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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产业“国家队”将成立——

我国加强盐湖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加强盐湖资源优化配置
■本报记者 杨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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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五矿及所属子企业与青海
省国资委、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拟共同组建中国盐湖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交易完成后，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
股份”）控股股东将由青海国投变更为中国
盐湖集团，实际控制人将由青海省国资委
变更为中国五矿。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本次资源整合，
将加速实现国内盐湖资源的集中管理和优
化配置，未来有望进一步加强我国钾、锂资
源的保障能力。

■■ 打造大型盐湖产业基地

本次交易中，中国五矿集团旗下子公
司五矿盐湖，拥有大中型盐湖一里坪盐湖
的采矿权， 盐湖股份拥有世界第二大盐湖
察尔汗盐湖的采矿权。资料显示，察尔汗
盐湖总面积 5856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
可溶性钾镁盐矿床，钾、钠、镁、锂资源储量
均居全国首位，各类资源量达 600 多亿吨。

“公司拥有察尔汗盐湖约 3700 平方公里的
采矿权，近年来依托察尔汗盐湖丰富的自
然资源，从传统提钾转向提锂等新能源、新
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公司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盐湖股份 8 月 6 日在投资者
互动平台表示。

钾、锂是我国至关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财报数据显示，盐湖股份上半年氯化钾产
量达到 225.51 万吨，同比增长 10.68%；碳酸
锂产量 1.89 万吨，同比增长 34.20%。近年
来，盐湖股份氯化钾产能稳定在 500 万吨/
年，占国内市场的 35% 左右；碳酸锂产能达
到 4 万吨/年，占国内市场的 8% 左右。中
国五矿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盐湖集团组
建后，将立足青海省独具优势的盐湖资

源，全面提升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加
快“走出去”步伐，实现盐湖资源绿色、高
效、循环开发，加强我国钾、锂资源的保障
能力。

事实上，青海对于组建中国盐湖集团
早有规划。2022 年底印发的《青海省加快
推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促进盐湖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明确，细化中国盐湖集团筹建方案，
在市场需求、资源落实、技术成熟、经济可
行的前提下，引进大型央企，整合相关企业
组建中国盐湖集团。盐湖股份表示，本次
交易尚需相关各方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审核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尚

需完成国资备案，本次交易尚需通过经营
者集中审查。

■■ 盐湖提锂成本优势显著

青海是盐湖资源大省。2021 年印发
的《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动方
案(2021—2035 年)》明确，提高盐湖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到 2035 年盐湖产业产值达到
1200 亿元，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基本建
成。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青海盐湖资源开
发正加速延伸，由此前单一钾盐资源开发
利用迈向钾、锂、镁等资源综合利用。

中信建投期货工业品分析师张维鑫在

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电
动汽车、储能的需求爆发以前，碳酸锂主要
用于消费电池和陶瓷、玻璃等传统工业领
域，每年的用量不到 30 万吨 LCE，而且价
格也比较低。彼时锂资源并未受到广泛的
重视。随着汽车电动化趋势推进和储能行
业的快速发展，锂的需求有望在未来迎来
10 倍以上的增长空间，达到百万吨 LCE 的
级别。”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我国锂
资源主要以盐湖卤水、锂辉石和锂云母为
主，分别占我国锂资源总量的 82%、11% 和
7%，其中盐湖卤水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和
青海等地。

据了解，当前国内外盐湖提锂产能正

处爬坡阶段。相较于锂辉石提锂和云母
提锂，国内盐湖提锂的成本在 3 万—5 万
元/吨之间。盐湖提锂的显著成本优势会
带来更好的利润率和抗风险能力。盐湖
股份和五矿盐湖均是目前主要的盐湖提
锂企业，在当下碳酸锂价格维持低位时，
盐湖提锂成本优势突出。《若干措施》也提
到，完善高镁锂比盐湖卤水提锂生产工
艺，突破原始卤水提锂颠覆性技术，提升
盐湖卤水提锂综合回收率，释放现有碳酸
锂装置产能。

