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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碳酸锂调研纪要（一）

调研背景：当前碳酸锂价格持续走低，行业呈现供需失

衡现象，在价格屡屡下探底部情况下，为了解产业链真实生

产经营状况以及企业运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现状，对湖

南地区碳酸锂行业企业展开调研交流。

湖南是碳酸锂重要消费地，锂电池产业布局较完善，且

拥有一流科研院校为产业链发展提供科研支持，本次调研覆

盖碳酸锂生产、贸易，正极材料，电池制造，废旧电池回收

企业以及专业科研机构。

调研时间：2025 年 6 月 16 日-19 日

调研总结：目前回收端行业开工率普遍不高，预计 2025

年回收端产量占碳酸锂总产量比例将下滑。回收企业未来排

产计划受废料价格影响较大，短期看产能利用率不会出现大

幅提高。

随着动力电池技术提升，电池寿命延长，预计 2027 年开

始电池退役数量将逐渐增加，退役潮出现时间或将延后。

储能需求方面，随着 136 号文取消强制配储，为应对新

能源发电波动性，同时为满足新能源发电利用率要求，储能

需求从政策导向转向市场化刚需配储，从成本导向转为更多

关注综合性能，有助于促进储能企业产品创新及行业良性发

展。

作为新兴行业，且从业人员素质较高、学习能力强，碳

酸锂行业对期货工具接受度较高、较快，较多企业已开展期

货套期保值及基差点价，衍生品工具应用优秀的企业已在探

索含权贸易。

固态电池各技术路线存在不同技术难点，目前均尚无较

好解决方案，固态电池发展需以长期主义眼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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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企业——电池回收

企业主营磷酸铁锂废旧电池回收业务。共有 11000 吨产能。由于碳酸锂价格下滑，今年 4

月起产线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企业原料以外采黑粉为主，目前黑粉现货市场成交情况清淡。电池粉生产碳酸锂约 92%

