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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近期市场行情回顾



近期市场行情回顾01

资料来源:ifind 百川盈孚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盐湖进入生产旺季，7月供应延续宽松状态，锂精矿和碳酸锂进口量稳增，国内大型生产企业延续稳定生产，南美

碳酸锂将于7、8月集中到港。处于需求淡季，正极材料排产延续环比走弱趋势，开工率下滑。供应增速高于需求

增速，现货供应充裕，下游电池排产未超预期，下游正极材料厂采购补库意愿仍不足，截至7月31日，工业级碳酸

锂报价7.9万元/吨，较上月末下跌7.3%，电池级碳酸锂报价8.2万元/吨，较上月末下跌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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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工业级碳酸锂(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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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基本面分析



碳酸锂产业链介绍01

资料来源：广期所 SMM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锂辉石精矿

锂云母精矿 

碳酸锂
电池级碳酸锂

工业级碳酸锂

磷酸铁锂

锂电池

供 应 来 源 ： 澳 洲 、
非洲、巴西、中国

供应 下游需求

盐湖卤水 

回收提锂 

三元材料

钴酸锂

锰酸锂

六氟磷酸锂

基本来自江西宜春
4个矿区

海外进口：智利、阿根廷
国内：青海、西藏盐湖

新能源汽车

储能

两轮车

消费电子

开工率、产量、

进口量、库存、

成本利润、基差 开工率、环节库存、

产量、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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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库存、产成品库存、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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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测算02

数据来源:ifind  百川盈孚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从生产成本来看，资源禀赋和提纯技术决定了提锂成本，如果不考虑税收等因素，锂盐湖成本最低，锂辉石次之，锂云母最高。

◆ 南美盐湖和中国盐湖处于行业成本底部区域，总成本在3.5-5.5万元/吨，澳洲锂矿开发成本高于盐湖提锂，总成本约 5-9万元。国内

锂辉石原料加加工费总成本在6.5-8万元/吨，国内锂云母提锂原料成本加加工费总成本在7-8万元/吨。非洲多数锂矿完全成本可控制

在7.5万元/吨以内，外购锂辉石提锂成本约7-8.5万元/吨，外购锂云母提锂成本约8-9万元/吨。当前国内生产平均成本约8.3万元/吨，

随着锂矿供应延续宽松局面，平均生产成本有望延续下降趋势。

硫酸法生产碳酸锂成本国内碳酸锂平均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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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端03

数据来源:  SMM 百川盈孚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国内自 2020 年起锂盐产能扩张速度明显加快，锂盐产能开工率长期不足70%，主要是受限于矿端供给。2023年全年国内碳酸锂产量

42万吨，同比增加21%。 2024年7月国内碳酸锂产量为6.8万吨，环比增加3.1%。澳矿定价机制调整完成为M+1模式，澳矿恢复进

口，整体海外锂精矿进口量稳增。

◆ 我国碳酸锂生产区位与企业分布相对集中，江西、四川、青海三省作为锂云母、锂辉石、盐湖提锂重要产地，合计产量占比为80%。

由于锂辉石与锂云母储量较少，未来盐湖提锂占比将逐渐增加。

国内碳酸锂月度产量统计 2024年7月不同原料生产碳酸锂产量占比

盐湖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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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端3.1

数据来源:SMM  公司公告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在锂电行业高景气度背景下，除了澳洲、智利、阿根廷等传统在产项目外，非洲、加拿大和巴西等锂矿开发明显加速，

