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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

行业背景：

•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率的提升，电池安全问题逐渐凸显，

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频发，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用户高度担忧。

这些事故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也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研究目的：

• 了解用户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问题的态度和顾虑，以及对液态

电池和固态电池等新技术的态度和接受度，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

• 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微博平台发文

的网友进行深度研究。

研究说明：

• 本报告的舆情数据来源为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数据时间周期

为2024年1月1日-2024年9月30日。

• 行业数据来源为政府机构网站、行业网站、第三方数据机构

等，具体数据可参照图表左下方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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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概况

◆ 舆情概况

◆ 事故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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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概况：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率呈下降趋势，但行业在安全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

•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率的提升，电池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据数据统计，2022年新能源汽车事故率达峰值，具体案例数量高达4,000余起。随着技术持续进步与创

新，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率逐渐走低，但仍存在一系列较为严重的事故，这些事件虽未动摇市场对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但体现了行业在安全领域

面临的严峻挑战。

• 据2023年新能源汽车事故数据统计，火灾事故发生最多的是三元锂电池起火，这些事故多数与电池热失控、充电过程中的隐患及车辆碰撞等因素有关。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消防救援局；2023年新能源汽车事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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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概况：火灾事故频发引热议，新能源汽车安全性与电池技术成为舆论焦点

• 2024年1月1日-9月30日，共监测到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与电池安全相关声量6,674,352篇，因火灾事故频发引发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广泛讨论，舆论传播

平台主要以新闻媒体、短视频、APP、微信、微博为主。全网发文中“电池、技术、智能、科技、续航、动力、充电、固态、安全性、起火、爆炸” 等关键词

展现出较高曝光频次。发生的火灾事故中“问界M7 Plus山西运城追尾起火事件”引发较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声量显著高于其他事件，其次是“小米SU7行驶

中失控撞击后起火事件”也引起较高关注。

2,380,705 

1,371,039 

1,161,772 

885,303 

705,779 

160,016 

9,738 

新闻

短视频

App

微信

微博

论坛

其他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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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4月26日16时左右，一辆问界M7 Plus在山西运城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以115km/h时速与一辆市政浇水车追尾，导致车辆起火，车内三人不幸死亡，该事

件引起大量关注与讨论。

• 问界于4月28日对此事件初步回应，并告知正在配合调查，回应后迅速发酵，当日声量达7.3万条。5月6日，品牌官博发布《关于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交通事故中

问界新M7 Plus相关技术问题的说明》，再度引起网友热议，当日声量超2.2万条。此说明进一步详细解释了车辆的技术状态、安全系统的工作情况，以及为何在

事故中未能有效避免碰撞等问题。

事件回顾1：问界M7追尾起火至三人遇难，安全系统未能有效避免碰撞，企业两次回应引热议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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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界M7 Plus在山
西运城发生严重
交通事故

问界初步回应

品牌第二次回应，官博发布《关于
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交通事故中问
界新M7 Plus相关技术问题的说明》

• 2024年4月26日下午4时左右，一辆问界M7 Plus在山西运城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以115km/h时速与一辆市政浇水车追尾，导致车辆起火，车内三人不幸死亡。此

事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

事件回顾

• 初次回应：2024年4月28日，问界汽车发布声明。声明中提到，车辆发生事故时

车速为115km/h，安全气囊正常打开，动力电池包特性均正常。公司正在积极

配合当地交警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提供一切必要数据还原事故原因，并对家属

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 第二次回应：2024年5月6日，AITO汽车发布《关于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交通事

故中问界新M7 Plus相关技术问题的说明》。此说明进一步详细解释了车辆的技

术状态、安全系统的工作情况，以及为何在事故中未能有效避免碰撞等问题。

企业回应

事
故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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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负面舆论占主导。问界首次回应中提及“车速过快导致AEB无法激活”，这一解释遭到部分网友质疑，认为企业有

推卸责任之嫌，车辆安全性受到广泛质疑。同时，隐藏式门把手也成为网友争论焦点，不少网友争论事故中车门是否能够打开，他们认为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

