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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因素

·制定技术路线及相应的行政、财政支持政策。

·倡导有前景的汽车企业结成开发同盟。

·推进与新能源汽车共同发展的城市化建设。

·强化充电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尽快研究并制定备受期待的技术标准。

·EV的瓶颈是电池技术。

·复杂的动力总成限制混合动力的发展。

·大幅度降低燃料电池汽车成本十分必要。

·确保稳定的稀有金属等资源供应是一大课题。

·大规模普及受制于居民收入和资源供应水平。

·新能源汽车是维持产业增长的唯一手段。

·总结未来能源及资源可利用量得出的结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现有汽车保有量扩大的矛盾。

·21世纪便利性需要和手段多样化的必然。

·确立引入IT、ITS技术的能源及安全技术。

·制定与现有合作方共同的新能源汽车战略。

·确保有望完善的中国技术资源及采购资源。

·反思发达国家推崇的高技术标准。

·确立中国和本国开发基地的分工体系。

·协助中国健全该领域的技术规格及法律、法规。

·凭借自身优势资源开辟不同的开发路线。

·摆脱注重短期效应的行为。

·立足长远制定新能源汽车合作战略。

·静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构建量产产品线。

·新一代技术和现有汽车研究同时进行。

(FOURIN制作)

确立由PHEV和EV构成的新能源汽车范畴，详解作为技术革新指导方针的产业政策!

出台稀土出口禁令、外资控股49%等限制政策，中国力争取得世界EV领先地位!

反省电动摩托车市场猛涨至2,000万辆的法律缺失，加快建设相关制度及法律!

标准尚未统一、展开全球最大规模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分析普及EV所面临的课题!

地方政府积极探讨新能源汽车长期发展计划，调研各地区为获得EV技术展开的竞争!

口限制政策。并在2010年8月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11年～2020年)》草案(征求意见中)。其中，明确表

示了在电动汽车关联零部件领域将外资出资比例限制在49%以下

的意向，坚持在该领域培养技术自主的民族系产业。同时，于

2010年5月将最高时速80km/h、续航里程不足100km/Charge的低

速电动车认定为汽车。另一方面，加快培养在地方上需求不断

增长的低速EV市场的同时，抓紧确立相关的安全标准、纳税义

务及交通规则。

    本调查报告书全方位地分析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态，

希望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的潮流中为贵公司开拓市场、

制定战略提供帮助，如被采用，不胜感激！

    中国政府为在下一代汽车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制定了

新能源汽车(PHEV和EV)战略。计划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培养

市场、支持新技术的开发。

    中国政府依据国内目前电动摩托车市场在短时间内急增至

2,000万辆的现实，断定民众对电动汽车也将有较高的接受度。

另外，政府计划利用本国在电动汽车驱动电池用锂元素、电机

用稀土元素(钕、镝)的储存量上的优势，将电动汽车产业培养

成“国家战略产业”。

    由于在驱动电机、循环电池及电池隔片等关键技术及其制

造技术方面较落后，目前国内厂家仍不得不依赖引进国外的技

术和资金。同时，中国政府于2007年开始实施对稀土资源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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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附录

(单位：辆)
【中国　分行政区农村地区摩托车每100人保有量（2000～2009年）】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制作)

地区 行政区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同比

华北

北京 36.7 36.0 41.3 41.9 42.9 45.3 37.3 34.1 33.2 29.9 (▼10.0%)

天津 34.0 40.2 43.7 45.5 49.0 53.5 55.0 56.0 51.2 51.3 (0.3%)

河北 34.3 39.3 43.6 43.8 46.6 58.2 61.5 61.2 62.8 62.7 (▼0.2%)

山西 25.0 27.0 30.8 32.7 35.6 39.3 53.9 55.7 57.1 57.1 (0.1%)

内蒙古 25.7 28.4 32.5 37.6 43.2 49.6 60.5 62.9 63.4 66.2 (4.5%)

东北

辽宁 23.8 25.8 29.7 33.4 35.4 45.4 50.1 54.6 56.5 57.8 (2.4%)

