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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锂作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关键性矿产之一ꎬ被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列为战略性或关键矿产ꎬ各主要

经济体愈加重视锂资源安全供应ꎮ 为全面了解全球锂资源特征ꎬ剖析市场发展态势ꎬ全面梳理了全球锂资源主要成矿类型、
分布特征、成矿时代和典型成矿区带情况ꎬ结合主要国家锂资源市场态势ꎬ分析了全球锂资源供需格局和价格走势ꎬ并就保障

中国锂资源供应安全提出建议ꎮ 总体来看ꎬ全球锂资源丰富ꎬ但分布和供需高度集中ꎮ 当前ꎬ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

展ꎬ锂资源供给和需求快速增长ꎬ国际贸易量和价格稳步上升ꎻ为缓解供应紧张局面ꎬ全球锂资源开发项目众多ꎬ锂矿勘查投

入逐年增加ꎮ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锂资源消费国ꎬ国内锂资源供给不足ꎬ对外依存度高达 ６７％ ꎬ仍存在锂资源市场产业链不

完善、金融体系薄弱、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问题ꎮ 研究结果为全面了解全球锂资源特征和市场发展态势提供重要参考ꎬ对
勘查投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ꎮ
关键词:锂资源特征ꎻ市场发展态势ꎻ供需格局ꎻ勘查投入ꎻ供应安全ꎻ矿产勘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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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Ｌｉ)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一个金属元

素ꎬ金属形态的锂是自然界最轻的金属ꎬ密度只有

“轻金属”铝的 １ / ５ꎮ 随着当前新兴技术产业的快速

发展ꎬ锂由于性能优良ꎬ被广泛应用于高能电池、储
能、航空航天、受控核反应等多个新兴行业和领域ꎬ
享有“工业味精”、“宇航合金”、“白色石油”、“２１ 世

纪最有应用潜力的金属”等美誉(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王秋舒ꎬ２０１６ꎻＳｃｈｕｌ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许志琴等ꎬ２０２１)ꎮ
近年来ꎬ锂资源在全球的地位逐渐提升ꎬ各主要经

济体加大了对锂资源的重视程度ꎮ 当前ꎬ锂已先后

被日本 ２００９ 年«稀有金属保障战略»、中国 ２０１６ 年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美国 ２０１７ 年

«美国的关键矿产资源－经济和环境地质及未来供

应展望»、欧盟 ２０１８ 年«关键原材料和循环经济»等
列入国家战略性或关键性矿产ꎬ２０２０ 年被联合国环

境保护署归类为“绿色稀有金属” (曹庭语ꎬ２０１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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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锂资源消费国和贸易国ꎬ国内

锂资源禀赋较差、市场结构和金融体系不完善、提
锂技术有待突破等问题导致中国锂资源开发利用

水平低、供给不足ꎬ对外依存度高达 ６７％ ꎬ因此保障

锂资源安全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郑绵平等ꎬ
２００７ꎻ马哲等ꎬ ２０１８ꎻ许志琴等ꎬ ２０１８ꎻ王安建等ꎬ
２０１９ꎻ王秋舒等ꎬ２０１９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ꎻ陈甲斌等ꎬ
２０２０ꎻ何金祥等ꎬ２０２０ꎻ夏鹏等ꎬ２０２０ꎻ２０２２ꎻ官云龙

等ꎬ２０２１ꎻ屈金芝等ꎬ２０２１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ꎮ 本文

对全球锂资源成矿类型、分布特征、成矿时代、典型

成矿区带、供需格局、主要国家锂矿的勘查投入情

况、锂资源定价机制、价格走势等问题进行探讨ꎬ以
增强对全球锂资源的认识ꎬ为中国实现锂资源安全

保障和全球合理化配置提供参考ꎮ

１　 全球锂资源概况

１.１　 全球锂资源成矿类型多样ꎬ分布高度集中

(１)锂资源成矿类型多样ꎬ以盐湖卤水型、伟晶

岩型和沉积岩型为主

锂是一种稀碱金属ꎬ自然界中锂资源存量丰

富ꎬ其在地壳中的丰度约为 ０.００６５％ (铜丰度仅为

０.００５％ )ꎬ在所有元素中位居第 ２７ 位ꎮ 锂既可以以

固体矿产资源状态存在ꎬ也可以以液体矿床资源存

在ꎬ许多矿物、岩石、土壤、天然水中都有微量锂存在ꎬ
当前已发现的锂矿物超过 １５０ 种ꎬ但仅有 ２８ 种是常

见的ꎬ其中包括锂磷铝石、锂云母、透锂长石、锂辉石、
铁锂云母、锂皂石、羟硼硅钠锂石(贾达尔锂硼矿物)
等(赵元艺等ꎬ２０１５ꎻＫｕｄｒｙａｖｔｓｅｖꎬ２０１６)ꎮ 这些矿物中

最常见的为锂云母(ＫＬｉ１ꎬ５Ａｌ１ꎬ５[Ｓｉ３ＡｌＯ１０](ＦＯＨ) ２)
和锂辉石(ＬｉＡｌ[Ｓｉ２ Ｏ６])ꎬ是当前固体锂矿最主要的

２ 种赋存矿物ꎮ 锂一般不会独立形成矿物ꎬ而是在

广泛分布的造岩矿物中与钾形成类质同相替代ꎮ
此外ꎬ锂也存在于各种微量元素浓度极高的地下热水

中或一些高盐度湖泊的天然卤水中(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宋彭生等ꎬ２０１４ꎻ杨卉芃等ꎬ２０１９ꎻ丁涛等ꎬ２０２０)ꎮ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ＵＳＧＳ)数据ꎬ全球锂资源主要赋存形式中ꎬ
液体锂资源占比达 ６４％ ꎬ固体锂资源占比为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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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ꎮ 锂成矿类型主要包括封闭盆地卤水型(盐
湖卤水型 ５８％ )、伟晶岩型(２６％ )、锂粘土型(７％ )、
油田卤水型 ( ３％ )、地热卤水型 ( ３％ )、锂沸石型

(３％ )等(Ｅｖａｎｓꎬ２００８ꎻＵＳＧＳꎬ２０２２ꎻ于沨等ꎬ２０１９ꎻ吴
西顺等ꎬ２０２０ꎻ隰弯弯等ꎬ２０２３)ꎮ 盐湖卤水型、伟晶

岩型及沉积岩型(包括锂粘土型和锂沸石型等)锂

资源是当前最重要的 ３ 种锂成矿类型ꎮ 盐湖锂资源

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锂三角”地区(智利、阿根廷

和玻利维亚及毗邻地区)、美国的内华达洲、中国的

青海和西藏等地区ꎬ盐湖中常含钾、钠、镁、溴、硼、
碘等其他多种有用组分(王学评等ꎬ２０１４ꎻ刘丽君

等ꎬ２０１７ꎻ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伟晶岩型锂矿主要

分布在澳大利亚西部、加拿大魁北克省、美国内华

达州、津巴布韦、墨西哥中部沉积盆地、中国四川和

江西等地区(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王学评等ꎬ２０１４ꎻ王
秋舒ꎬ２０１６ꎻ２０１９ꎻ蔡艳龙等ꎬ２０１７ꎻ杨卉芃等ꎬ２０１９)ꎮ
沉积岩型锂矿主要分布在北美西部盆地(美国和墨

西哥)、南美秘鲁东南部及塞尔维亚贾达尔盆地等

地(隰弯弯等ꎬ２０２３)ꎮ
(２)全球锂资源丰富ꎬ但分布不均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王高尚等ꎬ２０２１)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全球锂储量约 １２８２８ ×１０４ ｔ ＬＣＥ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ꎬ碳酸锂当量)ꎬ主要

分布在 １８ 个国家ꎬ其中智利 ５２６７ ×１０４ ｔ (占比

４１.１％ )、澳大利亚 １８３９×１０４ ｔ(占比 １４.３％ )、阿根

廷 １６９３×１０４ ｔ(占比 １３.２％ )、中国 ８１０×１０４ ｔ(占比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全球锂资源分布类型(据 ＵＳＧＳꎬ２０２２)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６.３％ )ꎬ四国合计占全球的 ７４.９％ (表 １ꎻ图 ２)ꎻ全球

图 ２　 全球主要锂资源项目及主要国家储量分布(形状大小代表矿业项目储量ꎬ各主要国家储量为 ２０２０ 年

碳酸锂当量ꎮ 据王高尚等ꎬ２０２１ꎻ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２０２２)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锂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测)达 ３４９４３×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
其中玻利维亚 １１１７６ ×１０４ ｔ(占比 ３２.０％ )、阿根廷