全隐患，影响逃生。部分网友对问界品牌进行讽刺，并指责其压制热搜、删帖控评等行为。

• 官方第二次回应后，负面舆论比例显著下降至14%，网友态度有所缓和。部分网友在获取更多技术细节与事故数据后，对问界的解释表示理解，认为高速追尾

导致线束断裂，事故难以避免，呼吁公众重视安全带的使用。然而，仍有部分网友对回应持怀疑态度，并批评回应速度迟缓。此事件反映出企业及时且详尽的

危机公关对于维护品牌形象至关重要。

“安全系统”与“隐藏式门把手”成为舆论焦点备受质疑，企业二次回应后网友态度有所缓和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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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争议点

◆车辆安全系统是否失效：事故发生后，车辆的安全系统是
否发挥作用？ AEB系统没有触发紧急制动？

✓ 问界回应：安全气囊正常打开，动力电池包特性均正常，不存
在电池自燃情况。事发车型未搭载华为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AEB的工作范围为4—85km/h，碰撞时速度已超出触发范
围。

◆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车门无法打开：事故发
生后，车门是否因变形或锁死而无法打开，导致救援困难？

✓ 问界回应：大部分车辆无自动解锁功能，这起事故中司乘已失
去意识，无法从车内打开车门。

◆养护车是否合法作业：养护车是否占用快车道进行浇水作
业，以及其作业时的速度是否合法？

✓ 运城高速回应：养护车在移动作业，车上设有警示装置，事发
后司机曾下车参与施救。

事
故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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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9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在南京南站附近道路上一辆小米SU7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底盘受损并引发电池包起火，消防部门介入有效控制了火情。

• 小米汽车官方于当日晚上20时左右，发布了初步事故分析报告，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当晚21时左右舆情达峰值。小米官方回应报告中指出，事故原因为路面湿

滑加上驾驶者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并撞向路边花坛。撞击导致车辆前杠和底盘区域严重受损，电池包内部疑似发生局部短路，进而产生冒烟和明火。同

时，小米汽车还表示将持续跟进事故进展，并保持与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以查明确切事故原因。

• 这一事件不仅触动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敏感神经，还激起了公众对电池技术可靠性的深入讨论。

事件回顾2：小米SU7底盘撞击后冒烟起火，小米官方当日迅速回应“撞击导致电池局部短路”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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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9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南京南站附近的道路上，一辆小米SU7试驾车

发生意外交通事故，撞上路边绿化带及石墩，造成车辆底盘受损并引发电池包起

火。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介入处置，有效控制了火情。

事件回顾

• 小米汽车官方于2024年9月16日晚8点左右对此事件进行回应：

企业回应

小米SU7在南京南站
发生碰撞后冒烟起火

小米汽车官方回应

事
故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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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对小米SU7事故的分析展现多维度视角，负面影响迅速得到遏制。本次事故的讨论中正面评价占比近六成，彰显出小米汽车的品牌忠诚度相对较高。

• 多数网友认可小米SU7采用的电芯倒置技术，认为该技术在电池起火事件中发挥了关键灭火作用，验证了其安全性。企业及时回应并发布初步调查结果，有效

缓解了公众恐慌，维护了品牌形象，赢得部分网友的好评。

• 然而，在电池技术、安全性及官方回应方面仍存在争议，部分网友对安全性表示担忧，认为是智能驾驶失误引发撞击事故，并强调真正的安全应基于避免起

火，对电芯倒置技术的实际效用持怀疑态度，认为过于吹捧，并担忧其潜在风险。此外，也有网友批评小米在事故处理中的公关策略，认为其利用电芯倒置技

术转移焦点，进行反向营销，有“丧事喜办”之嫌。

网友对小米SU7事故呈现多维视角，事故反面影响及时控制，不少网友认为电芯倒置技术起到
关键灭火作用，但在技术、安全性及公关策略方面仍存在争议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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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事故的讨论，相关发文中“电池、起火、事故、技术、碰撞、救援、自燃、气囊、回应、调查、原因” 等关键词提及率较高，显示

出公众首要关切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其次对事故车辆是否起火、事故具体原因、企业官方回应以及电池技术的关注度也较高，其中企业回应的内容及速度易

引发争议。

网友讨论方向：公众对事故的讨论集中于车辆安全性、起火情况、事故原因、企业回应及电池技术上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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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态度研究/02