吉林 19.7 23.3 27.3 32.6 37.3 43.8 50.3 54.6 59.8 61.0 (2.0%)

黑龙江 15.8 18.1 19.4 24.1 26.8 34.0 37.0 40.7 45.5 50.3 (10.5%)

华东

上海 72.7 73.2 82.8 87.7 90.7 72.0 73.7 59.8 54.8 49.3 (▼10.0%)

江苏 28.5 30.9 34.2 40.1 45.2 52.7 61.5 62.2 63.0 63.4 (0.7%)

浙江 29.8 35.9 40.3 47.6 52.7 62.6 64.5 58.3 57.0 55.2 (▼3.1%)

安徽 8.6 10.5 12.7 17.1 23.7 34.6 40.9 44.7 49.6 53.4 (7.7%)

福建 49.7 54.2 57.6 63.3 71.9 75.2 80.8 84.7 87.5 89.5 (2.2%)

江西 17.5 20.4 23.0 27.8 33.8 43.4 48.3 51.0 50.7 58.3 (15.1%)

山东 37.1 42.8 47.4 51.3 55.3 65.2 69.0 72.1 69.6 70.3 (0.9%)

华南

河南 14.6 15.8 18.8 21.1 26.2 39.1 43.4 46.5 48.8 52.0 (6.5%)

湖北 15.9 18.4 20.9 25.0 31.4 39.2 45.0 51.5 55.5 59.8 (7.6%)

湖南 10.5 12.4 14.2 17.5 21.5 29.9 33.0 34.9 38.1 41.9 (9.8%)

广东 54.2 59.0 64.5 71.4 77.1 86.9 89.7 94.3 97.8 101.6 (3.8%)

广西 18.0 21.1 27.1 32.3 36.1 57.1 62.2 67.2 66.9 72.6 (8.6%)

海南 53.3 55.4 64.0 65.0 76.1 77.2 85.3 84.3 86.0 96.8 (12.6%)

西南

重庆 3.7 5.2 6.3 7.8 9.7 12.6 15.8 17.6 19.5 22.3 (14.5%)

四川 9.9 11.5 14.0 15.5 18.1 24.9 27.9 30.7 33.9 36.5 (7.8%)

贵州 6.3 7.2 8.7 9.6 11.2 14.0 15.8 19.8 23.0 26.8 (16.5%)

云南 5.0 5.5 6.6 8.1 11.7 16.3 23.0 27.3 33.3 38.8 (16.6%)

西藏 0.2 0.8 1.7 2.3 3.3 12.7 17.1 29.6 33.5 38.1 (13.7%)

西北

陕西 14.6 16.6 19.4 22.2 25.2 35.8 38.1 42.4 46.1 47.3 (2.6%)

甘肃 12.6 15.1 18.3 24.2 29.0 37.1 42.8 47.3 51.3 53.9 (5.1%)

青海 11.5 15.2 22.5 33.8 39.3 52.8 56.8 65.5 71.5 73.3 (2.6%)

宁夏 25.8 29.2 36.5 45.5 50.7 63.5 67.3 71.5 78.3 83.7 (6.8%)

新疆 18.3 20.3 23.3 27.5 33.5 45.4 49.3 49.7 50.8 56.3 (10.9%)

全国平均 21.9 24.7 28.1 31.8 36.2 40.7 44.6 48.5 52.5 56.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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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分行政区城市地区助力车每100人保有量（2002～2009年）】
(单位：辆)

注：助力车包括带发动机的电动轻便摩托车，具体明细不详。不包括农村地区的保有数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制作)

地区 行政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同比

华北

北京 3.2 4.6 4.0 5.1 6.6 7.4 7.4 9.1 (23.2%)

天津 2.0 4.4 7.4 11.1 15.5 16.5 24.3 27.1 (11.4%)

河北 2.7 3.9 6.5 13.2 17.8 21.8 36.6 39.3 (7.5%)

山西 1.4 2.4 3.8 5.8 9.3 16.6 23.0 24.3 (5.6%)

内蒙古 0.8 2.1 4.3 6.6 8.7 11.1 16.7 19.1 (14.4%)