７９３４×１０４ ｔ(占比 ２２.７％ )、美国 ５４９２ ×１０４ ｔ(占比

１５.７％ )、澳大利亚 ２０６２ ×１０４ ｔ(占比 ５.９０％ )、中国

１９１４×１０４ ｔ(占比 ５.５％ )ꎬ五国合计占全球的 ８１.８％
(表 ２)ꎮ 高品位伟晶岩型锂资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

亚ꎬ其是全球最大的锂精矿出产国ꎮ 高品位盐湖锂

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ꎬ是全球最大的 ２ 个

锂盐 (碳酸锂和氢氧化锂) 出产国 (王高尚等ꎬ
２０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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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０ 年全球锂储量分布(据王高尚等ꎬ２０２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排名 国别 储量 / １０４ ｔ 全球占比

１ 智利 ５２６７ ４１.１％

２ 澳大利亚 １８３９ １４.３％

３ 阿根廷 １ꎬ６９３ １３.２％

４ 中国 ８１０ ６.３％

５ 美国 ５７０ ４.４％

６ 加拿大 ３６９２ ２.９％

７ 刚果(金) ３６３ ２.８％

８ 津巴布韦 ２４３ １.９％

９ 墨西哥 １７３ １.４％

１０ 西班牙 ７９２ ０.６％

１１ 其他 １４２２ １１.１％

合计 １２８２８ １００％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全球锂资源量分布(据王高尚等ꎬ２０２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排名 国家 资源量 / １０４ ｔ 全球占比

１ 玻利维亚 １１１７６ ３２.０％

２ 阿根廷 ７９３４ ２２.７％

３ 美国 ５４９２ １５.７％

４ 澳大利亚 ２０６２ ５.９％

５ 中国 １９１４ ５.５％

６ 刚果(金) １６２８ ４.７％

７ 加拿大 １４６２ ４.２％

８ 捷克 ６５６ １.９％

９ 塞尔维亚 ６１７ １.８％

１０ 智利 ５８０ １.７％

１１ 其他 １４２２ ４.１％

合计 ３４９４３ １００％

(３)当前全球锂资源以矿石提锂为主ꎬ盐湖、粘
土提锂等技术快速发展

目前ꎬ矿石锂在全球锂资源供应中占比超过

１ / ２ꎬ矿石提锂技术的主要优势为易于开采、产出周

期快ꎬ但存在成本高、能耗大、污染较大等问题(苏
慧等ꎬ２０１９)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受锂资源价格下跌和新

冠疫情影响ꎬ澳大利亚较多高成本矿山ꎬ如皮尔甘

古拉(Ｐｉｌｇａｎｇｏｏｒａ)、沃吉纳(Ｗｏｄｇｉｎａ)等ꎬ相继进入

减产、停产状态ꎮ 相较于矿石提锂ꎬ盐湖卤水提锂

作为全球锂资源另一个主要供应来源ꎬ具有成本

低、污染小等优势ꎮ 但盐湖提锂技术目前存在生产

周期长、产量小等问题ꎬ导致全球大量盐湖卤水资

源产能未能释放(宋彭生等ꎬ２０１４ꎻ王秋舒ꎬ２０１６ꎻ丁
涛等ꎬ２０２０)ꎮ 除矿石提锂和盐湖提锂外ꎬ近年来粘

土提锂、云母提锂等技术逐渐兴起并快速发展(王
秋舒ꎬ２０１６ꎻ于沨等ꎬ２０１９ꎻ吴西顺等ꎬ２０２０ꎻ隰弯弯

等ꎬ２０２３)ꎮ 例如ꎬ墨西哥索诺拉(Ｓｏｎｏｒａ)锂粘土项

目在提锂过程中兼具矿石提锂优势和盐湖提锂优

势ꎬ不仅能以矿石提锂的速度快速完成提锂ꎬ同时

具有盐湖提锂的相对低成本优势ꎬ但仍在建设中ꎬ
尚未形成产能ꎮ 此外ꎬ海水中也富含 Ｌｉ 元素ꎬ一些

学者认为海水是潜在的锂资源ꎬ但 Ｖｉｋｓｔｒö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通过对海水提锂技术和成本的相关研究提

出ꎬ海水中的锂变成可用资源至少在几十年内不可

实现ꎬ且近年来未有权威期刊发表关于海水提锂相

关内容ꎬ本文不做深入探讨ꎮ
１.２　 锂成矿时代主要为新太古代、古生代和新生代

从超大陆的演化时期看ꎬ全球的大型及超大型

锂矿(Ｌｉ２Ｏ>０.１ Ｍｔ)在成矿时代从老到新的基诺兰

(Ｋｅｎｏｒｌａｎｄ )、 哥 伦 比 亚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 罗 迪 尼 亚

(Ｒｏｄｉｎｉａ)、潘基亚(Ｐａｎｇａｅａ)及 Ａｍａｓｉａｎ 各个超大陆

时期 均 有 分 布 ( 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 ( 图 ３ )ꎮ
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对全球 ７１ 个大型及超大型锂

矿进行了梳理ꎬ统计分析了各个超大陆时期锂矿床

的数量、矿床类型、资源量、平均品位等特征(表 ３)ꎮ
数据表明ꎬ全球锂成矿时代主要集中在当前还未结

束的 Ａｍａｓｉａｎ 超大陆演化时期ꎬ这一时期锂矿总资

源量占整个地质历史时期的 ５３.１％ ꎮ 除 Ａｍａｓｉａｎ 超

大陆演化时期包含花岗岩型(花岗伟晶岩型为主)、
浅成低温热液层控型(包含火山－沉积型)和盐湖卤

水型锂资源外ꎬ其余时期成矿类型均以花岗岩型锂

矿为主(表 ３)ꎮ
最古老的基诺兰超大陆演化时期ꎬ成矿数量和

总体锂资源量仅次于 Ａｍａｓｉａｎ 超大陆演化时期ꎬ锂
矿总资源量占比为 ３５. ２％ ꎬ矿床平均品位最高

(Ｌｉ２Ｏꎬ１.４２％ )ꎮ 这一时期记录了当前已发现的最

古老锂成矿时代(３.０ ~ ３.０５ Ｇａ)ꎬ为卡普瓦尔克拉通

(Ｋａａｐｖａａｌ Ｃｒａｔｏｎ)斯威士兰和巴伯顿绿岩带片麻杂

岩体中的钠长石和钠长石－锂辉石稀有金属伟晶

岩ꎬ但资源量和品位均较低(Ｔｒｕｍｂｕｌｌꎬ１９９３ꎻＨａｒｒ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５ꎻＧｒｅｗ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成矿时代主要为中

太古代晚期和新太古代ꎬ如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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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球大型及超大型锂矿成矿时代分布(据 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通(Ｐｉｌｂａｒａ Ｃｒａｔｏｎ)中的皮尔甘古拉和沃吉纳矿床成

矿时代均为中太古代晚期ꎮ 新太古代的锂矿数量

比中太古代更多ꎬ分布更广ꎬ主要产在加拿大苏必

利尔克拉通(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Ｃｒａｔｏｎ)的花岗岩－绿岩－片岩

带中ꎬ如坦科(Ｔａｎｃｏ)、拉科纳(Ｌａ Ｃｏｒｎｅ)、詹姆斯

湾( Ｊａｍｅｓ Ｂａｙ)等矿床ꎻ其他还包括发育在斯莱夫克

拉通(Ｓｌａｖｅ Ｃｒａｔｏｎ)的 Ｙｅｌｌｏｗｋｎｉｆｅ－Ｂｅａｕｌｉｅｕ 矿床ꎬ伊
尔 岗 克 拉 通 ( Ｙｉｌｇａｒｎ Ｃｒａｔｏｎ ) 的 格 林 布 什