◆ 网友态度分析

◆ 电池技术讨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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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网络舆情数据来看，对于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的讨论，负面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存在诸多担忧和质疑，仍有不少网友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持积极态度，

但此类事故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品牌及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信赖基础。

• 持正面观点的群体相信技术进步和政府监管措施能有效应对安全挑战，对特定品牌持有较高忠诚度；持中性立场的群体则采取谨慎态度，呼吁安全驾驶，理性

面对事故，静待官方回应；而负面评价者大部分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担心出现安全问题，甚至部分网友呼吁暂停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使用。同

时，也有不少网友对车企应对事故的方式及官方回应表示不满，对事故原因存疑。

新能源汽车事故频发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行业的信心，负面情感占主导，对车辆安全性持怀疑态度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正向, 

34%

中性, 

22%

负向, 

45%

情感调性

电池技术不断进步，看

好新能源发展

对品牌信任度高，认可

企业产品及回应等

认可新能源汽车安全性

正面 中性 负面

呼吁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理性看待，认为事故可能

是多方面原因导致

等待官方回应

讨论电池技术

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担忧

对车企不满，讽刺车企

不认可车企官方回应，对

事故原因存疑

反对推广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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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讨论，网友普遍认为电池起火是最大隐患，公众对于事故具体原因、电池技术安全性及公众认知讨论争议较大，媒体对新能源汽车电

池着火事件的过度报道可能导致公众对新能源汽车产生误解和偏见，从而影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普及。

• 不少网友认为导致车辆事故的诱因是智驾失灵，在智能驾驶失灵的情况下，车辆的安全系统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提及隐藏式门把手

的网友中90%认为存在较大隐患，担心紧急情况下无法及时打开车门，造成消费者对门把手恐慌，普遍持消极态度。

事故安全隐患：网友认为电池起火是安全事故中最大隐患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T O P 1   电池起火 T O P 3   隐藏门把手T O P 2   智 驾 失 灵

舆
论
争
议
点

事故安全隐患

9 0%

不安全

01.  安全性
✓ 发生碰撞事故或车辆故障，门

把手未弹出，车门无法打开

“隐藏式门把手出了事，就跟杀人没什
么区别，想救都救不了  。”

02.  使用便利性
✓ 门把手冻住无法打开、操作复杂度

“隐藏的门把手不弹出来，还能冻住。”
“前段时间有次坐同事车找不到门把手，同事说，是自动
弹出的，当时就很反感。”

03.  鸡肋设计
“隐藏式门把手就是鸡肋，为了点风阻系数，设计成这
样 ，没觉得多有科技感。”

01.  智驾技术成熟度，安全系统有效性
✓ 智能驾驶失灵情况下，车辆的安全系统（如自

动紧急制动等）未能及时防止事故发生，发生
严重碰撞后，车辆易起火

“碰撞时速达到115km, 没有人觉得有问题吗? 是人在睡觉
还是机器失灵? 50米以内人或车都没有任何刹车反应? 。”

“他们就没有想过aeb生效不撞马路牙子，毕竟小米的aeb
是摆设。”

02.  夸大宣传，对智驾认知偏差
“现阶段任何在宣传上使劲宣传aeb，使劲宣传智驾安全的
品牌，都是没把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很多用户
是没法分清什么是吹嘘，什么情况下aeb是救不了他的。”

01.  事故原因

“又是电动车烧了，官方声明有可能是线路短路或老化引起
的火灾，不知真假。”

02.  电池技术安全性
✓ 讨论电池技术，呼吁技术创新，担心电池可能

因技术短板、质量问题或环境因素引发火灾

“现在磷酸铁锂也没有爆燃风险，大多数车辆自燃都是线路
问题，从这点来看固态电池车辆照样也会有自燃。”

03.  公众认知与接受度

✓ 媒体对新能源汽车电池着火事件的报道可能影
响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看法

“这些主播为了流量不讲事实，说人是被烧死的，结果是当
场砸窗开门已经把人拉出来了。说是隐藏式把手打不开门，
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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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电池起火的首要诱因是外部碰撞，其次是高温导致的热失控以及电池自然老化或受损引发的质量问题。