东北

辽宁 1.5 2.3 3.2 3.7 5.0 8.0 7.1 8.5 (19.0%)

吉林 0.4 0.6 1.8 1.9 2.3 7.2 4.4 3.4 (▼22.5%)

黑龙江 0.4 0.3 0.5 1.0 1.4 2.3 2.1 2.0 (▼4.3%)

华东

上海 12.7 17.8 20.3 23.5 28.7 29.7 30.1 33.3 (10.9%)

江苏 10.4 13.2 17.7 33.9 41.1 47.3 61.2 67.5 (10.3%)

浙江 8.8 15.9 23.2 30.1 34.8 37.7 39.8 42.8 (7.4%)

安徽 1.4 3.6 5.5 8.4 13.4 17.1 22.6 25.6 (13.5%)

福建 1.0 2.8 5.0 6.3 8.7 12.9 25.5 32.9 (29.0%)

江西 1.3 1.8 2.6 5.2 9.0 19.8 24.9 28.4 (13.7%)

山东 4.9 7.8 12.5 17.6 25.1 31.5 46.6 51.6 (10.8%)

华南

河南 2.3 4.8 9.1 15.6 21.9 27.6 38.9 45.2 (16.3%)

湖北 1.7 2.2 2.8 4.6 6.1 8.3 9.5 11.1 (17.4%)

湖南 1.2 2.0 3.5 4.1 4.6 8.0 12.2 12.6 (3.9%)

广东 0.8 1.8 3.1 4.4 6.2 8.2 11.5 11.6 (1.3%)

广西 3.0 4.1 7.6 10.4 13.1 16.2 33.0 37.5 (13.7%)

海南 0.0 0.0 0.5 3.0 6.3 11.6 25.6 27.4 (7.1%)

西南

重庆 1.8 0.3 2.3 0.7 0.7 2.5 2.0 2.3 (18.2%)

四川 1.2 1.8 3.7 5.7 6.8 9.8 11.0 11.3 (2.7%)

贵州 0.2 0.4 0.0 0.1 0.1 0.8 0.8 0.9 (19.7%)

云南 1.9 2.8 6.8 9.0 8.1 9.9 13.2 15.6 (18.5%)

西藏 0.3 0.0 0.0 0.0 4.4 12.4 2.8 4.1 (50.0%)

西北

陕西 0.7 0.8 1.9 2.2 5.3 7.3 13.0 14.6 (11.9%)

甘肃 0.9 1.9 5.8 5.6 8.1 7.8 6.1 7.8 (28.4%)

青海 1.0 1.2 1.7 1.7 1.0 0.5 0.2 0.4 (69.6%)

宁夏 0.4 1.7 2.5 2.8 4.9 7.1 13.1 20.0 (53.1%)

新疆 0.5 0.9 1.4 2.3 3.4 4.0 6.1 6.7 (9.6%)

全国平均 2.7 4.3 6.5 9.5 12.6 17.5 23.1 25.7 (11.3%)

为了探讨短途交通工具的市场前景，
追加了分行政区助力车保有规模、农村地区的摩托车保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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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普及的关键因素：制度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保障

中国正面临着迎接汽车化社会的同时，应对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两难抉择。事实上，曾

经长期作为个人移动方式的自行车是最环保的

交通工具。在欧美发达国家，卖掉私家车转向

使用自行车作为通勤工具的环保派消费者正在

逐增加。

但是，中国的汽车保有率截至2010年仅为每

20人中拥有1辆。在大多数国民尚未拥有过私家

车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憧憬汽车带来的移动便

利性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寓意，而很难冷静意识到

其不利的一面、并主动摈弃。

因此，大多数国民即便拥有环保消费的意

识，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对汽车的消费意欲也

将不可遏制。例如，在对中国年轻人群的消费喜

好进行的调查中显示，汽车经常位列最渴望消费

品的前三之中。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年轻人

中，汽车早在数年前就被排除在最渴望消费品的

前十之外。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对发达国家所经历

的汽车化社会进行研究的同时，积极探索汽车普

及带来的尾气排放、交通阻塞、交通事故、能源

消耗等社会负面成本的解决之策。

因此，为了避免或减少大规模普及汽车给社

会生活造成的弊端和不便，政府方面积极推进汽

【中国　2020 /2030年基本数据展望】

2010年 2020年 2030年

人口规模

  (城市化比率）

接近14亿人

(45%)