(Ｇｒｅｅｎｂｕｓｈｅｓ )、 格 瑞 伯 爵 ( Ｅａｒｌ Ｇｒｅｙ )、 马 里 森

(Ｍｏｕｎｔ Ｍａｒｉｏｎ)等矿床ꎬ津巴布韦(Ｚｉｍｂａｂｗｅ)克拉

通的比基塔 ( Ｂｉｋｉｔａ)、阿卡迪亚 ( Ａｒｃａｄｉａ)、 祖鲁

(Ｚｕｌｕ)等矿床ꎬ科拉克拉通(Ｋｏｌａ Ｃｒａｔｏｎ)的科尔莫

泽罗(Ｋｏｌｍｏｚｅｒｏ)等矿床ꎮ 该时期大部分矿床的矿

石矿物仅为锂辉石ꎬ但也存在一些其他矿物相ꎬ如
坦科和比基塔矿床的锂磷铝石ꎬ比基塔矿床的锂云

母、锂霞石ꎬ以及比基塔、祖鲁和阿卡迪亚矿床的透

锂长石等ꎮ

罗迪尼亚超大陆时期ꎬ矿床数量最少ꎬ成矿主

要集中在 ２ 个阶段:古元古代晚期(１.０ ~ １.０５ Ｇａ)和
新元古代早期(０.９ ~ ０.９５ Ｇａ)ꎮ 该时期的成矿均位

于中部非洲南侧的 Ｇｒｅｎｖｉｌｌｉｄｅｓꎬ代表性矿床有发育

在基巴拉构造带(Ｋｉｂａｒａｎ ｂｅｌｔ)中的马诺诺－基托托

洛矿床 ( Ｍａｎｏｎｏ － Ｋｉｔｏｔｏｌｏ) 和发育在卡玛提维

(Ｋａｍａｔｉｖｉ)结晶基底中的卡玛提维矿床ꎬ最主要的

矿石矿物为锂辉石ꎮ 罗迪尼亚时期单个矿床平均

资源量排第一(演化时期内资源量总和 / 矿床数ꎬ
Ｌｉ２Ｏꎬ３.８５ Ｍｔꎬ表 ３)ꎬ主要得益于该演化时期矿床

数量少ꎬ但资源量巨大ꎬ发育有马诺诺－基托托洛矿

床ꎬ属于世界最大锂矿之一 ( Ｍｏｈ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Ｄｅｗａｅ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哥伦比亚超大陆时期ꎬ总体锂资源量(占比仅

为 ３％ )和每个矿床的平均资源量(Ｌｉ２Ｏꎬ０.３５ Ｍｔ)最
低ꎬ成矿时代主要集中在古元古代中期的 ２ 个时间段

(２.０３~２.０８ Ｇａ 和 １.８２~１.８４ Ｇａ)ꎮ 其中 ２.０３~２.０８ 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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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成矿时代全球大型及超大型锂矿情况(据 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ｓ

超大陆演化

时期 / Ｇａ
成矿类型

矿床数

量 / 个

总资源量 /
Ｌｉ２ ＯꎬＭｔ

矿床平均

资源量 / Ｌｉ２ Ｏꎬ

Ｍｔ

Ｌｉ２ Ｏ

平均品位

占总体资源

量比例

基诺兰(>２.２５) 花岗岩型 ２２ １７.２２ ０.７８ １.４２％ ２１.３％

哥伦比亚

(１.３５ ~ ２.２５)
花岗岩型 ７ ２.４４ ０.３５ １.０５％ ３.０％

罗迪尼亚

(０.７５ ~ １.３５)
花岗岩型 ２ ７.７ ３.８５ １.１９％ ９.５％

潘基亚(０.１９ ~ ０.７５) 花岗岩型 １５ １０.５８ ０.７１ １.２８％ １３.１％

Ａｍａｓｉａｎ(<０.１９)

花岗岩型、浅成

热液层控型
９ １１.０４ １.２３ ０.９６％ １３.６％

盐湖卤水型 １６ ３１.９ １.９９ ０.１２％ ３９.４％

合计 ２５ ４２.９４ １.７２ ０.１５％ ５３.１％

总体 ７１ ８０.８９ １.１４ ０.６９％ １００％

成矿期锂矿床主要发育在巴西、西非和乌克兰地盾

褶皱带中ꎬ代表性矿床如 Ｖｏｌｔａ Ｇｒａｎｄｅ、古拉米纳

(Ｇｏｕｌａｍｉｎａ)等ꎻ１.８２ ~ １.８４ Ｇａ 成矿期锂矿床主要发

育在东萨彦岭带 ( Ｅａｓｔ Ｓａｙａｎ) 中ꎬ 如 Ｇｏｌｔｓｏｖｏｅ、
Ｖｉｓｈｎｙａｋｏｖｓｋｏｅ 等矿床ꎮ 该时期ꎬ锂辉石为唯一具

有经济价值的矿石矿物ꎮ
潘基亚超大陆时期的花岗岩类型矿床以锂－氟

稀有金属花岗岩为主ꎬ这类矿床岩浆源区一般为后

造山阶段的壳内来源ꎬ集中分布在阿巴拉契亚成矿

带(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和松潘－甘孜带ꎬ代表性矿床分别

为国王山(Ｋｉｎｇ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甲基卡等矿床ꎮ 此外ꎬ
还分布在阿拉苏阿伊成矿带(Ａｒａｃｕａｉ)ꎬ如卡舒埃拉

矿床(Ｃａｃｈｏｅｉｒａ)ꎻ伊比利亚成矿带( Ｉｂｅｒｉａｎ)ꎬ如赛

佩达矿床(Ｓｅｐｅｄａ)ꎻ阿尔泰成矿带(Ａｌｔａｙ)ꎬ如可可

托海矿床ꎻ图瓦－蒙古成矿成矿带(Ｔｕｖａ－Ｍｏｎｇｏｌ)ꎬ
如 Ｔａｓｔｙｇ 矿床ꎻ阿尔卑斯成矿带(Ａｌｐｉｎｅ)ꎬ如韦因贝

尼矿床(Ｗｅｉｎｅｂｅｎｅ)等ꎮ 除赛佩达矿床矿物为透锂

长石外ꎬ其余大部分矿床以锂辉石为主ꎬ且可可托

海矿床还发育锂云母ꎮ
Ａｍａｓｉａｎ 超大陆至今仍在演化(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该时期锂资源量最大ꎬ主要集中在新生代ꎬ
成矿类型多样ꎬ盐湖卤水型锂资源量占比达７４.３％ ꎬ
是最主要的锂资源成矿类型ꎬ而且当前部分盐湖仍

以较快的速度在扩张ꎬ如詹姆斯湾、格瑞伯爵、科诺

韦茨(Ｃｉｎｏｖｅｃ)等盐湖(杨卉芃等ꎬ２０１９)ꎮ 盐湖卤

水当前占全球锂资源的 ６４％ (图 １)ꎬ主要分布在地

球动力活跃、气候干旱、具有表面蚀变矿化ꎬ以及有

利于形成湖泊的区域ꎬ典型地区包括蒂普拉诺－普

纳(Ａｌｔｉｐｌａｎｏ－Ｐｕｎａ)高原(如阿塔卡玛－Ａｔａｃａｍａ、乌
尤尼－Ｕｙｕｎｉ 和翁布雷穆埃尔托－Ｈｏｍｂｒｅ Ｍｕｅｒｔｏ 等

盐湖)ꎬ北美西部盆岭省(如银峰－Ｓｉｌｖｅｒ Ｐｅａｋ 和瑟尔

斯－Ｓｅａｒｌｅｓ 等盐湖)ꎬ中国柴达木盆地、青藏高原(如
大柴旦、一里坪、东 / 西台吉乃尔等盐湖)、拉萨地块

山间低谷 (如扎布耶、当雄措等盐湖) (郑绵平ꎬ
２００１ꎻ２００７ꎻ宋彭生等ꎬ２０１４ꎻ邓小川等ꎬ２０１８)ꎮ 除盐

湖卤水型锂资源外ꎬ另一种重要的固体矿产成矿类

型为浅成低温热液层控矿床ꎬ但目前研究程度较

低ꎮ 这类矿床矿石矿物为锂蒙脱石或硼硅酸盐－硼
酸盐矿物ꎬ通常产在火山口边缘的前湖火山成因沉

积湖段ꎬ如发育在北美西部盆岭省的国王谷(Ｋｉｎｇｓ
Ｖａｌｌｅｙ)、Ｌａ Ｖｅｎｔａｎａ－Ｅｌ Ｓａｕｚ 等矿床ꎬ巴尔干半岛的

贾达尔火山成因沉积洼地的贾达尔矿床等(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此外ꎬ该时期的花岗岩型矿床主要分

布在外贝加尔(Ｔｒａｎｓｂａｉｋａｌｉａｎ)和兴都库什(Ｈｉｎｄｕ
Ｋｕｓｈ)成矿带中ꎬ如 Ｚａｖｉｔｉｎｓｋｏｅ、Ｐａｒｕｎ、Ｓｈａｍａｋａｔ、塔
哈卢尔(Ｔａｇｈａｗｌｏｒ)等矿床ꎬ矿石矿物以锂辉石为