• 频发的事故报道加剧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担忧，认为其起火频率高、车门应急开启困难、碰撞后易着火、火势控制难度大且后果严重。部分网友还指

出，车辆起火后，车企倾向于推卸责任，将问题归咎于车主。

网友认为新能源汽车电池起火的首要诱因是外部碰撞，认为其起火率高且车门应急开启困难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外部碰撞

高温热失控

电池老化或损伤，出现质量

问题造成起火

新能源汽车电池起火原因 网友对新能源汽车电池起火特点感知

起火率高，易燃

起火后车门可能打不开

磕碰易起火

起火难灭

伤亡严重，对新能源车起火感到恐慌

车企脱责，着火就是车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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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对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刀片电池、半固态及固态电池的热议聚焦于安全性，其次是它们的发展潜力、能量密度与续航能力、成本效益以及使用寿

命。鉴于液态电池存在的技术局限性，固态电池因用户的高期待值而广受好评；相比之下，三元锂电池虽受关注度高，但口碑相对欠缺，磷酸铁锂电池和磷酸

铁锂刀片电池的口碑高于三元锂电池。

网友对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及刀片电池、半固态及固态电池的热议聚焦于安全性，三元锂口碑较低

口碑（NSR）=（正面情感-负面情感）/（正面情感+负面情感）*100%；百分比数值越高则好评度越高，口碑越好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安全性

发展前景/未来趋势

能量密度/续航

价格/成本/性价比

电池寿命

主要讨论的方面

三元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刀片电池

固态电池

半固态电池

网友讨论较热的电池技术

网友口碑分析

NSR

关注度

三元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刀片电池

固态电池

半固态电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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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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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普遍认为三元锂电池存在较高的热失控风险与易燃性，但同时也认可其高能量密度、长续航里程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市场上众多主流车型，如特斯拉

Model Y与问界M7，均采用宁德时代生产的三元锂电池，这些车型在续航里程与动力性能上获得用户广泛认可。然而，不少用户亦对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性表示

担忧。相较于磷酸铁锂电池，网友认为三元锂电池尽管优势显著，但在安全性方面仍有待提升。

三元锂电池：存在较高的热失控风险与易燃性，同时网友也认可其高能量密度与长续航里程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品牌官网数据

热失控风险高，易燃

成本高

能量密度高，续航里程长

发展前景好

网友对三元锂电池的态度 代表车型 特斯拉Model Y 问界新M7 Ultra

车辆类型 纯电SUV 增程SUV

电池技术 三元锂电池

电池供应商 宁德时代

续航里程 纯电688km
纯电240km

综合1300km

能量密度 161Wh/kg 160Wh/kg

安全保障
电池管理系统（BMS），能够实时监控
电池状态，确保电池在最佳状态下运行

电池穿刺实验表现出色，具有三重耐
冲击防爆、航空级隔热和防拉弧设计

用户反馈
“唉，三元优点一堆，一说爆燃心里就膈应，
多数人就愿意为了稳定选择磷酸铁锂，纯固
态还早，等等半固态和凝聚态成熟吧。”

“三元锂还是容易出事的…磷酸铁锂安全
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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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普遍认同磷酸铁锂电池具备高安全性、低成本及长寿命的优势，并看好其发展前景。然而，其能量密度较低、续航里程受限的问题亦被广泛提及。随着技术

革新，磷酸铁锂刀片电池的推出有效弥补了这一短板。网友认为，刀片电池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性，还增强了能量密度，显著提高了续航里程。市场上众多主

流车型，诸如比亚迪秦PLUS与吉利银河E5，均采用自研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这些车型在安全性与稳定性方面再次获得用户广泛赞誉，且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

车型售价相对亲民。

磷酸铁锂电池：有高安全性、低成本、长寿命特征，技术进步带来能量密度与续航里程提升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品牌官网数据

安全性高

成本低

电池寿命长

发展前景好

能量密度低，续航短

网友对磷酸铁锂电池的态度

安全性进一步提高

能量密度增强，

续航里程提升

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代表车型 比亚迪 秦PLUS 吉利银河E5

车辆类型 纯电轿车 纯电SUV

电池技术 磷酸铁锂电池 神盾短刀电池

续航里程 纯电510km 纯电530km

能量密度 140Wh/kg 192Wh/kg

用户反馈
“比亚迪的纯电动好像没有看
过电池起火的新闻，装的是磷
酸铁锂电池？”