■■ 保障重要资源供应安全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盐湖集团的成立，
将有利于我国盐湖产业整体发展，可加强
锂等关键资源供应稳定，增强行业整体竞
争力。

锂被誉为“白色石油”，但全球锂资源
分布不均，我国锂资源储量相对有限，对外
依存度较高。随着全球储能、电动汽车行
业的快速发展，锂资源的战略性地位日益
提高。而各方对于锂资源抢夺热情并未受
锂价下滑影响，部分海外锂资源大国纷纷
推进锂国有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国企业海外布局。

国海证券的研报指出，本次收购完成
后，将使盐湖股份从地方国企转变为央企，
在公司治理、国际扩展等多方面有望带来
积极影响。优质盐湖资源的整合，有助于
集团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有效
提升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业内人
士认为，为保障锂资源供应稳定，应加大国
内锂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降低资源对外
依存度，提高自给率。同时，也要加强国际
合作，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以应对部分海
外市场政策变化风险。

研 究 机 构 SNE Research（以 下 简 称
“SNE”）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约为 434.4GWh，
同比增长 22.4%。分企业看，中国企业在
装车量 TOP10 中占据 6 席，合计市占率达
65.3%。相比之下，日韩企业的表现则较为
暗淡，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中国电池企
业的竞争力和认可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全
球市场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全球电池
市场竞争正呈现进一步加剧态势，日韩企
业也在不断寻求市场机会，使得未来竞争
格局仍充满变数。中国电池企业需进一步
加强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以巩固在全球市
场的竞争力。

■中企市场表现亮眼

今年 1—7 月上榜装车量 TOP10 的中
国企业有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亿

纬锂能、国轩高科和欣旺达，6 家企业装车
量合计 283.5GWh，市场份额超 65%，与去
年同期 62% 的市场份额相比进一步提升。

宁德时代与比亚迪位居前二。其中，
宁德时代装车量为 163.3GWh，同比增长
约 29.8%；比亚迪装车量为 69.9GWh，同比
增长约 23.3%。两者市场份额合计高达
53.7%，市场地位相对稳固。

其余 4 家中国电池企业装车量同样实
现增长。其中，位居第十的欣旺达增速最
高，超 60%；中创新航以 20.4GWh 的装车
量位居第五，同比增长约 26.7%，展现出强
劲的发展潜力，与排名第四的 SK On 之间

差距仅 0.1GWh，若保持高增长率，未来有
望实现反超；位居第八的亿纬锂能装车量
为 11.2GWh，同比增长约 43.6%。

整体看，超半数中国企业上榜全球动
力电池装车量前十，展现出中企在该领域
的强劲实力。一位电池行业人士向《中国
能源报》记者表示，与日韩企业相比，我国
电池企业显著竞争优势。随着近年来我国
电池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规模经济效应逐
步显现，生产成本大幅降低。“虽然通常国
际车企会优先选择与当地供应商合作，但
在成本优势面前，这种壁垒易被打破。”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磷酸铁锂电池凭
借性价比优势逐渐取得海外市场认可，而
从全球来看，中国电池企业在该领域一直
保持专注并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未来随着
更多主机厂宣布扩大磷酸铁锂电池的采
用，中国电池企业的市场地位有望进一步
提升。“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初期，日韩主流
企业认为高能量密度的三元锂电池是未来
动力电池的最优技术路线，目前看，这些企
业对磷酸铁锂电池迭代速度及潜力缺少前
瞻性研判。”上述电池行业人士指出。

■竞争格局仍在变化

相比之下，上榜前十的 4 家日韩企业
则略显颓势。其中，作为唯一的日本企业，

松下以 4.3%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七位，装车
量为 18.8GWh，同比下降 25.4%，是 TOP10
企业中唯一出现装车量下滑的企业。此
外 ，三 家 韩 国 电 池 企 业 LG 新 能 源 、SK 
On、三星 SDI 今年 1—7 月合计装车量达
93.2GWh，市场份额为 21.5%，较去年同期
下降约 3.1个百分点。