主ꎮ 这一演化时期花岗岩型矿床数量最少ꎬ主要是

因为这一演化时期尚不完整ꎬ而花岗岩型锂矿常形

成于碰撞造山带崩塌阶段的末期(Ｔｋａ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７０４１　 第 ４２ 卷 第 ８ 期 邢凯等:全球锂资源特征及市场发展态势分析



１.３　 典型成矿带及矿床地质特征

(１)西澳大利亚克拉通

西澳克拉通主要由皮尔巴拉和伊尔岗两大太

古宙、古元古代地块组成ꎬ同时包含周边的元古

宇—古生界及更新统沉积盆地(刘源骏等ꎬ２０１６ꎻ王
登红等ꎬ２０１７)ꎮ 其中ꎬ皮尔巴拉地块面积约 １０×１０４

ｋｍ２ꎬ主要岩性为古老的花岗片麻岩ꎬ周边和中间局

部夹杂火山岩和沉积变质岩ꎬ地块年龄为 ２. ９ ~
３.１ Ｇａꎮ 南部伊尔岗地块面积约 ６０×１０４ ｋｍ２ꎬ西南

部岩性主要为角闪岩相—麻粒岩相的花岗片麻岩ꎬ
中部和东部以花岗岩基为主体ꎬ分别发育南北向和

北北西向绿岩带ꎮ 西澳克拉通发育众多金、铁、锂、
铌、钽、锡等矿床ꎬ矿床规模大ꎬ伴生组分多ꎬ资源量

丰富ꎮ 据统计ꎬ几乎整个澳大利亚的锂资源均集中

于西澳克拉通ꎬ其锂矿资源约占全球伟晶岩型锂矿

的 １ / ２ꎬ是全球最大的伟晶岩型锂矿集中区ꎬ发育有

格林布什矿床、卡特琳(Ｍｏｕｎｔ Ｃａｔｔｌｉｎ)、马里森、皮
尔甘古拉、沃吉纳等大型—超大型伟晶岩型锂矿ꎬ
锂资源量仅次于“锂三角”地区(隰弯弯等ꎬ２０２３)ꎮ

格林布什矿床位于伊尔岗地块的西南部ꎬ距澳

大利亚西澳首府珀斯 ２５０ ｋｍꎬ属花岗伟晶岩型矿

床ꎬ成矿金属主要为锂和钽ꎮ 格林布什矿床是全球

最老的锂辉石矿床之一ꎬ伟晶岩的锆石 Ｕ－Ｐｂ 年龄

为 ２. ５３ Ｇａ (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ꎻ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格林布什伟晶岩区域的侵入体集中沿区域

古老的剪切带分布ꎬ沿着镁铁质角闪岩、超镁铁质

岩和层状变质沉积岩的接触面侵位(图 ４)ꎮ 格林布

什伟晶岩是西澳克拉通内已发现的最大伟晶岩群ꎬ
走向延伸达 ６ ｋｍꎬ主要的成矿伟晶岩体长 ３ ｋｍꎬ宽
４０ ~ ２５０ ｍꎬ深约 ４００ ｍꎬ与地表成 ４５°倾斜ꎮ 伟晶岩

主要赋存于花岗片麻岩、角闪岩和角闪石片岩中ꎬ
其周边围岩经历了强烈的构造和变质再结晶作用

(Ｐ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５)ꎮ 变形主要集中在伟晶岩和

围岩的接触带ꎬ所以伟晶岩内部的分带被很好地保

存了下来ꎮ 在靠近接触带的部位发育富钾区域ꎬ向
中心过渡为富钠的区域ꎬ锂矿化主要集中在富钠的

区域(图 ４)ꎮ
格林布什是澳大利亚乃至全球最大的锂矿床

之一ꎬ矿石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测)３６０２０×１０４ ｔꎬ
Ｌｉ２Ｏ 品位 １.５％ ꎬ折合 ＬＣＥ 达 １３３６.２×１０４ ｔꎻ锂资源

储量为 １７９６０×１０４ ｔꎬＬｉ２ Ｏ 品位 ２.０％ ꎬ折合 ＬＣＥ 为

８８８.３ ×１０４ ｔ(澳大利亚 ＩＧ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公司ꎬ２０２１)ꎮ

２０２１ 年ꎬ该矿床锂精矿产量 １１０.５×１０４ ｔꎬ当前产能

仍在增加ꎬ２０２２ 年锂精矿产量预计为 １４９×１０４ ｔ(施
毅ꎬ２０２２)ꎮ 格林布什单一矿山占全球锂资源供应

量的 ２５％ ꎬ是全球矿石品位最高且生产成本最低的

锂矿ꎮ
(２)基巴拉构造带

基巴拉构造带位于非洲中部ꎬ长约 １５００ ｋｍꎬ最
宽部分约 ４００ ｋｍꎬ该带总体上呈北东向从刚果(金)
经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西北部等地区延伸到

乌干达西南部ꎮ 从地质年龄看ꎬ基巴拉构造带归于

中元古代ꎬ其不整合覆盖在太古宙或古元古代基底

之上ꎮ 该构造带位于刚果克拉通和坦桑尼亚－班韦

卢克拉通之间ꎬ分为南部 Ｋｉｂａｒｉｄｅ 带和北部 Ｋａｒａｇｗｅ－
Ａｎｋｏｌｅ 带两部分ꎬ岩性主要为绿片岩相—角闪岩相

的变质泥岩和石英岩ꎬ同时广泛出露花岗岩(何胜

飞ꎬ２０１４ꎻ许康康等ꎬ２０１９ꎻ孙宏伟等ꎬ２０２１)ꎮ 基巴拉

构造带中矿床数量众多ꎬ锂、铍、铌、钽、钨、锡、金、
镍、铜等资源丰富ꎮ

伟晶岩型锂矿主要发育在南部 Ｋｉｂａｒｉｄｅ 带ꎬ与
带内最晚期的含锡花岗岩岩浆作用关系密切

(Ｓｃｈｕｌ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隰弯弯等ꎬ２０２３)ꎮ 其中ꎬ位于基

巴拉构造带中刚果(金)东南部坦噶尼喀省的马诺

诺－基托托洛锂矿是构造带内最大的伟晶岩型锂

矿ꎬ也是全球最大的伟晶岩型锂矿床之一ꎬ锂资源

丰富ꎬ同时伴生大量铌、钽和锡资源ꎮ 马诺诺－基托

托洛矿床成矿区域内发育片麻状花岗岩、混合花岗

岩和淡色花岗岩(图 ５ꎬＤｅｗａｅ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Ｓｃｈｕｌ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许康康等ꎬ２０１９)ꎮ 矿化伟晶岩多沿叶理侵

入到中元古代变质沉积岩和白云岩中ꎬ蚀变特征表

现为 云 英 岩 化、 白 云 母 化、 电 气 石 化、 硅 化 等

(Ｄｅｗａｅ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马诺诺－基托托洛矿床矿石资源量(探明＋控

制)高达 ２.６９×１０８ ｔꎬ总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测)
可达 ４×１０８ ｔꎬ氧化锂品位为 １.６５％ ꎬ处于较高水

平ꎬ总资源量折合约 １６３３×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ꎮ 据澳大利亚

矿产勘探公司 ＡＶＺ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披露ꎬ该矿床预计

２０２３ 年可达产ꎬ规划年产能为 １６０ ×１０４ ｔ 锂精矿

(施毅ꎬ２０２２)ꎮ
(３)阿尔蒂普拉诺－普纳高原

南美普纳高原是当前全球盐湖锂资源最为发

育的地区ꎬ分布了全球 ７０％ 以上的锂资源ꎬ面积达

４０×１０４ ｋｍ２ꎬ包含阿根廷西北部、玻利维亚西部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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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格林布什矿床地质图(ａ)和伟晶岩分带图(ｂ)(据 Ｐ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５ꎻ陈衍景等ꎬ２０２１)

Ｆｉｇ. ４　 Ｍａｐ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ｏｒ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ａｎｄ ｐｅｇｍａｔｉｔｅ ｚｏｎｅ(ｂ)ａｔ Ｇｒｅｅｎｂｕｓｈｅ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

利北部区域(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陈玉明等ꎬ２０１３)ꎮ
该区几乎所有的盐湖中均富含 Ｌｉ、Ｋ、Ｂ 等元素ꎬ经
济价值高ꎬ发育智利阿塔卡玛、玻利维亚乌尤尼等

世界级超大型盐湖资源(Ｅｒｉｃｋ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７ꎻ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该区位于中安第斯构造带ꎬ中新世以