“刀片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吧？和
三元锂电池比，就是稳定，燃点
高。”
“还是蛮安全的刀片电池，稳定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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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对半固态及固态电池技术持正面评价，认可其在能量密度、续航能力、安全性及循环寿命方面的显著优势。然而，市场宣传中的乱象引发广泛不满，尤其

是部分车企通过夸大宣传，将半固态电池混淆为固态电池，或仅含有微量固态成分的电池亦被标榜为半固态，误导消费者。同时，网友普遍认为固态电池技术

尚处于发展阶段，商业化应用尚未全面成熟，面临高昂成本及量产挑战。此外，对于固态电池的实际表现，部分网友持谨慎态度，担忧存在潜在风险。

• 例如，智己汽车称其新款车型L6搭载“固态电池”，被指宣传搭载“固态电池”与实际不符，揭示了市场竞争激烈背景下的技术误导现象，以及行业规范亟待

完善的现状。

网友对半固态及固态电池技术持正面评价，但市场宣传中的乱象引发广泛不满，部分车企夸大
宣传，将半固态电池混淆为固态电池误导消费者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正面评价：

• 能量密度更高，续航能力提升

• 安全性提升，降低发生爆炸或火灾的风险

• 循环寿命更长

问题：

• 半固态电池夸大宣传，自称“固态电池”

• 半固态的定义没有严格标准，仅含有微量固

态成分的电池亦被标榜为半固态

半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

正面评价：

• 能量密度与续航能力提升、安全性提升、循

环寿命更长等优势

• 代表新能源汽车市场成熟，表示固态电池普

及时再购买新能源汽车

问题：

• 技术难题，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商

业化应用

• 成本高

• 其他潜在问题（认为未必安全、充电慢等）

智己汽车称其新款车型L6搭载“固态电池”

背景：智己汽车在新品发布会上宣称，新款车型L6搭载了

“固态电池”，并强调这一技术带来了续航突破1000公

里、充电速度快等优势。然而，这一宣传引发了行业内外

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 宣传与事实不符

• 腾势汽车总经理兼首席共创官赵长江通过微博发文表

示，此时宣传半固态车用电池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 真锂研究创始人墨柯也指出，智己汽车所搭载的实际上

是半固态电池，而非全固态电池

➢ 问题分析

• 技术误导：可能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影响

• 市场竞争：车企通过夸大宣传来吸引消费者，然而这种

不实的宣传可能损害企业的信誉和品牌形象

• 行业规范：引发了行业内对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宣传规

范的讨论



人群特征分析/03

◆ 人群画像

◆ 不同人群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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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及电池安全讨论的人群特征主要以男性为主，其比例远超女性，反映出男性群体对汽车技术进展与安全性能的较高关注度。在这一讨

论中，90后网友展现出更高的兴趣，他们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些区域因经济发展水平高，对新能源汽车的接纳度和市场需求更为显著，相应的对车辆安全

信息的关注也更为密切。

人群画像：关注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及电池安全的人群以男性、 90后为主，普遍来自一线城市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16%

50%

25%

9%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性别

城市年龄

男性偏多

90后为主
高线城市为主

女性 32% 男性 68% 

46%

21%

13%

10%

10%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及以下城市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南京

• 杭州

• 重庆

• 成都

• 天津

•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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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及年轻群体（90后、00后）对电池安全持有更高的信任度，而男性、年长群体以及高线城市网友则对电池安全持有更为深入且相对悲观的看法。

• 具体来看，男性因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细节和潜在风险的深入了解，在面对火灾事故报道时，对电池安全的担忧更为显著。相反，女性虽关注度较低，但倾向于

通过权威信息消除疑虑，部分女性因技术了解有限而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年轻群体对电池安全期望较高，持积极态度；而年长群体则表现出更为理性谨慎的态