14亿人以上

(53%)

15亿人以上

(61%)

收入水平　 3,500美元 8,000美元 15,000美元

汽车保有规模

  (汽车保有率）

7,500万辆

5%(每20人1辆)

2亿辆

15%(每7人1辆)

5亿辆

30%(每3人1辆)

石油消费量

  (其中，用于汽车燃料的石油消费量）

4.5亿吨

(1.38亿吨)

7.5亿吨

(2.56亿吨)

11亿吨

(4.2亿吨)

CO2排放量 75亿吨 126亿吨 200亿吨

（FOURIN）

【中国　从电动二轮车的普及情况分析汽车电动化的可能性】

注：电动汽车和摩托车的单价采用2009年的出口平均单价数值。乘用车和HEV·PHEV的单价是在去除交叉乘用车后的乘用车产量的基础上，以2009年的零售价格计算的加权平均价格。HEV·PHEV的产量仅包括丰田Prius

和比亚迪F3DM两款车型的合计值。　　                                                                                                        

　(FOURIN根据CAAM、中国自行车协会公布数据制作)

·

1. 总论：在中国推进新能源汽车普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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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分行政区新能源汽车政策、充电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状况

FOURIN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态

 2. 天津：CATARC及国内最大EV/电池制造商所在地，
在EV产业化方面发挥先驱作用

天津市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超过100家，是国

内为数不多的汽车产业集聚地，在电动车领域也发

挥着领军作用。该市拥有在电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

领域推进技术标准化等的政府研发机构“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CATARC)”、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制

造商“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最大的电动车用电池

制造商“天津力神电池”等电动车领域颇具影响力

的企业和研发机构，正在逐步形成有利于电动汽车

产业发展的产业聚集区。2010年3月，由上述3家企

业·研发机构和一汽夏利等整车制造商发起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正式成立，旨在进一步推

进天津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业化发展。

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是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天津力神电池、天津蓝天高科电源、天津汽车

【天津　基本情况、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充电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状况】

概
要

�

【 行 政 区 名 】 天津市 【汽车保有规模】 130.00万辆(20位）

【 省 会 】 - 【 汽 车 普 及 率 】 10.58辆/100人(2位）

【 面 积 】 1.19万km2(30位） 【 道 路 里 程 】 14,316km(30位）

【 人 口 】 1,228万人(27位） 【 高 速 公 路 】 885km(25位）

【 G D P 】 7,521.85亿元(20位） 【驾照持有人数】 226.69万人(23位）

【 人 均 G D P 】 62,574元(3位） 【 公 共 交 通 】 机场3个、铁路里程

781km(28位)、旅客运送量

23,337万人(26位)
【 地 级 行 政 区 】 -

【 县 级 行 政 区 】 13区、3县

【 主 要 产 业 】 汽车、电子·通信、海运等

新
能
源
汽
车
政
策

相关管理部门 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天津市电动汽车产业化领导小组

目标

天津市将在天津开发区推进建设大规模的新能源产业聚集区。2012年前，滨海新区新能源产业基地的工业产值将达600 

亿元。

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内，天津市计划在2010年建成乘用车100万辆(2005年时是50万辆)、汽车发动机110万台(2006年是42 

万台)、汽车变速器50万台(2006年是20万台)的年产能。工业产值达到1,400亿元。

动向

2006年1月，为了推进发展天津市电动车产业，成立了天津市电动汽车产业化领导小组。 

2009年4月，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落户天津西青区。该集团计划在天津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总 

部基地，包括锂离子电池、汽车电机、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相关的生产企业、研究设计院、维修中心。该项目的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是15亿元，计划分2期建成。预计2015年，该项目的营业收入水平将达到30亿元以上，将西青区建成中国和世界的