来区域火山活动十分发育ꎬ英安岩和熔结凝灰岩在

区内广泛发育ꎬ为锂矿形成提供了物质来源ꎮ 上新

世以来ꎬ快速沉降和随后的抬升、剥露在区内形成

大量封闭盆地ꎬ由于水岩反应、气候干旱等因素ꎬ卤
水不断浓缩ꎬ各类盐矿物在盐湖内沉淀ꎬ形成大量

盐湖卤水型锂矿ꎮ 卤水主要赋存于盐体晶间孔隙

和盐层之下的碎屑层中ꎬ卤水层可达几十米到一百

多米ꎮ 普纳高原具优质盐湖卤水资源ꎬ表现为规模

大、元素含量丰富、镁锂比低、赋存条件好ꎮ 此外ꎬ
该区气候条件优越ꎬ如光照强度高、蒸发温度适宜、
蒸发量高、降水量较低ꎬ为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提供

了优越的条件( Ｉｌｔ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４)ꎮ
①阿塔卡玛盐湖:阿塔卡玛是智利最大的盐

湖ꎬ也是当前全球卤水型锂资源供给最大的盐湖ꎬ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玛沙漠ꎬ气候干燥ꎬ年蒸发

图 ５　 马诺诺－基托托洛矿床地区地质图(据 Ｎｇｕｌｕｂｅꎬ１９９４ꎻ
孙宏伟等ꎬ２０２１)

Ｆｉｇ. 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Ｍａｎｏｎｏ－Ｋｉｔｏｔｏｌｏ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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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ꎬ年降雨量低ꎮ 该盐湖高程为 ２３００ ｍꎬ南北长

８５ ｋｍꎬ东西最大宽度为 ５０ ｋｍꎬ总面积约 ３０００ ｋｍ２ꎮ
盐湖位于中新世的构造盆地内ꎬ基底岩性主要为古

生代和中生代的海相岩石ꎬ上覆岩性为古近纪—第

四纪陆相沉积岩ꎬ沉积层主要为流纹岩、凝灰岩、安
山质熔岩和角砾岩等ꎬ大量的盐类矿物至今仍在沉

积(曲一华ꎬ１９９４)ꎮ 盐湖内分区明显ꎬ含锂卤水主

要集中在盐湖西南部面积约 １４００ ｋｍ２的盐层上部ꎬ
盐层上部的孔隙度从地表往深处降低ꎬ从地表 ３０％
降低至 ３５ ｍ 处接近 ０％ (Ｇａｒｒｅｔｔꎬ２００４ꎻ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锂浓度从西南部中心区域向周边递减ꎬ
中心锂浓度最高的区域可达 ４０００×１０－６(图 ６ꎬ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据智利化工矿业公司( ＳＱＭ)年报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阿塔卡玛盐湖锂储量合计约为 ９１０×１０４

ｔꎬ折合 ＬＣＥ 约为 ４８４４ ×１０４ ｔꎬ平均锂浓度为 １８４０
ｍｇ / Ｌꎬ镁锂比为 ６.４(施毅ꎬ２０２２)ꎮ 当前该盐湖由

ＳＱＭ 公司、美国雅宝、中国天齐锂业共同开发ꎬ２０２０
年合计碳酸锂产能 １１.４２×１０４ ｔꎬ氢氧化锂 １.３５×１０４

ｔꎬ仍在扩产阶段ꎮ
②乌尤尼盐湖: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盐湖ꎬ位于

玻利维亚波托西省西部ꎬ海拔 ３６５３ ｍꎬ东西向最宽

１５０ ｋｍꎬ南北向最长 １３０ ｋｍꎬ盐湖面积逾 １００００
ｋｍ２ꎬ但当前开发程度较低ꎮ 乌尤尼盆地最上层的

沉积层是富含岩盐的盐壳ꎬ其厚度从盐湖边缘小于

２ ｍ 到中心部位增厚至 １１ ｍꎬ并被局部浮到表面的

填隙盐水浸透(Ｒｉｓａ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１)ꎮ 卤水类型从

Ｎａ－Ｃｌ 型到 Ｍｇ－Ｃｌ 型变化ꎬ盐湖锂离子浓度呈系统

性地变化ꎬ从盐湖南部向北侧递减(图 ７ꎬＲｉｓａ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１ꎻＧａｒｒｅｔｔꎬ２００４)ꎮ

根据玻利维亚国有锂矿公司(ＹＬＢ)公布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乌尤尼盐湖探明和控制锂资源量为

１０６５.４×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锂浓度 １２８７ ｍｇ / Ｌꎬ且该盐湖还

拥有推测资源量 １０１５４ ×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锂浓度为 ５９２
ｍｇ / Ｌ(Ｍｅｍｏｒｉａ ＹＬＢꎬ２０１９)ꎮ 乌尤尼盐湖当前由于

政府政策、开采条件等多因素制约ꎬ开发进度停滞

(施毅ꎬ２０２２)ꎮ
(４)北美墨西哥盆地

近年来ꎬ全球越来越多具有经济价值的、高锂

含量沉积型锂矿床被发现ꎬ但目前开发利用程度较

低ꎬ现阶段发现的沉积型锂矿主要分布于美洲ꎬ其
次是欧洲ꎬ其他地区较少ꎮ 北美西部盆地是目前全

球具有经济价值的沉积型锂矿床最主要的分布地

区ꎬ该盆地从美国西部科迪勒拉山系的高山深盆延

图 ６　 智利阿塔卡玛盐湖南部地质图(据 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虚线为推测锂浓度变化边界)

Ｆｉｇ. ６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ａｃａｍａ ｓａｌａｒ

图 ７　 玻利维亚乌尤尼盐湖地质图(虚线数字表示盐湖近

地表卤水中锂含量的变化ꎬ单位为 ｍｇ / Ｌꎻ
据 Ｋｅ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

Ｆｉｇ. ７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Ｕｙｕｎｉ ｓａ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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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墨西哥西部的索诺拉地区ꎮ 北美西部盆地自

新近纪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陆内伸展和火山岩浆

活动ꎬ在区内形成美国国王谷、布罗克里克(Ｂｕｒｒｏ
Ｃｒｅｅｋ)、大桑迪 ( Ｂｉｇ Ｓａｎｄｙ)、克莱顿谷 (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等ꎬ以及墨西哥索诺拉等众多的火山－沉积

盆地(舒良树等ꎬ２００６ꎻ于沨等ꎬ２０１９)ꎮ 这些盆地内

发育众多粘土型、盐湖卤水型、地热卤水型等锂矿

床ꎬ主要得益于其干旱的气候条件、大规模的岩浆

热液活动、盆地沉积作用等因素的叠加(于沨等ꎬ
２０１９)ꎮ

位于墨西哥西部索诺拉盆地的索诺拉锂粘土

矿ꎬ是现阶段全球建设程度较高ꎬ有望在未来几年

内达产的少数几个沉积型锂矿之一ꎮ 索诺拉盆地

地层岩性主要由渐新世和中新世沉积物及沉积在

浅盆地中的火山岩构成ꎮ 锂主要以锂蒙脱石矿物

形式富集在索诺拉盆地水平层状的粘土层中ꎬ这些

粘土层平均厚度达 ２０ ~ ４０ ｍꎬ覆盖在砂岩层上ꎬ地
表露头延伸超过 ６ ｋｍ(Ｂａｃａｎｏｒａ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Ｌｔｄꎬ２０１８ꎻ
于沨等ꎬ２０１９ꎻ隰弯弯等ꎬ２０２３)ꎮ 根据索诺拉锂矿

可行性报告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该矿床探明和控

制锂资源量达 ５０３.８×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平均锂品位为 ３４８０×
１０－３ꎬ且该矿床还拥有推测资源量达 ３７７. ９ ×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ꎮ 目前ꎬ索诺拉锂矿由赣锋国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和英国 Ｂａｃａｎｏｒａ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Ｐｌｃ 共同持有(各持

股 ５０％ )ꎬ仍在建设中ꎬ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开始投产ꎬ前
四年规划产能 １.７５×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第五年开始将扩产

至 ３.５×１０４ ｔ 的目标最低产量ꎬ碳酸锂生产成本仅为

约 ４０００ 美元 / ｔ(Ｂａｃａｎｏｒａ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Ｌｔｄ.ꎬ２０１８ꎻ施毅ꎬ
２０２２)ꎮ