度。高线城市因新能源汽车普及率高，网友关注度亦高，且信息获取渠道广泛，易受火灾事故报道影响，从而对电池安全持保守、担忧态度。

女性、年轻用户对电池安全方面持有更高的信任度，而男性、年长用户对电池安全问题更加谨慎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男性 女性

26% 41%

19% 23%

55% 36%

不同特征人群对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的态度

34%

22%

45%

正面

中性

负面

70后
(45岁及以上）

80后
（35-44岁）

90后
（25-34岁）

00后
（25岁以下）

22% 29% 37% 47%

17% 20% 20% 15%

61% 52% 43% 38%

高线城市 低线城市

26% 36%

19% 19%

55% 45%

性别 年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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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年轻群体（90后、00后）、高线城市群体对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关注度更高，男性对于电池技术的讨论更积极，他们更倾向于深入探讨电池的能量密度、

充电速度、循环寿命以及安全性等关键指标，以获得更全面的技术认知。年轻群体与高线城市群体更易接受新鲜事物，对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持有更加开放和

积极的态度，他们不仅关注电池技术的当前水平，还对未来发展趋势和潜在革新充满期待。

• 这些特征反映了不同人群在技术认知和接受度上的差异，也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细分和定位提供参考。

男性、年轻群体、高线城市群体对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关注度更高

数据来源：百分点舆情洞察系统

不同特征人群对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的关注情况

68%

32%

71%

29%

高线城市

低线城市

性别 年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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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

90后

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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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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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6%

男性

女性

总体

关注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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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发现

◆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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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在电池技术方面面临诸多机会和威胁，通过加强技术研发、提升电池安全性、完善充电设施、加强政策引导等措施，可以有效应对火灾事故和电池

安全问题，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市场洞察：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问题SWOT分析

S W

O T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 技术进步：

- 磷酸铁锂电池：具有高安全性、长循环寿命、低自放电率等优点，

尤其在短路、过充、挤压等极端条件下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市场

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优化磷酸铁锂电池，补齐能量密度不足的短板

- 半固态电池：作为液态电池和全固态电池的过渡方案，已经在部分

领域得到应用

• 政策支持：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扶持，包括补贴、税收优惠、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了电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 火灾风险：

- 三元锂电池：虽然能量密度高，但钴、镍等原材料成本高，且存在

热失控风险，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迅速，难以控制

- 充电安全：不规范的充电习惯和充电设施的不完善，增加电池过充

和火灾风险

• 技术成熟度：

- 固态电池：尽管前景广阔，但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技术成熟度不

足，成本较高，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尚需时日

• 火灾事故：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频发，对消费者信心造成打击，

可能引发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的广泛质疑，可能影响新能源汽车

市场的健康发展

• 技术竞争：国内外电池技术竞争激烈，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对新

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技术壁垒问题，

可能制约电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 技术创新：

- 固态电池技术突破，有望解决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问

题，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更安全、高效的能源解决方案

- 钠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技术的发展，为低成本、高性能的新能源汽

车电池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市场需求：随着全球需求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不断扩大，为电

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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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与电池安全问题，建议从技术研发、充电设施监管、电池定期检测、车企规范宣传、消费者教育等多个方面入手，共同推动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相关建议

强化电池技术研发
企业应加大电池安全技术的研发投入，开发更安全、更稳定的电池技术，如固态电池。同时，应推动电池安全技术的普及，
让消费者了解并信任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性能。

加强充电设施的安全监管
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充电设施的安全监管，确保充电设施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同时，应推动充电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实现充
电过程的实时监控和预警。

电池定期严格检测与维护
为确保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安全性能，车企和售后服务机构应建立电池定期检测与维护机制。定期对电池进行性能检测和安全
评估，及时发现并处理电池老化、损坏等问题。车企还可以通过提供电池健康监测服务，让消费者能够实时了解电池的健康
状况，及时采取维护措施，降低电池安全事故的风险。

规范宣传，避免诱导用户
车企在宣传新能源汽车时，应遵循真实、客观、全面的原则，不夸大电池性能，不隐瞒安全隐患。应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
和管理，确保他们在销售过程中能够准确、清晰的传达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能和使用注意事项。

提升消费者安全教育与意识 企业和媒体应加强对新能源汽车安全使用的宣传教育，普及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知识，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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