不过，面对中国动力电池企业的强势崛
起，日韩企业也没松劲。例如，LG 新能源 4
月宣布，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计划投资55亿
美元的电池厂已开始建设，预计将于2026年
投产；9月初，松下宣布已为4680圆柱汽车电
池的量产做好准备，旗下和歌山工厂经过改
造，将成为该电池的主要生产地。

据 SNE 此前分析，特斯拉 model 3 因
部分改动推迟上市导致松下电池销量下
降。松下将推出改进型 2170 和 4680 电池，
未来有望恢复以特斯拉为中心增长的市场
份额。

目前，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上，中日韩
三方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对于中国动力电
池企业而言，需保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和
战略灵活性，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开
拓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市场变化和竞
争挑战。在受访人士看来，中国电池企业
可以积极开发新的电池配方，使电池成本
更低、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高、工作温
度范围区间更宽广，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灵活调整市场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国际地位，当前国内动力电池企业已普遍
将出海视为关键战略。不过与此同时，国
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壁垒等也正成为企
业亟待破局的难题。例如，美国《通胀削减
法案》针对中国锂电池加收关税，并为符合
电池本土化要求的企业提供补贴。

从长期全球竞争格局看，面对国外相
关法规的限制，我国电池企业势必提速海
外建厂进程，并做好风险评估，持续提升国
际竞争力。事实上，仅从今年下半年起，就
有多家电池企业通过本土建厂、与当地企
业合作等形式完成出海新动作，且除欧美
市场外，电池企业也在密切关注东南亚等
具有巨大市场增量的地区。

7 月，远景动力位于西班牙的电池超
级工厂正式开建，该工厂将研发制造最新
磷酸铁锂电池，预计在 2026 年正式投入生
产，这也将是欧洲首个此类电池的超级工
厂。同在 7 月，珠海冠宇公告称，公司在马
来西亚的全资子公司优尼思科技马来西亚
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马来西亚冠宇电池新
能源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不超过 20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动力电池头部企
业海外电池基地的建成投产，将大幅提高中
企在海外市场的本地化供货能力，预计中国
电池企业全球装机量将继续稳定增长。“电
池企业应根据自身技术、市场定位等选择适
合的市场路线。通过灵活调整市场策略和
产品定位，在不同海外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
发展道路。”鑫椤资讯高级研究员龙志强在
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动力电池企业积极应对全球竞争变局动力电池企业积极应对全球竞争变局
■本报记者 姚美娇

    9 月 19 日，由上海振

华重工建造的全球最大、

国内首艘 15000 立方米舱

容双燃料动力耙吸式挖泥

船“新海鲟”轮在振华启东

海工顺利交船。该船是目

前全球最大采用 LNG、柴

油双燃料动力的耙吸式挖

泥船，配备国内最先进、智

能化程度最高的“一键疏

浚”和“浚驾合一”系统，将

首次在国内实现典型工况

条件下的“无人疏浚”功

能，对助推国内航运绿色

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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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东江苏启东：：全球最大双燃料动力挖泥船顺利交付全球最大双燃料动力挖泥船顺利交付
南非红石100兆瓦光热
电站项目首次并网成功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建承建的
南非红石 100 兆瓦光热电站项目顺利
实现首次并网成功，机组各项性能参
数、指标优良，各系统运行稳定，为后
续的满负荷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目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首个塔
式熔盐光热电站，也是南非北开普省
最大的投资项目。该项目采用先进的
塔式熔盐储能技术，现场安装了 41260
面定日镜，镜子将太阳光精准反射至
光塔吸热器，将熔盐从约 290℃加热至
约 565℃，热熔盐存储在特制熔盐罐
中，储热能力可支撑机组进行 12 个小
时满负荷运行，确保夜间持续发电。

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南非电网
提供 480 吉瓦时清洁电力，满足约 20
万户南非家庭用电需求，对南非能源
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与此同时，
该项目为当地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超过
600 个，工程高峰期雇工约 1800 人，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张宇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