２　 全球锂资源供需格局

２.１　 近年来锂资源供给快速增长

近年来ꎬ全球锂资源供给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

展驱动下不断增长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ꎬ全球锂资源产

量同比增长均在 ２０％ 以上ꎬ其中 ２０１７ 年同比达

８１.６％ ꎻ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ꎬ全球产能过剩叠加新冠疫情

影响ꎬ产量略有下降ꎻ２０２１ 年ꎬ在政策和市场双轮驱

动下ꎬ全球锂资源产量再创新高ꎬ达 ５３. ２ ×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同比增长 ２１.２％ (图 ８)ꎮ

当前全球锂资源的供应来源主要为澳大利亚

的锂精矿、南美地区的盐湖卤水ꎬ以及中国的盐湖

卤水和锂云母等ꎮ 根据 ＵＳＧＳ(２０２２)数据ꎬ全球锂

资源供给端主要为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和中国

(图 ８、图 ９)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四国锂产量合计占全

球比重均在 ９５％ 左右ꎮ 澳大利亚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一

直是全球最大的锂资源出产国ꎬ且 ２０１７ 年以来占比

均在 ５０％ 以上ꎬ２０２１ 年产量折合 ＬＣＥ 为 ２９.３ ×１０４

ｔꎮ 智利和阿根廷为全球最大的锂盐(碳酸锂和氢氧

化锂)供应国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两国占比在 ４５％ 左右ꎬ
２０１８ 年以来受技术制约和疫情影响产能略有下降ꎬ
占比维持在 ２５％ ~ ３３％ ꎬ２０２１ 年两国产量合计 １７.１×
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ꎮ
２.２　 全球锂资源需求端持续旺盛

近年来得益于新能源产业ꎬ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蓬勃发展ꎬ全球锂资源需求端保持高景气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全球锂资源需求逐年增长ꎬ除少数

年份外同比均在 １５％ 以上ꎬ其中 ２０２１ 年同比增长

４０.６％ ꎻ需求量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７×１０４ ｔ ＬＣＥ 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９.５×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增长近 ４ 倍(图 ８)ꎮ 随

着世界各国为达成气候目标ꎬ新能源行业将持续保

持高增长和高需求ꎬ全球锂资源消费量将会爆发式

增长(杨卉芃等ꎬ２０１９ꎻ国泰君安证券ꎬ２０２０ꎻ何金祥

等ꎬ２０２０ꎻ官云龙等ꎬ２０２１ꎻ强海洋等ꎬ２０２１ꎻ信达证

券ꎬ２０２１ꎻ夏鹏等ꎬ２０２２ꎻ朱清等ꎬ２０２２)ꎮ 据国际能源

署( ＩＥＡ)预计ꎬ２０４０ 年的全球锂需求量将是 ２０２０ 年

的 ４０ 倍以上ꎮ
近年来ꎬ全球锂资源(包括锂精矿、碳酸锂、氢

氧化锂和氧化锂ꎬ以下数据均折合为 ＬＣＥ 当量)进
口量逐步增加ꎬ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５.４×１０４ ｔ 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７.１×１０４ ｔꎬ涨幅达 １４１％ ꎮ 其中ꎬ全球锂盐进

口量(碳酸锂、氢氧化锂和氧化锂)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１×
１０４ ｔ 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５×１０４ ｔꎬ涨幅达 １４０.７％ ꎻ
除少数年份外ꎬ全球锂资源进口量同比均在 １５％ 以

上(图 １０)ꎮ 碳酸锂是当今锂盐国际贸易中最主流

的产品ꎬ在产品贸易结构中占比超过 ６０％ ꎬ如 ２０２０
年全球总进口量中 １４.１ ×１０４ ｔ 为碳酸锂ꎬ占比达

７２.４％ ꎬ而氧化锂和氢氧化锂仅 ５.４×１０４ ｔꎮ 近年来ꎬ
全球锂盐主要进口国为中国、日本和韩国ꎬ三者是

全球最主要的消费端ꎬ此外美国、俄罗斯、比利时进

口量 也 较 大ꎮ 根 据 联 合 国 贸 易 数 据 库 (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碳酸锂进口量

为 ５.０×１０４ ｔꎬ韩国 ３.１×１０４ ｔ、日本 １.８×１０４ ｔ 和美国

１.２×１０４ ｔꎬ占全球进口比重分别为 ３５％ 、２２％ 、１３％
和 ８％ (图 １１)ꎻ２０２０ 年氢氧化锂进口量韩国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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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全球各主要国家锂资源产量、需求量及同比情况(据各公司公告ꎬＵＳＧＳꎬ２０２２ꎻ五矿证券ꎬ２０２１)

Ｆｉｇ. ８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１

１０４ ｔ 居全球第一ꎬ占比达 ６７％ ꎬ而其余国家进口量

均较少(图 １２)ꎮ
全球锂精矿来源主要为澳大利亚ꎬ少量来自巴

　 　 图 ９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各主要国家锂资源产量占全球比重

　 　 (据 ＵＳＧＳꎬ２０２２)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１

西ꎬ且两国锂精矿 ９５％ 以上被中国包销ꎬ少量流

向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地ꎬ故本文使用中国

锂精矿进口量代表全球进口量ꎮ 据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数据ꎬ全球锂精矿进口量从 ２０１２ 年

的５.０×１０４ ｔ 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６ ×１０４ ｔꎬ涨幅

达 ２５２％ ꎮ 全球锂精矿进口量同比呈倒“Ｖ”字

形特征ꎬ２０１８ 年之前持续增加ꎬ之后两年连续下

降ꎻ２０２１ 年全球经济复苏叠加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ꎬ全球锂精矿进口量快速增加达 ２６.２ ×１０４ ｔꎬ
同比增长 ４９.２％ ꎮ

３　 全球锂资源勘查投入和矿业项目市场

情况

３.１　 全球锂资源勘查投入持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全球锂资源勘查投入整体规

模先降后升ꎬ 呈不规则 “ Ｕ” 字形特征 (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２０２２)ꎮ 从各年度勘

查投入规模来看(图 １３)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各主

要国家锂资源勘查投入持续减少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６４.３ 百万美元跌至 ２０１５ 年的最低谷 ３６.２ 百万

美元ꎬ各年同比约为－３０％ ꎮ 从具体国别看ꎬ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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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全球锂资源进口量及同比(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１

根廷跌幅最明显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１.５ 百万美元跌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４ 百万美元ꎬ跌幅达 ９３.４％ ꎻ澳大利亚跌

幅仅次于阿根廷ꎬ为 ８４.８％ 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全球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拉动锂

资源需求增加ꎬ各国锂矿勘查投入实现快速增长ꎬ
除 ２０２０ 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勘探投入有所降低

图 １１　 ２０２０ 年全球主要国家碳酸锂进口量占比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Ｆｉｇ. １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２０２０

外 (夏 鹏 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２)ꎬ其余年份同比均在 １０％ 以上ꎬ其中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同比均大于 １００％ (图 １３)ꎮ 全球锂矿勘查

投入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６.２ 百万美元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４８.８ 百万美元ꎬ涨幅达 ５８７.３％ ꎮ 从具体国别看ꎬ勘
查投入增加最多的国家为澳大利亚、阿根廷和美

图 １２　 ２０２０ 年全球主要国家氧化锂和氢氧化锂进口量占比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Ｆｉｇ. １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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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各主要国家锂资源勘探投资规模(据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２０２２)

Ｆｉｇ. １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１

国ꎬ涨幅分别为 １７１４.３％ 、１５２６.５％ 和 １０８０.５％ ꎮ 近

年来中国锂资源勘查投入规模也在稳步增加ꎬ但
２０２１ 年勘探投资较小ꎬ仅为 １.２ 百万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

勘探投资规模达 ５.７ 百万美元ꎬ相较于 ２０１５ 年的０.２
百万美元增长了约 ２７ 倍ꎮ

当前全球锂资源需求快速增长ꎬ锂资源供需失

衡局面加剧ꎬ墨西哥和美国西部地区、阿富汗努里

斯坦—帕米尔高原中部地区、西非克拉通的莱奥地

盾等地区均被认为具有良好的资源前景(王秋舒

等ꎬ２０１９ꎻ王高尚等ꎬ２０２１)ꎬ未来将是锂资源勘探开

发的重点潜力区ꎬ预计全球锂资源勘探投资将会持

续增加ꎮ
３.２　 全球锂矿业项目市场活跃

近年来ꎬ锂矿业项目市场活跃ꎬ开发项目众多ꎮ
根据全球标普市场财智数据 (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２０２２)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全球锂相关矿业

