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ZAR蓄电池KO24-12质保三年KO系列报价

产品名称 KOZAR蓄电池KO24-12质保三年KO系列报价

公司名称 山东贺鸣盛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KOZAR蓄电池
型号:KO24-12
规格:12V24AH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17号523-18

联系电话  15169793969

产品详情

除了以上这些企业之外，还有一大批企业正在布局三元材料市场。众和股份、天齐锂业、赣锋锂业、华
友钴业等等都瞄准了三元材料这块庞大的蛋糕。

 

在收到格力电器130亿元的收购邀约后，银隆新能源成为市场追逐和议论的焦点。《证券日报》记者也前
往位于河北邯郸武安市的银隆新能源汽车厂房一探究竟。

在银隆新能源产业园，记者看到崭新的工厂刚落成不久，在工厂内机器人的臂膀挥动着，不时有工作人
员作着机器。一位银隆新能源负责人介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钛酸锂材料与电池生产基地建成，集合
了全自动、高效、产业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在格力宣布将斥资百亿元收购银隆新能源后，格力披露的收购案及银隆新能源的技术路径、估值被市场
广泛讨论。对此，银隆集团董事长魏银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的订单量迅速增长，在今年和
明年公司将迎来销售的高增长，估值低估不存在。”

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透露其计划是，通过收购让格力向两千亿元企业的目标进军。

独走钛酸锂路线

一年内高速扩张

在银隆的一个崭新的厂房，《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墙上张贴着“已投入生产20天”的牌子。



一位工人告诉记者：“这个厂房才投产大约20天，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张的，扩产的同时引入新技术
，厂房的生产是在新能源车的上游进行延伸，同时进行电池的材料生产。”

在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发展之际，国内厂商大多选择了磷酸铁锂技术路线，而三星等外资品牌选择了三元
锂，在电池不同技术路线的选择中，银隆新能源并未选择市场中的常规路线，而是走起了钛酸锂的自主
研发道路。

记者看到的银隆新能源的新建厂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进行钛酸锂电池的生产，目前银隆计划对钛酸
锂电池的生产线进行大规模扩张。按照计划，其欲以独有的钛酸锂技术为核心，打造新能源汽车动力总
成及整车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闭合式循环产业链战略布局。

不过，这一电池技术还在市场的讨论之中，对于其优劣，市场说法不一。

银隆新能源相关人士表示，虽然钛酸锂能量密度从理论上而言相对磷酸铁锂、三元锂等较低，但银隆过
去3年通过持续的研发，将钛酸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提高了40%，并仍然保持了6分钟快速充电、30年循环使
用寿命等特性。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新能源车的广阔前景，让银隆新能源尝到甜头，并加速扩大产能的步伐。

记者多方了解到，近一年时间里，银隆的厂房在快速扩张之中，同时其产能将通过这些新建的厂房大大
提升。而在格力收购银隆消息传出的这些日子里，银隆的扩张速度更快。

官方数据称，今年1月份—8月份银隆新能源共销售公交车1844辆，从行业整体销售情况来看，银隆新能
源前八个月的业绩排名行业第七名，增长非常迅速。魏银仓透露，银隆新能源商用车目前年产能是1万辆
，明年将达到3万辆，2020年将扩大至10万辆产能，同时也将推动乘用车生产制造。

无论此次格力的收购结果如何，银隆新能源大规模的建设投资正在浮出水面。此次，银隆新能源宣布了
多项大事，包括高能量密度钛酸锂纳米材料和高能量电池的建成投产，快充客车、物流车的建成投产，
以及奥钛四期的奠基和奥钛纳米材料研究院的成立揭牌等。

“新能源车的订单高峰是在下半年，目前公司已经收到大量订单，不过大部分是整车。电池的订单很少
，目前我们生产的电池会先供应给自己生产的车辆，在满足自己车需求之外，才考虑对外销售，电池处
于销大于供的状态。我们电池的产能还在扩张。”银隆新能源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他告诉记者，目前银隆新能源车主要供应北京、邯郸、珠海等城市，今年新进入深圳、安徽等地，而北
京专门有一条观光线使用的就是银隆生产的纯电动双层观光客车。“目前北京市场的需求不断放大。”

魏银仓称，公司计划未来五年投资约350亿元，完成各类新能源汽车共约65万辆，实现储能超过1500MW
H，动力电池总产量超过40亿安时，奥钛钛酸锂材料总产量达4.23万吨，充电站产量近1.5万台。

中投顾问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研究员李宇恒认为：“目前众多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都在寻找资金支持
，而资金流充裕的格力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格力电器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专业化空调企业，为提高收益，格力开始进军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未来汽车
市场的发展方向，再加上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大力补助，格力选择向新能源转型的意愿与银隆的扩张需
求不谋而合。”

加速上下游延伸

格力欲吞全产业链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在记者所在厂房的对面，就是银隆新能源车的组装车间，同时银隆还有一处整车



生产和组装厂房在石家庄。也就是说，仅仅在邯郸这处的生产基地，银隆新能源就可以完全从材料生产
加工到整车组装，将车辆生产出来并交付使用，这个基地几乎涵盖了银隆新能源车的全产业链。

而格力收购银隆新能源后，将掌控新能源车的全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邯郸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是银隆新能源全国战略布局中的一部分，而在格力收购后，银隆新
能源还将继续扩张，满足整车的生产。

银隆新能源相关人士表示，未来，银隆新能源计划打造西南区成都新能源产业园和西北区兰州新能源产
业园。在被格力收购后，未来银隆新能源将在技术研发和创新上持续发力。

而在此次银隆新能源邯郸产业园的扩张中，新能源汽车上下游的生产被提升到了首位，对于电池材料和
充电桩等产能的扩张，银隆正在加速。

斥资百亿元收购

究竟划不划算？

在格力宣布将斥资百亿元收购银隆新能源后，格力披露的收购案就引发市场热议，而银隆新能源的技术
路径和估值也被业界广泛讨论，观点不一。

有业内人士认为，银隆新能源选择的钛酸锂电池技术是否合适有待验证，目前钛酸锂存在能量密度低的
弱点，存在不稳定性。而亦有业内人士对在格力收购中，银隆新能源估值偏高提出疑虑。

魏银仓对此回应称：“银隆花费十年时间交百亿元学费去选择钛酸锂路线是有原因的。”他不否认银隆
的钛酸锂电池较磷酸铁锂电池等其他技术而言存在能量密度低的弱点，但其耐宽温、高安全性、寿命长
、充放电速度快的优点更值得重视。但他表示，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乘用车的日均行驶距离在50
公里左右，同时约90%的乘用车并不使用在长途运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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