海外矿端新增产能将集中于 2023、2024 年投放，整体供给端持续放量。但由于产能爬坡时间较长，实际产量的大量

释放还需等到 2024-2025 年。原料短缺局面已根本性改变，预计2024-2025年全球锂矿产能增量分别达39万吨和 43

万吨。

2023Q4-2024年主要锂盐项目情况

项目 原料 企业 新增年产能（万吨） 预计投产时间

Mt Holland 锂辉石 SQM 5 2024年初

李家沟 锂辉石 四川能投 2.3 2023年年底

Mt Marion扩建 锂辉石 MinRes 5.6 2024年1季度

新疆大红柳滩 锂辉石 新疆有色 5 2024年1季度

Goulamina 锂辉石 赣锋锂业 5.45 2024年2季度

Kathleen Valley 锂辉石 Liontown 6.25 2024年2季度

Greenbushes CGP3 锂辉石 Talison 6.3 2024年8月

加不斯锯坦矿 锂云母 赣锋锂业 0.5 2024年3季度

茜坑 锂云母 江特电机 1.4 2024年4季度

梅家含锂瓷石矿 锂云母 江特电机 0.2 2024年4季度

Salar de Atacama- SOM 盐湖 SQM 3 2024年4季度



供应端3.2

◆ 2023年锂盐供应增量主要是来自于南美盐湖和非洲锂矿，且产量贡献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南美盐湖投产集中在2022、

2023年，但由于盐湖爬产较慢，满产或要到2024，年内仅能释放部分产能，但利润驱动下生产积极性较高，总体锂

资源有效产能增加规模仍较大。2023 年锂矿新增产能达到 50万吨以上，同比增长50%，2023 年全球锂盐产量约为 

107万吨 LCE，同比增长36%，预计2024年产量将同比增长33%。

全球锂盐产量预估

数据来源:锂业分会 SMM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产量类型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澳洲矿山 21.47 30.07 37.5 41.27 47.34

南美盐湖 17.56 23.44 30.3 39.58 46.98

国内云母 5.24 7.28 10.14 13.75 25.76

国内锂辉石 1.07 1.37 2.91 3.72 4.24

国内盐湖 6.90 8.22 9 11.45 16.32

其他地区 0 3.70 10.23 20.23 28.23

锂电回收 2.24 4.30 7.5 10.12 13.82

合计产量 54.49 79.2 107.58 140.12 182.69



供应端3.3

◆ 国内锂行业原料对外依存度约为 55%，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巴西、津巴布韦等国。海外矿山集中投产，锂精矿供

应增幅较大。2023年碳酸锂累计进口量为14.9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8.7%，锂辉石累计进口量为439万吨，同比

增长57%。 2024年1-6月，中国锂精矿进口量约为279.5万吨，同比增加38%。1-6月碳酸锂进口10.4万吨，同比增

加56%。6月澳大利亚进口锂精矿LCE占比为67%。

数据来源:ifind SMM   百川盈孚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澳矿对进口总量占比碳酸锂进口量（吨） 锂辉石精矿进口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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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04

数据来源:  ifind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碳酸锂下游需求分为电池需求及传统工业需求，2022年全球锂电池占碳酸锂需求的比例高达80%。锂电池的细分市

场主要包括动力锂电池、储能锂电池和消费锂电池等。其中，动力锂电池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新能源汽车；储能

锂电池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电力电网储能、家庭电力储能等；消费锂电池的下游应用领域主

要为手机、数码等消费电子产品。2023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累计同比增加30%。据中汽协数据显示，1-6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492.9万辆和49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

全球锂电池出货量及同比增速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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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正极材料4.1

◆ 碳酸锂可用于加工成锂电池正极材料，是整个电池的核心材料。当前市场中主流的锂电池正极材料为磷酸铁锂与

三元材料，此外还有钴酸锂和锰酸锂共四类。根据百川盈孚统计，23年全年磷酸铁锂产量为167.2万吨，同比增

长57%，三元材料产量为61.1万吨，同比减少0.43%。2024年6月磷酸铁锂产量为19.5万吨， 同比增长17%，

三元材料产量为4.9万吨，同比减少14%。6月-7月正极材料排产环比下滑，7月锂电池排产环比基本持平。

国内磷酸铁锂当月产量统计

数据来源:  百川盈孚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国内三元材料当月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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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动力电池4.2

数据来源:ifind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动力锂电池是当下乃至未来锂盐下游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为705.8万辆和 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 93.4%。中汽协统计2023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8.7万

