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锂电产业区域竞争格局悄然
发生变化。

2023年尾，在江西省赣州市锂电
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产业转移
对接活动上，工信部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锂电新
能源产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
的趋势非常明显。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现，在国家
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江西、四川等中
西部地区，依靠优秀的资源禀赋、良好
的营商环境在锂电产业链争得一席之
地，正成为新能源时代的动力电池“大
后方”。

锂电产业“中西部飞”

岁末年初，中国城市报记者驱车行
驶在赣州市下属的龙南经开区的主路
上，看到道路两旁布局着不少锂电新能
源相关企业。

“这些企业大多是从粤港澳大湾
区转移而来。”赣州市产业技术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无论
是赣州市还是龙南市，立足锂矿资源
优势，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化科技
创新赋能，承接产业有序转移，建设
锂电新能源千亿级产业集群取得积
极进展。

就在赣州市召开以锂电新能源为
主题的大会的前一个月，四川省锂电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大会也如期举办。

近年来，四川省也把打造新能源汽
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作为承接制造
业有序转移的一个主攻方向；已形成眉
山、宜宾、遂宁、成都、雅安等市为主要
承载区，甘孜、阿坝等资源地支撑协同
发展的新格局。

再把目光放回中部地区。《湖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
出，到2025年，新能源、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要形成两个千亿元级特色产
业。据湖北当地媒体报道，截至目前，
湖北已形成以本土楚能新能源、骆驼股
份、格林美等为基础，以外来宁德时代、
亿纬锂能、中创新航等为代表的锂电池
产业集群。

除上述区域外，湖南、青海等省份
也意图在锂电新能源的产业竞争中分
一杯羹。

在由赛迪顾问发布的一份我国锂
电产业发展指数报告中显示，2019年
以来，锂电产业投资的重点区域由东南
沿海逐渐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到了
2022年，湖北锂电项目投资额居全国
第一位，投资额共计达2717.7亿元，占
全国锂电项目投资总额的15.1%；四川
居第二位，占11.3%。

根据报告的研究结果，从区域竞争

格局看，中国锂电产业已初步形成以华
东地区为核心，华中与华南地区加快发
展，西南与西北地区快速扩张，华北与
东北重点地区强化优势的态势。

研究还发现，西南与西北地区拥有
中国主要的锂矿资源，也是中国碳酸
锂、正极材料次主产区，在源头锂盐开
发、上游材料制造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而华北与东北地区拥有中国主要的石
墨资源，同时也是中国负极材料主产
区，在上游材料制造有明显优势。

区位、原材料资源等优势

成企业“吸铁石”

早年，动力电池产业链多集中在福
建、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

2021年，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推进产业
国内梯度转移。

《意见》要求，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
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
利地区转移。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省域副中
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
地区转移。

也就是从那时起，锂电产业从沿海
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的号角正式吹
响。而后，像江西、湖北等地，凭借区位
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

江西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机器作业声隆隆。这家企业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高镍单晶三元前驱体
供应商，以及国内最大的高镍单晶三元
前驱体出口企业，同时也是首个在龙南
市投资超过百亿元的企业。

“我们于2021年来到这里。当时
企业需要扩充产能，考虑到龙南离广东
较近，加之当地给了很多政策扶持，所
以我们就选择落脚到了这里。”江西佳
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

对于锂电企业来说，中西部的成本
优势和近年来日益提升的营商环境，也
是吸引其落脚的重要原因。

天宜锂业董事长裴振华表示，四川
较低的电价是个重要的“福利”。“我们
是从江浙那一带过来投产的，在四川列
了几个城市作为选项，宜宾的水电价格
优势及政府的服务意识立即吸引住了
我们。”他说。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城市凭
借着“家里有矿”，打出了一张招商引
资的王牌。据报道，在江西宜春，围绕
锂云母进行采、选、冶的企业在2022
年初就接近50家，以南氏锂电为代表
的利用锂云母制备碳酸锂的企业，
2020年产量达4.6万吨，占全国总产

量的24.6%。

“锂都”竞争白热化

根据工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9—10月，我国锂离子电池产
业延续增长态势。根据锂电池行业规
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9-
10 月 全 国 锂 电 池 总 产 量 超 过
185GWh，同比增长17%。电池环节，
9- 10 月 储 能 型 锂 电 池 产 量 超 过
38GWh，新能源汽车用动力型锂电池
装车量约76GWh。出口贸易持续增
长，9-10月全国锂电池出口总额达到
824.6亿元，同比增长21%；一阶材料
环节，9-10月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
膜、电解液产量分别达到43万吨、30
万吨、27亿平方米、20万吨，增幅均在
25%以上；二阶材料环节，9-10月碳酸
锂、氢氧化锂产量分别约8.1万吨、4.6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电池级氢氧化锂
（微粉级）均价分别为17.8万元/吨和
17.5万元/吨。

据汇总信息，2023年1-10月全国
锂电池总产量超过765GWh，同比增
长31%。

锂电市场热度不下，城市之间的产
业竞争也日趋白热化。为了抢占新一
轮的产业高地，不少城市给自己“冠名”
为锂电之都，甚至提出“中国锂都”“亚
洲锂都”乃至“世界锂都”的构想。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消费品工业研
究所所长李博洋提到，各地还陆续出台
了关于促进锂电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
及规划。2023年1到10月，各地出台

相关政策超过400项，涉及电价与市场
交易、储能补贴、新能源配储等多方面。

雄心勃勃、诚意满满之下，是各地
对锂电产业的热望，以及借锂电赛道实
现产业转型的渴盼。

但需要留意的是，据工信部电子
信息司发布的数据显示，近期锂电池
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行，电芯、电池级
锂盐均价分别较2023年初下降50%
和60%。

“这与产品供给过剩有一定关
系。”高工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小兵分
析，供给过剩将加快企业出清淘汰，而
头部锂电企业将凭借成本、技术等优
势，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比；从长期来看，
动力电池的发展前景广阔，技术创新
所带来的降本增效将成为企业技术开
发的主旋律。

有业内人士分析，未来几年锂电产
业将持续有较大规模的产能扩张，产能
过剩已成定局，尤其是低端产能出现更
为严重的过剩，二三线电池企业将面临
较大的风险，或将面临生存危机。

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城市
强。锂电池产业变化，直接影响着不少

“押宝”该产业的城市的走向。
记者注意到，当锂电产业链逐步

扩充，并形成一定基础后，一些“锂
都”竞争者们已把目光投向新能源整
车厂。

对于产业震荡和区域竞争，赣州市
委常委、副市长何琦的看法是：“在‘红
海’里拼出来的‘蓝海’才是真的‘蓝
海’。不要怕产能过剩，市场上是永远
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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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赣州市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内，工人正在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