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2010年3月，天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目的在于推进天津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该联盟由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天津大学、天津一汽夏利、天津清源电动车辆、天津力神电池等发起成立。涉及领域

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相关零部件、动力传动系统、电池、及新能源汽车政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检测等。

2010年6月，天津市和海口市、郑州市、厦门市、苏州市、唐山市等7个城市被增加为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试点城市。此前 

在2009年，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大连市、杭州市、济南市等13个城市已经被选为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试点城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动
向

充电设施建设现
状·计划

国家电网公司将天津市作为电动车试点地区之一，从2006年起开始展开电动车相关研发，并通过参与国家863计划掌握了电 

动车相关的主要技术，于2010年前实施了22辆电动车的示范运行。

2010年1月12日，天津电力公司宣布，2010年内计划在该市建成5个电动汽车充电站、100个交流充电器。 

充电站分为交流·直流混合充电站和城市公交客车专用充电站，可满足中型客车、专用车、小型乘用车及城市公交客车 -
的充电需求。

生态城建设

通过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资成立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天津郊外开建“天津生态城”(总面积 

31.23㎞
2、居民35万人、2011年开始入住)。投资总额是2,500亿元。预计2020年前，人口规模将达到30万人。具体目标

数值如下：

①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为150吨-C/百万美元。②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达到20%。③生态城内所有建筑物均为达到一定标准
的绿色建筑。④绿色交通的出行比率达到90%。
：计划建立由零排放的电车、电动客车、电动车为主体的智能交通系统。进而在2015年前，建成3个大型充电站、3个中型

充电站、300个充电器，电动车成为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

新能源汽车供
给·充电设备

配置动向

2010年4月，投资3,000万元开始在天津生态城内建设大型充电站。将配置20个充电器，可在20～30分钟内充满80%的电量。 

2010年9月，奇瑞汽车与天津生态城就向后者提供电动车、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汽车达成一致。 

奇瑞计划通过该项目，扩大在天津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影响力。 -
日立制作所将向天津生态城提供智能电网及电动车充电系统相关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资
源
状
况

矿产资源

天津市已探明的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有约20种。主要包括锰、锰硼石、金、钨、钼、铜、铝、锌、石灰岩、大理石、 

麦饭石、重晶石、天然油石等多种金属及非金属。燃料类矿主要有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平原地下和渤海大陆架等

地。

(根据天津市政府公布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等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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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了实现

纯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在国家863计划中承担了纯电

动轿车的整车开发及关键零部件的系统研发等多个

项目，引来广泛关注。此外，截至2010年，该公司

不仅向美国等国家出口了3,000辆纯电动汽车，还建

成了年产2万辆电动车、1,000辆混合动力客车的生

产能力，将天津市推向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电动

汽车生产基地的位置。

天津市在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同时，还

积极投资建设包括纯电动汽车等新一代汽车基础设

施在内的生态型城市。以“环境友好型”、“资源

节约·可再生能源利用”为理念的中国首个国家级

大规模生态城市开发项目“天津生态城”已经启

动。该生态城在规划中提出了将利用绿色交通的出

行比率提高至90%的目标，纯电动汽车成为居民主要

的交通手段。因此，智能电网、纯电动车充电设备

逐步扩建，2015年前计划建设3个大型充电站、3个

中型充电站、300个充电器。2010年4月该项目中的

首个大型充电站已经开工建设。此外，奇瑞汽车于

2010年9月宣布将向天津生态城提供纯电动、混合动

力、燃料电池车辆等新能源汽车，以扩大该公司在

天津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影响力。

【天津　主要新能源汽车开发基地及概况】

基地 成立 出资比率 新能源产品 事业动向·备注

整
车

一汽夏利
1997年
8月

中国一汽100%
夏利2000EV、
威姿EV、威乐EV、
幸福使者EV等

与天津清源电动车辆合作，试制了夏利2000EV、威姿EV、威乐EV、幸福使者 
EV等电动汽车。
2010年7月的长春车展上，发布了电动概念车E Wings。 

天津一汽丰田
技术研发中心

2008年
8月

(2010年
7月
投产)

