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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成为汽车行业颇具前瞻性的领域，

一种另类的新能源汽车驱动技术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就是轮

毂电机技术。它最大特点就是将动力、传动和制动装置都整合到轮毂

内，因此大大简化了电动车辆的机械部分，腾出了更大空间。详情一

起来了解。  

 

 

 

 

 

 

 

 

 

 

 



 

     

降低综合成本 提高电池能效 延长续航里程 

  

作为目前新能源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之一，轮毂电机技术堪称纯电

动汽车的终极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中央电机集中驱动技术，第二代是轮边电机技术，第三代

是轮毂电机技术。与前两代技术相比，轮毂电机技术具有更加高效、

节能、轻量化、小型化等诸多优点，能有效解决汽车电机结构复杂、

传动效率低、成本、能耗等问题，是未来的应用趋势。 

  

据悉，轮毂电机技术将动力、传动和制动装置整合到轮毂内，变

中央式驱动为分布式驱动，省掉了变速器、传动轴、差速器等传动部

件，可新能源汽车发动机、变速机一体化。使用轮毂电机可减少80%

的传动部件、减轻30%的自身重量，提高电池能效，延长续航里程。 

  

突破技术难点 产品应用前景广阔 

  

由于轮毂电机具有高效率，高集成度的优点，与新能源汽车十分

契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不过，由于轮毂电机

增加了簧下质量，会影响车辆的操控性能，此外，还有很多防水防尘

防震和散热的挑战需要克服。 

 
据了解，轮毂电机在市场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汽车，二

是单轨，三是军工。国内商用车市场规模庞大，产品主要针对大型商用

车辆，除了客车，卡车方面主要是中重型卡车，我国中重卡每年大约有

100万辆的销量；其次是客车和专用车，加起来年产销量在16万辆，市

场空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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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行业发展的忧与思 
 

新能源汽车发展催生了相关产业链的繁荣。我国已涌现出一批有国

际影响力的动力电池驱动系统的企业，有了不断发展的充电服务体系、

行业技术服务检测认证平台以及运行监控数据系统，且在这些方面均走

在世界前列。 

繁荣背后也透露着隐忧：企业智能制造能力不足、成本上挤下压、

库存严重、政策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阻力。 

产业规模领先全球 

从产业规模来看，从去年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动力电池出货量占

全球近70%，全球动力电池前10家，中国占据7家，产业规模全球领先

。尽管我国动力电池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但2017年整个国内动力电池行

业却是“跌宕起伏”。这主要体现在，今年初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以

及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重审影响，一季度整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忙于

产品调整，尤其是后者在产线、技术、工艺、产品规格等方面 

调整幅度很大。 

在动力电池市场需求的良好预期下，动力电池领域成为资本市场追

逐的热点。数据统计，上半年锂离子电池行业相关项目投资额超过1200

亿元。规模的扩张，同时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电池能量密度在近5

年中几乎年均提升10%以上，现在很多龙头企业产业化规模生产的电池

能量密度已经在180Wh/kg、200Wh/kg甚至接近220Wh/kg。技术进步和

规模生产下，动力电池价格也步入快速下降通道。据介绍，近5年电池价

格的年均降速达到了10%——15%。 

此外，我国在动力电池行业拥有配套齐全的产业链，从电池核心材

料来看，正极材料如磷酸铁锂、三元，负极材料如人造石墨、天然石等

四大核心材料都完全实现了国产化。这对提升竞争力，尤其是降成 

本大有裨益。 



 

产能过剩、利润压缩 

虽然动力电池成投资沃土，但在这轮资本热潮中还需保持冷静。

“目前动力电池行业投资火热，很多资金想进入，但远没有想象的那

么简单，背后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动力电池企业存在着较大

的库存，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动力电

池的产量累计达到了31.5Gwh，而各种新能源汽车的装机量仅为14.7

Gwh左右。 

 此外去年底动力电池规范中提高产能门槛，也促使大批动力电池

企业扩张产能，预计今年底，动力电池整体产能有望达到228Gwh，

比去年增长125%，将进一步造成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 

产能扩张带来的直接影响则是利润压缩。在买方市场下，行业竞

争激烈，“很多企业不得不压价销售，这种资金压力超出了整个行业

的承受水平，势必会引发严重后果。一头是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后，

整车厂最直接的降成本途径是降低动力电池的采购成本；一头是上游

材料碳酸锂、钴原料价格持续看涨，利润空间正在一点点被吞噬。 

      未来动力电池行业还应在制造能力、管理水平、安全方面不断提

升。在智能制造方面，我国动力电池企业现在刚刚是从过去的手工半 

自动化开始向自动化转变，但离智能制造还有很大距离；在管理水平

方面，我国与日韩和德国的企业也还有不小差距；另外强化安全关切，

要从国家、行业以及企业 层面重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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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伴随行业快速发展，动力电池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龙头

的引领作用不断显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宁德时代、比亚

迪两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已接近50%，前10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7

5%。一线企业正通过技术优势逐渐蚕食市场份额，而二三线企业

低端产能面临被淘汰危机。扶优扶强，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国家主

管部门对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提出的产业要求。 

 未来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将大部分产能集中于少数大

企业，而其他产能占比较分散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企业，未

来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残酷。整车企业需要调整，动力电池企业也

需要调整，无论是和上下游企业进行各种资源的整合，还是同大

企业重组或者进入其他更细分的市场，动力电池企业应该开始 

有所考虑和谋划。企业要积极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要从产能扩张

转到提质增效上来。通过技术创新，生产自动化和管理规范化，

加快实现电池智能制造。 

 动力电池企业要注重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延伸，一要跟汽车企

业有更深度、更紧密、更关联的合作及参与，还要与能源企业有

更深度、更广泛、多种形式的合作，最终把有产品技术竞争力的

电池企业转变为有服务和相关产业发展能力的企业。 

政策稳定性也成为与会人士的共同呼吁。自2009年以来，补

贴和政府财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推动了动力电池行业发

展。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不应频繁调整，技术条件调整以后，所

有配套实验的验证过程都要重做，不但费时费力，还会造成配套

产品的断档。在当前补贴大幅减少，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下，推

动产业技术进步，应该主要由市场发挥作用，让用户选择技术。

国家应该加强应用市场的监管，可将问题较多的动力电池企业纳

入黑名单。 

 一个真正有市场、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应受太多财税政策影响

，财税政策是一种支持、是一种补充，但绝不应该是市场的主导

因素。相关部门应研究保持政策持续稳定，为行业发展创造更好

的市场环境，非财税政策可能更为重要、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