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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碳酸锂调研纪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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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企业——正极材料

公司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相关业务，核心产品为磷酸铁锂，主要应用于动力和储能

等领域。

磷酸铁锂生产成本中，原料成本比重较高。公司采购原料方式多元，既有长协模式保证

供应，又有客供模式满足特定需求，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不同采购方式比例。原料采购量

方面，当前碳酸锂价格处于历史低位，企业坚持以销定产、按需采买原则，杜绝投机囤货。

企业降低成本途径包括：对产品一次成型率要求高；进行版块精细化管理；差异化竞争。

二、E企业——碳酸锂贸易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碳酸锂、氢氧化锂，具有稳定且多元的上、下游合作关系，能够保证

产品稳定供应及精准匹配客户需求，丰富现货贸易经验叠加公司期货运用较成熟优势，公司

得以在市场价格波动时维持竞争力与议价能力。2025 年公司计划实现碳酸锂贸易量 5万吨，

1-5 月已完成 2 万吨。公司每个月固定 2000-3000 吨碳酸锂库存，占贸易体量 10-20%，预期

碳酸锂价格上涨时，会小幅增加备库。往年碳酸锂价格高时，库存比例较目前偏低。

往年公司毛利率受价格波动影响不大，现由于期现商内卷，导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滑。

随着碳酸锂价格的下跌，2024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电池厂直接从企业采购碳酸锂客供情

况。

盐湖开工方面，经过技术迭代，目前盐湖开工率及产量受季节因素影响较小回收提锂停

产较多。矿石端头部大厂未出现减产情况。

今年以来下游需求表现一直较好，4、5月份需求未出现明显下滑。企业认为当前碳酸锂

价格下跌与供给量大、生产技术提高、成本降低有关，后市需持续关注矿端价格以及矿端、

锂盐厂减停产动态。

碳酸锂行业对期货工具接受度较高、较快，一是因为本身是新兴行业，二是从业人员素

质较高、学习能力强，三是处于市场价格下跌过程中被迫接受新工具。碳酸锂期货上市之后，

下游客户逐渐认识到采取基差结算，相比传统长协价格结算更有优势；目前企业采购订单 30%

为长协，70%为期货点价模式；销售订单全部采用基差点价方式进行。企业场内、场外期权工

具均有使用，此外，正在尝试含权贸易。

碳酸锂行业期货参与度上游高于下游，一方面下跌行情下上游套保需求更大，另一方面，

下游若从盘面接货面临货物品质未必满足产品需求问题。此外，公司建议交易所增加期货最

小交割单位，进而改善盘面接货地点分散问题。

三、行业专家调研

目前固态电池技术路径分为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三大体系，其发展初衷为保证高能

量密度情况下实现较高安全性。目前聚合物路线面临固态环境离子电导率低等问题；硫化物

路线虽电导率接近电解液，但其空气稳定性较差、加工成本高，且电解质与正负电极接触有

副反应，目前均无较好解决方案。安全性能方面，固态电池中电子绝缘性差，锂枝晶产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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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速度均快于液态隔膜环境，易产生正负极短路，并且固态电池热失控效率高于液态电池，

失控后跳过起火环节直接爆炸。目前凝聚态是相对较为成熟路线。固态电池使用金属锂作为

负极存在安全性问题，未来硅负极或成为主流，但硅本身为半导体，硅负极存在电导率低问

题。固态电池发展需以长期主义眼光看待。

固态电池未来应用场景方面，由于 3C 端对电池成本敏感度较低，预计未来固态电池首先

会应用于 3C 端。

正极材料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未来三元应用场景一是高端乘用车，二是与固态电池结合，

发挥高能量密度优势。锰系材料较镍系材料具有低成本优势，若未来固态电池实现技术突破，

5V 材料镍锰二元与高镍三元均将有较好应用场景。铁锂方面，未来将向更高体积容量密度方

向发展，但继续提升空间有限，未来可转向磷酸锰铁锂，但锰系自身也存在技术难点。

目前电池技术水平下，若通过研发新型复合材料将汽车重量减轻 15%，续航可达到 1000

公里。快充技术方面，4C、6C 电池正在研发，但面临成功后充电桩换代问题。

未来降本方向：正极材料由于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约 80%-90%），自有矿山企业将更具

成本优势；二是通过电池回收形成闭环产业链，成本将下降约 50%，；三是寻找电力优势地区，

通过自建电厂、与新能源发电结合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发电成本占正极材料生产成本

约 10%，占负极材料成本比例更高些。

钠电池相较锂电池优势：一是高温、低温场景应用不需要增加额外生产成本；二是安全

性高于锂电池；三是可实现大功率充放电。随着碳酸锂价格的下降，钠电池成本优势减弱，

压缩了钠电池需求空间；由于能量密度低于锂电池，目前钠电池取代锂电池难度较大，其仅

适合在特定场景下发挥自身优势。未来一段时间铁锂电池仍会是市场主流，若储能市场发展

到 6小时储能以上，矾液电池性价比将上升、会有一定应用场景。

锂渣应用方面，剩余少量锂加工成卤水出售；其余渣土无害化处理后用于填矿坑，用于

水泥、砖下游市场需求有限；此外，专家正在研究锂渣提硅，介时或将降低光伏干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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