天津一汽丰田
100%

EV

所在地：天津市开发区(天津一汽丰田内)。 
设备：设计室和车辆检测室、试验室、试制车间等。 
主要业务：推进新能源汽车事业的发展、面向现有车型的技术支持、车型改 
款、零部件的本土开发、车辆的测试等。
备注：员工人数100人以上(→目标200人)。 
2010年9月，天津一汽丰田宣布计划在2012年前，推动中国自主品牌的电动车 
实现量产。量产产品的开发由天津一汽丰田技术中心负责。

政
府
机
关

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
(CATARC)

1985年 政府出资
EV、EV相关零部件的
研究开发

隶属于国资委的科研机构。主要业务包括各种标准及技术法规的制定、产品 
认证检测、质量体系认证、行业规划与政策研究、工程管理与设计等。
旗下拥有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有限公司、天津环科机动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汽车标准化研究所、汽车试验研究所(天津汽车检测中心)、汽车工业规划设计
研究院、汽车技术信息研究所、质量体系认证中心(天津华诚认证中心)、天津
卡达克汽车高新技术公司、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等。

CATARC通过与在“863计划”中承担纯电动汽车开发项目的天津清源电 -
动车辆等合作，积极致力于电动汽车技术、技术标准化的研发。

电
动
车
制
造
商

天津清源电动
车辆

2001年
11月

CATARC、
天津力神电
池、天津蓝天
高科电源、天
津汽车工业(集
团)

EV、混合动力车、替代
燃料车的研究开发、生
产

在“十五”期间的“863计划”中负责电动汽车开发的项目。 
2005年，在天津市实施夏利2000EV、威姿EV、威乐EV、幸福使者EV的示范 
运行。
2006年投入1.65亿元，建设了混合动力、燃料电池车用动力系统的生产线。 
2006年12月，开始建设研发基地，展开电动车、混合动力车的整车及动力传动 
系统、电池、控制器等相关零部件的研发、测试。投资总额1亿6,500万元。
2007年10月，与哈飞汽车合作共同开发电动车，并实施了示范运行。 
2008年初，国内首条(该公司公布)纯电动车的整车及动力传动系统生产线实 
现投产。
2008年3月，向美国出口2,000辆电动车。 
2008年6月，与哈飞汽车共同开发的电动车通过了美国碰撞标准。 
2009年9月，与哈飞汽车合作在哈飞现有车型的基础上开发了电动微型卡车。 
截至2010年4月末，已经出口了3,000辆电动车，是国内最大的电动车及相关零 
部件制造商。
已经建成年产2万辆电动车、1,000辆混合动力客车的生产能力。 

电
池

天津蓝天电源 1992年
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

铅酸电池、镍氢、镍镉
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及充
电机

该公司主要开展蓄电池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驱动型铅蓄电 
池、镍、镍锂电池、锂离子电池及充电器。实现向电动车配套铅蓄电池。

天津力神电池
1997年
12月

天津市津能投
资公司(国有)、
天津蓝天电源
等

钴酸锂(LiCoO2)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

配套天津清源电动车辆、美国Motorola、韩国Samsung等。 
2005年，成立了电池安全测试中心。 
2007年12月开始建设产能增强项目，投资总额16亿元。 
2009年11月，锂电池扩建项目投产。投资总额16亿元，年产能2万套。 
与通用、福特、中国一汽、上汽等整车制造商在新能源汽车研究开发领域展开 
合作。

天津市捷威动
力工业

2009年
4月

三井物产
20.98%、建
龙集团及其他
79.02%

电动车、电动自行车、
智能电网用锂离子电池

2010年末，计划开始量产锂电池。 
2010年9月，三井物产增资。 

资
源

天津有色金属
集团

n.a. 国有
铝、黄铜、银及金属加
工、镍和镍合金

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是29.45亿元，电解铜粉等主要产品的产量是6.06万 
吨。营业收入是39.3亿元，在中国国内的非铁产业营业收入排名中，进入
前50位。

（根据各公司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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