体化提上

日程，各城市应快速完善充电设施，提高充电的便利性与效率。"政府将会从多个方面进行调

整和布局，通过优化充电基础设施，为用户解决充电难的困扰。比如，利用停车场地，发展

快充电动公交车；利用城市现有无轨电车基础设施系统，发展在线充电电动公交车；鼓励社

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设与服务领域。换言之，将智能充电桩群与商业模式相结合，可以更

加确保安全、有效用电；做好城市交通的设计，考虑与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2015年，国家将会出台2016-2020年继续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政策。新的推广政策会

更加优化，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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