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从长期趋势看，锂电行业从23年起整体进入成熟期，需求增速维持在

相对稳定的区间。 2024年1-5月，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为39.9%，同比增长7.2%。

国内动力电池产量及同比增速 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500.00

0.00

500.00

1,000.00

1,500.00

0.0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2
0
2
2
-0

9

2
0
2
3
-0

1

2
0
2
3
-0

5

2
0
2
3
-0

9

2
0
2
4
-0

1

2
0
2
4
-0

5

动力电池产量:当月值（MWh)

动力电池产量:磷酸铁锂:当月值(MWh)

动力电池产量：当月同比（%）



需求端—动力电池4.2

数据来源:ifind  SMM  百川盈孚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6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84.5GWh，环比增长2.2%，同比增长28.7%。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出口18.4GWh，

环比增长33.9%，同比增长67.8%，合计出口占当月销量20.0%。1-6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产量为430.0GWh，

累计同比增长36.9%，累计销量为402.6GWh，累计同比增长40.3%。此前产成品库存较高，下游企业主动去库以应对成

本压力。7月排产环比基本持平，正极材料有所下滑，归因于部分企业消化库存等策略，预计8-9月行业排产环比重回升

势，带来积极边际变化。

国内动力电池产量与装车量差值 国内正极材料分类型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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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力电池产量与装车量差值 磷酸铁锂产量与装车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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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4.2

数据来源:ifind  新闻整理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EVTank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465.3万辆，同比增长35.4%，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949.5

万辆，占全球销量的64.8%。美国和欧洲2023年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294.8万辆和146.8万辆，同比增速分别为

18.3%和48.0%。 2024年上半年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约76.8万辆，同比增长10.3%，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139万辆，同

比增长2%。

◆ 2023年6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

告》，对购置日期在2024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购置日期在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延续至2027 年，有助于

稳定市场预期，加强新能源汽车竞争力，进一步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 5月14日，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 

汽车、锂电池等产品的加征关税，其中针对中国车用锂电池的关税税率今年将从7.5%提高到25%，针对电动汽车的关税 

由目前的25%提升至100%。7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征收临时反补贴税，这

一临时关税将于2024年7月5日生效，最长持续四个月，期间欧盟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将其转为为期五年的正式关税。

加税政策的发布后，欧洲的新能源汽车市占率接近25%，加剧了对短期终端需求的担心。



需求端—储能电池4.3

数据来源:锂业分会  ifind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当前全球储能市场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美国、欧洲为主要增量市场，2022年中国、 美国、欧洲新型储能装机合计占

比约86%。据高工锂电统计，2023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225GWh，同比增长50%，其中中国储能锂电池出货

206GWh，同比增长58%。国内装机超预期，预计2024年实现40-50%的高增速。国内储能景气持续，全国新型储能

装机延续高增态势。年内景气较高的是海外大储，国内大储需求端持续验证高增长。

全球锂离子储能电池出货量及同比增速 全球储能电池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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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来源:ifind 百川盈孚 IDC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据IDC数据统计，2023年全球PC电脑出货量2.6亿台左右，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总计为1.285亿台，与2022年相比

下降20.5%，预计2024年PC出货量将同比增长3.7%。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1.7亿部，同比减少3.2%，创

下了10年来出货量最低。磷酸锰铁锂在电动两轮车上的应用将扩大，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场景应用的普及，

AI终端快速渗透，带动消费电子市场逐步修复。

需求端—消费电池

国内钴酸锂当月产量统计 国内锰酸锂当月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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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据来源:ifind SMM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2023年下半年至今，动力电池行业产能存在阶段性过剩，出货压力增加，电池厂减产去库，导致终端需求向上传导

进度缓慢，成本及需求双重打压下，正极材料价格整体下跌为主。当前下游电池库存周转已恢复正常水平，正极材

料排产环比走弱，电池排产环比基本持平，考虑到后续7-8月车市迈入淡季，动力电池企业或将以消化库存为主。

受终端需求提前补库拉动，预计8-9月正极材料行业排产环比边际转好。目前正极和电池厂均有产成品库存，进一

步补库囤货意愿有限。

锂电产业链利润情况

磷酸铁锂价格走势 三元材料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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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数据来源:ifind 乘联会 长江证券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23年，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累计产量为778.1GWh，累计同比增长42.5%。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387.7GWh, 