收率，极片粉生产碳酸锂约 95%收率。黑粉来源地主要为长三角、珠三角及河南新乡集散地。

行业黑粉来源一方面是电芯厂、电池厂厂废，目前国内较大电池、电芯厂基本已自建回

收厂，实现厂废内循环；三方回收厂更加关注两轮车锂电池退役情况，以及 4S 店、保险方市

面流通渠道，目前市场废旧电池来源渠道不够稳定，多按高价招投标，作为三方回收厂，需

尽可能降低加工成本从而做到高价竞争原料。

生产成本方面，湿法产线现金加工成本约 1.5 万元/吨，目前亏损 3000-5000 元/吨；破

碎产线加工成本根据各地电费不同约 1000-1500 元/吨之间，勉强维持盈亏平衡。

后续成本优化空间，一是对磷酸铁的利用，目前行业基本实现技术突破；二是与企业规

模化有关；其次，大型回收企业应布局全产业链，包括梯次、修复、打粉、回收全体系。

原料采购长协价方面，大厂一般全部参考上海有色网价格，小厂存在一半参考有色网价

格、一般参考期货月结算价与基差计算。

由于黑粉供应紧张，行业成本倒挂，目前行业磷酸铁锂回收产线 90%基本停产，三元回收

产线约 40%-50%停产。预计今年回收端产能同比增长但实际产量同比降有所下降。行业开工率

由碳酸锂价格、原料价差决定。

企业应对原料供应紧张方法：一是凭借技术优势，开发新原料；二是与电芯、电池大厂

展开合作。

未来回收提锂增长空间：随着未来高成本矿山的关停出清，回收提锂市场份额将补充增

加，预计 2027 年左右回收提锂产量占碳酸锂产量比例将由 10%增至 20%-30%；另一方面，考

虑到动力电池对矿石提锂需求份额，综合来看，2030 年回收提锂份额难超 50%。

二、B企业——电池及材料

公司业务范围涵盖锂矿、碳酸锂生产、锂电材料、储能及回收。

公司旗下拥有四座锂矿资源，其中同安瓷矿品位为国内云母矿较高水平，环保方面，公

司未来计划将 1.5%品位原矿加工至 2.5%再进行后续提锂，从而减少锂渣产量。

企业规划碳酸锂产能 3万吨/年，首期 1万吨/能已于 2023 年 7 月正式投产，剩余 2万吨

产能将在成本进一步降低后投产。2024 年产量约 6000 吨，2025 年预计产量 8000 吨，锂矿 50%

来自自有矿，50%来源为外采矿。后续企业计划通过副产品铷、铯的提取来降低生产成本。

企业在极片、电极方面具有技术优势，锂电池业务以 PACk 为主，不涉及电芯。电池技术

路线方面，镍氢电池同锂电池相比具有放电倍率高、安全性高的优势，特定情景下有应用优

势，但镍氢电池能量密度较低，未来难以取代锂电成为主流电池。固态电池方面，企业认为

其距离完全产业化仍需发展时间，目前正在开展固态电池干法电极技术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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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需求方面，随着 136 号文取消强制配储，一方面，储能需求从之前政策导向转向市

场化，由于新能源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可能对电网安全造成冲击，同时为避免弃电、满足

新能源发电利用率要求，新能源发电方需要储能进行储放电。另一方面，强制配储存在“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些新能源企业为满足强配储要求，倾向采用低成本储能；取消强配储

后，新能源企业出于刚需配储，更多关注综合性能，有助于促进储能企业产品创新及行业良

性发展。

强配储取消后，独立储能电站迎来发展契机，其由发电侧电网侧之外的第三方进行投资

建设，可满足多方储电用电需求，2024 年，全国电网侧新增独立储能项目 206 个，2025 年 1-5

月，国内新增独立储能电站 90 个，同比装机数量增长 95%、容量增长 107%。公司积极拓展河

北、山东、广东、内蒙等地区的独立储能电站及储能系统相关业务。

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市场预计新能源发电比例需达到 60%以上才能够实现“3060”碳中和

目标，2024 年新能源发电占比仅 18%左右，因此未来新能源发电仍然具有较大增长空间。海

外市场需求方面，从之前中美英澳点状市场转为现在全球开花，欧洲、亚太储能招标量、装

机量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目前企业采取市场创新联合体模式进行储能市场布局，以避免行

业内卷、利润挤压状况，同时各环节分工合作、各自发挥长处，大大提升项目建设、运行效

率。

三、C企业——电池回收

湖南 E企业为电池回收企业，初始碳酸锂年产能 4000 吨，在建产能：6.5 万吨磷酸镍、

磷酸钴、磷酸锰，1.5 万吨磷酸铁，1.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新生产基地一期在建 1.5 万吨电

碳产能，二、三期规划 1.5 万吨电碳及氢氧化锂产能，此外还规划 10 万吨磷酸铁产能。

企业自有创新技术，产品可直接用于期货交割，较同类型企业具有成本优势。目前由于

阶段性产能过剩以及消费类废旧电池主要集中在贸易商，导致原料采购环节面临贸易商惜售

现象较突出，导致原料成本增加。降低成本方面：企业通过技改不断提升产线自动化程度，

规划配套磷酸铁产线，叠加今年辅料价格有所下降，综合来看，企业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

但未来成本进一步压缩的空间有限。

目前回收端行业开工率普遍不高，预计 2025 年回收端产量占碳酸锂总产量比例将下滑。

回收企业未来排产计划受废料价格影响较大，短期看产能利用率不会出现大幅提高。

为应对碳酸锂价格下跌，企业积极运用衍生品工具，是首批参与碳酸锂期货交割企业之

一，广泛运用基差贸易、含权贸易等策略，大大提高了企业应对价格风险能力。

随着动力电池技术提升，电池寿命延长，预计 2027 年开始电池退役数量将逐渐增加。目

前回收原料仍以厂间废料为主。大厂厂废流通较为市场化，价高者得，没有完全流入固定下

游。今年 7月 1日国家放开海外黑粉进口政策，预计回收企业废料供给来源带来一定的增量，

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回收行业原料倒挂现象。

由于目前电芯行业竞争较激烈，电芯成本也大幅下降，梯次利用方面已无明显优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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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更倾向于直接购买新电池，电池梯次利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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