项目在录 ５６６ 个(图 １４)ꎮ 其中ꎬ以锂为主矿种的矿

业项目 ４４５ 个ꎬ占比 ７８.６％ (图 １４－ａ)ꎻ活动状态矿

业项目 ３７１ 个ꎬ占比 ６５.５％ (图 １４－ｂ)ꎻ澳大利亚锂

矿业项目最多ꎬ为 １４４ 个ꎬ占比 ２５.４％ (图 １４－ｃ)ꎻ正
在开发、运营和试生产的矿业项目 １１８ 个ꎬ占比

２０.８％ (图 １４－ｄ)ꎮ

４　 锂资源定价机制及价格走势

４.１　 新兴期货和拍卖模式冲击主流长协定价模式

锂资源在国际贸易中一直以长协定价模式为

主ꎬ近年来期货和拍卖模式逐渐兴起ꎮ 虽然锂资源

需求近年来持续增加ꎬ但相比于铁、铜、铝等大宗金

属资源量仍较小ꎬ供给端主要集中在美国雅宝、
ＳＱＭ 公司、中国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等少数几家国

际大型锂矿企业ꎬ一直以来包销协议是国内外锂资

源企业和锂盐冶炼企业共同选择的定价模式ꎮ 长

协价通过考量生产成本及锂盐价格并采用公式定

价ꎬ以季度或年为单位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ꎬ但
长协定价机制存在着价格形成机制不透明、冶炼厂

约束能力较弱、调价机制不灵活、国内外长单和散

单价格不一等问题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在全球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锂价飞涨的背景下ꎬ采买锂资源的企业数量快速

增多ꎬ锂资源企业也谋求定价模式的变革ꎬ出现

了期货定价和拍卖定价模式(图 １５) 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伦敦金属交易 所 ( ＬＭＥ) 、芝 加 哥 商 品 交 易 所

(ＣＭＥ)等交易平台先后上线了期货定价模式ꎮ
锂期 货 合 约 采 用 现 金 交 割 方 式ꎬ 定 价 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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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全球主要锂资源项目情况(据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２０２２ꎻ图中数字代表项目数量)

Ｆｉｇ. １４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ｓｔｍａｒｋｅｔｓ 公司发布的对中日韩三国氢氧化锂成

本、保险费和运费(ＣＩＦ)价格所做的评估(每周一

次)结果进行结算ꎮ 同年ꎬ皮尔巴拉矿业、银河锂

业等澳大利亚锂矿商引领推出散矿拍卖制度ꎬ该
制度更偏向于矿企ꎬ在产业链高景气度的背景下ꎬ
放大了供需缺口的影响ꎬ使得锂产业链利润分配

持续向上游资源端倾斜ꎮ
４.２　 锂资源价格情况与发展趋势

(１)全球锂资源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１６ 年之前ꎬ锂资源虽被广泛应用于冶金、陶
瓷、玻璃、润滑剂、有机化学、医药制品、手机电池等

多个领域(王学评等ꎬ２０１４ꎻ王秋舒等ꎬ２０１９ꎻ官云龙

等ꎬ２０２１)ꎬ但用量较小ꎬ价格在低位趋于平稳ꎬ只在

金融危机和淡旺季出现小幅波动(图 １６)ꎮ 近年来ꎬ
电池领域成为锂需求增长的核心驱动力ꎬ新能源汽

车规模显著扩张ꎬ推动锂资源价格持续上行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全球锂资源供应紧张ꎬ锂产品价格一度攀

升ꎻ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锂资源产能过剩ꎬ锂产品价格回

落ꎬ２０２０ 年叠加疫情影响ꎬ锂产品价格跌入低谷(图
１６)ꎻ２０２０ 年下半年开始ꎬ各国政府均加大对新能源

技术的重视程度ꎬ全球新能源市场大爆发ꎬ锂资源

终端需求持续保持高景气ꎬ锂资源供应不足及冶炼

产能不足的矛盾显现ꎬ锂资源从底部区域持续攀升

出现资源端溢价ꎮ
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精矿供应国ꎬ是中

国锂辉石精矿进口的主要来源国ꎬ２０２１ 年占中国锂

精矿进口总量的 ９５.４％ ꎬ本文以澳大利亚锂精矿价

格作为参考ꎮ 澳大利亚锂精矿部分产量被天齐锂

业及雅宝等公司锁定而未流入市场ꎬ其余部分通过

长协定价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之前ꎬ澳大利亚锂精矿长

单价格因供应过剩、新冠疫情等因素持续下行至

３８５ 美元 / ｔꎻ之后触底反弹ꎬ快速增长ꎬ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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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２０１８ 年开始澳大利亚锂辉石价格情况(据百川盈孚ꎬＣＲＦ ＝成本加运费)

Ｆｉｇ. １５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ｐｏｄｕｍｅｎ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８

图 １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各主要国家地区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价格(据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２０２２)

Ｆｉｇ. １６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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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达 ３７００ 美元 / ｔꎬ涨幅达 ８６１％ (图 １５)ꎮ ２０２１ 年

以来ꎬ皮尔巴拉矿业通过 ＢＭＸ 平台完成了多次锂

精矿现货拍卖ꎬ前 ４ 次拍卖价格较当日长单定价分

别溢价 ７０％ 、１２１％ 、８３％ 、６９％ ꎬ对市场价格预期起

到明显指引作用ꎬ快速推动了价格上行(图 １５)ꎮ
除锂精矿外ꎬ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盐产品历

史价格走势基本一致ꎬ且在中国、亚洲、欧洲和北美

市场价格趋势基本一致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价格处于底

部(约 １ 万美元 / ｔ)ꎬ之后快速增长ꎬ至 ２０２２ 年一度

突破 ５ 万美元 / ｔ(约 ３３ 万元)ꎬ其中中国市场价格领

先ꎬ一度突破 ７.５ 万美元 / ｔ(约 ５０ 万元)ꎬ涨幅 ７ ~ ８
倍(图 １６)ꎮ

图 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中国碳酸锂和氢氧化锂进出口情况(据中国海关总署ꎬ左侧柱子为进口情况ꎬ右侧柱子为出口情况)

Ｆｉｇ. １７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２)锂资源未来价格趋势预测

当前高锂价刺激下供应端扩产不断加速ꎬ导
致锂资源勘查投入大幅度增加ꎬ选冶加工和盐湖

提锂技术突破和提升ꎬ二次回收利用产业快速发

展ꎮ 同时ꎬ未来 ３ ~ ５ ａꎬ澳大利亚格林布什、沃吉

纳、Ｍｔ. Ｈｏｌｌａｎｄ 等锂矿山和南美 Ｔｒｅｓ Ｑｕｅｂｒａｄａｓ
(３Ｑ) 、Ｃａｕｃｈａｒｉ、西翁布雷穆埃尔托等盐湖大型

生产项目的投产或增产ꎬ将有效增加全球锂资源

供给ꎬ全球锂资源供需格局或将得到大幅改善ꎬ
有望从“供不应求” 的供给不足转变为 “供过于

求”的供应过剩的格局ꎬ从而带动锂价格下行ꎬ逐
步回归“理性” ꎮ

５　 保障中国锂资源安全的建议

５.１　 中国锂资源市场情况

(１)中国锂资源相对丰富但禀赋较差ꎬ国内供

给明显不足

中国锂储量和资源量均居世界前列(表 １、表
２)ꎬ但缺乏优质的锂资源ꎮ 中国高品位锂矿床较

少ꎬ盐湖卤水中镁锂较大ꎬ锂含量低ꎬ且大多分布在

青海、西藏等高原地区ꎬ基础设施较薄弱ꎬ开采条件

较差ꎬ大量盐湖锂资源受制于技术产能未被释放ꎮ
这些问题导致国内锂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ꎬ自供能

力明显不足ꎮ 同时ꎬ中国锂资源禀赋差导致开发成

本高ꎬ一直以来国内锂资源现货价格明显高于国际

水平(图 １６)ꎮ
(２)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锂资源贸易国和消费

国ꎬ但对锂资源国际定价权影响力有限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中国锂资源消费全球占比一度超

过 ５５％ ꎬ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消费国ꎬ近年来碳

酸锂和锂精矿进口量均居全球第一(图 １７)ꎮ 有关

数据显示 (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ꎬ
２０２２)ꎬ２０２１ 年中国锂资源消费量约为 ３９.３ ×１０４ ｔ
ＬＣＥꎬ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７２％ ꎬ其中国内产量 １３.０×
１０４ ｔꎬ进口 ３４.７×１０４ ｔꎬ锂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达 ６７％
(对外依存度＝(消费量－产量) / 消费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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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碳酸锂进口量快速增长ꎬ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６４×１０４ ｔ 增加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８.１×１０４ ｔꎬ
涨幅达 １１６５％ (图 １７)ꎮ 中国碳酸锂出口量一直维