累计同比增长31.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261.0GWh，占总装车量 67.3%，份额同比增长 5%，三元电池累

计装车量 126.2GWh,占总装车量 32.6%，份额同比下滑 5%。根据乘联会数据测算，4-6月来看，动力电池的库存

累计265.2GWh，对应的库存水平大约是4个月左右的产量，新能源整车周转率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当于0.73

月的销量。

锂电产业链处于去库存周期

电池厂库存水平新能源乘用车库存水平



05

数据来源:ifind SMM CNESA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4-5月电池市场产销两旺，延续增长态势，驱动装机数据同环比均上涨，而且5月动力电池装机增速高于终端销量增

速，动力电池库存压力减弱。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市场高速发展导致锂电池需求持续上升。需持

续关注“以旧换新”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提振，以及国内储能放量之余，美国、新兴市场大储是否持续超预期，

此外库存周期下中国产业链相较日韩的份额提升也是国内电池出货量的有力支撑。

碳酸锂需求端测算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动力电池 34.1 53.2 69.2 85.7 103.3

储能电池 3.9 8.5 12.3 18.5 23.4

小型电池 8.5 7.4 8.4 8.9 10

锂电池 46.5 69.1 89.9 113.1 134.7

其它传统需求 12.1 13.5 15.1 15.7 16.3

总消费量 58.6 82.7 105 128.7 153

增速 68% 41% 27% 23% 19%

全球碳酸锂消费量预估



库存结构有望改善06

数据来源:SMM  百川盈孚 长江期货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 23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销售增速回落，终端需求增速下滑，动力电池产销量增速相对低迷，碳酸锂逐渐累库。在电

池厂排产数据环比改善情况下，下游需求向好驱动补库需求，冶炼厂库存降低，库存向下游转移的趋势明显。5月以

来，锂盐厂结束检修恢复生产，正极材料排产增加未超预期，供应增速高于需求增加，冶炼厂库存较高，向下游转移

不畅。截至7月31日，百川盈孚统计碳酸锂工厂库存为3.08万吨，较6月底增加5118吨，市场库存增加505吨至

41229吨。

碳酸锂库存结构 工厂库存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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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后市碳酸锂价格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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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以来大型锂盐厂延续正常生产，下游正极材料厂排产环比下滑。锂盐冶炼厂与澳洲矿山的长协定价机制改

为到港月下个月的锂矿网价来计算成本，即由Q-1的模式改为M+1月的定价模式，新的定价模式让矿价与碳酸

锂的价格趋势更同步。

◆ 海外矿端新增产能将集中于 2023、2024 年投放。碳酸锂进口关税减免，锂矿及锂盐企业产能增加较多，澳矿

持续放量，非洲和美洲锂矿原料供应形成补充，整体供应端过剩确定性较强。1-6月整体产量延续环比大幅增

加，智利进口锂盐到港量稳增， 6月海外锂精矿进口LCE环比减少7.7%，碳酸锂进口量环比减少21.6%，南美

碳酸锂将于7、8月集中到港。

◆ 冶炼厂恢复正常生产，海外锂精矿和碳酸锂集中到港，产量将延续增加。供应增速高于需求增速，现货供应充

裕，检修导致的减产幅度有限，下游采购补库意愿仍不足，库存集中在冶炼厂累积。下游电池库存周转已恢复

正常水平，终端需求表现或拉动补库对价格形成阶段性支撑，但供需过剩的矛盾仍为主导。现货供应充裕，处

于需求淡季排产未超预期，预计碳酸锂价格将延续震荡筑底，操作上建议持逢高沽空思路，建议持续关注冶炼

厂减产情况和下游排产情况。

后市碳酸锂价格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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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有色产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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