系在较低水平ꎬ２０１８ 年之前每年出口量均低于０.５×
１０４ ｔꎬ２０１８ 年之后略有增加ꎮ 全球 ９５％ 以上的锂精

矿被中国进口ꎬ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０×１０４ ｔ 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 ２６.３×１０４ ｔꎬ涨幅达 ４２６％ ꎬ其中 ２０２１ 年 ９５.４％ 的

锂精矿来自澳大利亚ꎬ剩余 ４.６％ 来自巴西ꎮ 中国氢

氧化锂进口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平

均进口量仅 ０.０７ ×１０４ ｔꎬ每年占全球进口比重不足

１％ (图 １７)ꎮ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锂盐生产基地ꎬ中
国氢氧化锂的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ꎮ 近年来ꎬ中国

氢氧化锂的出口量持续增加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５×１０４ ｔ
增加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７.３６ ×１０４ ｔꎬ增长了约 ２８ 倍(图
１７)ꎬ当前供应了全球 ８０％ 以上的氢氧化锂ꎮ 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为:氢氧化锂主要由锂辉石制

备ꎬ而盐湖工艺通常为先制备碳酸锂再生成氢氧化

锂ꎮ 中国盐湖卤水锂资源的开采受制于技术、开发

条件、成本等因素制约发展缓慢ꎬ其产出的碳酸锂

缺口较大ꎬ而伟晶岩型锂矿床生产的氢氧化锂具有

成本优势ꎬ造成了氢氧化锂进口少、出口多的局面

(图 １７)ꎮ
(３)中国锂资源市场产业链结构仍不完善ꎬ一

体化程度有待提高

当前中国具有上游锂资源开发利用率低、中游

锂电池企业同质化严重、下游产业集中度低、产业

链延伸不足、各环节发展不均衡等问题ꎮ 从产业链

角度观察ꎬ无论是加工 / 电池企业向资源端延伸ꎬ还
是矿山自建加工产能或与下游企业合作建厂ꎬ业内

各方均试图打造自身业务的一体化协同ꎬ以提升行

业竞争力ꎮ 从国家角度观察ꎬ欧美具备明显的资源

优势和广阔的终端汽车市场ꎬ目前正发力提升加工

产能并尝试构建自身供应链闭环ꎮ
(４)中国锂资源国际产能合作金融支持有待加

强ꎬ期货市场发展后期空间较大

中国当前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金融支撑普遍不

足ꎬ金融市场存在发展不充分、融资成本高、渠道单

一、股权基金门槛高、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金融服

务发展滞后、缺乏有效区域金融市场等问题ꎮ 支撑

中小企业融资及进一步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有待进

一步加强ꎮ
２０２１ 年ꎬ英美两国已先后上线锂期货市场ꎬ持

续加大对锂定价的影响力ꎬ尽管中国也开始谋划自

己的锂定价和交易方式ꎬ但发展步伐相对落后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无锡电子盘上市了碳酸锂远期合约ꎬ
但是该碳酸锂合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期货ꎻ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广州期货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ꎬ广期所锂

期货已获得证监会批准ꎬ但上线交易仍需谋划准备ꎮ
(５)中国锂资源企业国际化能力和企业间相互

协调不足

当前ꎬ中国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等大型矿业企

业已相对成熟ꎬ正逐步加大国际合作力度ꎬ但较多

的锂资源企业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仍存在

风险管控能力不足、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法律环

境ꎬ缺乏国际项目运营经验、国际化视野人才队伍

等问题ꎮ 同时部分矿业企业间仍存在恶性竞争、盲
目投资等ꎬ难以形成规模优势ꎮ
５.２　 保障中国锂资源供应安全建议

(１)从全产业链统筹推进全球锂资源开发

建议在上游设立锂资源整装勘查区并加大投

入ꎬ全面摸清锂资源家底ꎬ做好锂资源储备计划ꎻ在
中游加快改革供给侧结构、提倡创新发展、提升矿

业服务业水平等ꎮ 针对中国盐湖卤水型锂资源镁

锂比值高、伴生元素多等特点ꎬ加大对盐湖提锂科

技的跟踪分析和创新突破ꎬ尽快实现青藏高原等艰

苦条件地区盐湖锂资源的规模化生产和锂资源深

加工技术研发突破ꎻ在下游制定锂资源开采、选冶、
电池生产、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锂电池二次回收的

全产业链发展方案ꎬ在锂资源集中区ꎬ如青海、四
川、江西等地设立产业园区ꎬ同时加大园区配套的

基础设施建设ꎮ
(２)加快筹备国内锂期货市场ꎬ培育期货市场

定价能力

当前英美两国已经在锂资源国际贸易期货市

场建设中走在前列ꎬ中国需加快广期所锂期货上线

进程或投资入股权威锂期货交易平台ꎮ 锂期货的

成功上市ꎬ或可弱化寡头企业对价格的控制ꎬ更多

地转为市场化定价ꎬ有助于中国及全球锂资源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ꎮ
(３)积极参与锂资源国际贸易规则和公约的

制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锂资源消费和贸易国ꎬ应积

极参与锂资源国际贸易规则和公约的制定ꎮ 例如ꎬ
中日韩作为全球锂资源消费最大的区域ꎬ可以在中

８１４１ 地 质 通 报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３ 年　



日韩自贸区基础上ꎬ向澳大利亚、智利等重要锂资

源供应国提出相关合理双边贸易协定ꎬ在相应自贸

区谈判中ꎬ就锂进出口问题进行贸易谈判ꎬ提升议

价能力ꎮ
(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ꎬ提高锂资源企业国际

竞争力

锂作为新兴关键矿产ꎬ当前对其价格影响最大

的因素为掌握优质矿产的资源端ꎮ 最便捷、有效的

办法是选择具有资源优势的、勘查阶段相对靠后的

海外成熟项目ꎬ利用投资、并购等手段加强国际矿

业投资合作ꎮ 中国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ꎬ通过政策

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完善金融服务、扩展海外业务范

围、创新金融产品、开辟绿色通道ꎬ降低和消除准入

壁垒、提升矿业企业国际合作融资能力ꎮ 同时ꎬ针
对全球优质锂资源储量丰富且尚未大规模开发利

用的资源潜力区ꎬ提前规划布局并加强国际矿业投

资合作ꎮ
(５)加强锂矿开发技术创新

盐湖提锂技术创新或将改变锂资源供应格局ꎬ
中国盐湖产能释放或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增长极ꎬ降
低锂资源对外依存度ꎮ 中国的盐湖锂资源约占全

国总储量的 ８０％ ꎬ但 ２０２０ 年中国盐湖提锂产能占比

仅为 ２１.５％ ꎬ大量的盐湖资源并未开发利用ꎬ盐湖提

锂技术的突破或将大幅提升中国盐湖锂资源供给ꎮ

６　 结　 论

(１)全球锂资源主要的成矿类型为盐湖卤水

型、伟晶岩型和沉积岩型ꎬ占全球锂资源 ９０％ 以上ꎬ
其中盐湖锂资源主要集中在南美“锂三角”区域ꎬ伟
晶岩型锂资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ꎬ沉积岩型主要

集中在美国和墨西哥ꎬ中国、加拿大、秘鲁、刚果

(金)、津巴布韦、塞尔维亚等国也有部分锂资源

分布ꎮ
(２)锂矿床在太古宙以来各个时代均有分布ꎬ

其中 Ａｍａｓｉａｎ 超大陆演化时期的新生代成矿数量和

类型最多ꎬ且盐湖卤水型和沉积岩型锂资源仅发育

在这一演化时期新生代ꎮ
(３)近年来ꎬ全球锂资源供给和需求快速增长ꎬ

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和中国是全球主要的供给

端ꎬ四国占全球比重 ９５％ 以上ꎻ中国、日本、韩国是

最主要的需求端ꎬ三国占比超 ７０％ ꎮ
(４)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在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下ꎬ全

球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ꎬ锂矿项目市场和勘查市场

活跃ꎬ勘查资金投入持续增长ꎮ
(５)近年来锂期货和拍卖定价模式逐渐兴起ꎬ

对传统主流的长协定价模式造成冲击ꎬ新定价模式

叠加供需紧张ꎬ持续推高锂资源价格ꎮ
(６)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消费国和贸

易国ꎬ但国内锂资源供应不足ꎬ对外依存度高达

６７％ ꎮ 锂资源市场仍存在产业链结构不完善、期货

市场等金融体系建设滞后、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等

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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