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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研究目的 】锂作为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新兴关键金属矿产，近年来越发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中国锂资

源供需现状及保障程度，为保障中国锂资源安全提供依据。 【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全面梳理了中国锂资源的特征、勘查研究进

展和开发利用情况，结合国内锂资源供给与需求形势、进出口情况，分析了中国锂资源供需现状、未来需求和保障程度，并就当前

勘查形势提出建议。 【 研究结果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锂资源相当丰富，近年来随着勘查程度的不断加大，锂资源储量得以提

升，但锂资源禀赋较差，部分优质锂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作为全球第一大锂资源

消费国和重要的锂产品生产国，国内锂资源供给与需求快速增长。中国长期依赖国外进口锂矿，对外依存度较高，供应体系面临

一定风险，保障形势较严峻，同时锂产业链仍存在产业秩序不规范、回收体系不完备等问题。 【 结论 】未来需加强科技创新，注

重上游资源向下游高端产品的应用转化，优化锂产业链布局，加强国内勘查开发力度，将重心放在国内市场，同时国际市场依然

不能放弃，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协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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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1）广泛搜集国内外锂资源数据，对中国供需现状进行梳理分析；（2）依据未来新能源汽车总产量及其单车消耗量

对中国锂资源的未来需求进行预测，为保障中国锂资源安全供应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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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Lithium,  an  emerging  key  metal  mineral  of  strategic  value,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countries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upply−demand situation and guarantee degree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China,
with the goal of ensuring the secure supply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Methods]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llation  of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China,  the  advancements  in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endeavo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atus  of  lithium  resources.  By  integrating  and  meticulously  analy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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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supply−demand  dynamics  of  lithium  resources,  along  with  the  import−export  scenarios,  it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supply−demand  configuration,  future  demand  projections,  and  the  degree  of  resource  security  assurance.  Based  on  this  in  -  depth
analysis,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proffered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situation,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olicy−mak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ults] Overall,  China currently possesses a relatively abundant reserve of lithium resources. With the
continuous  intensification  of  exploration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proven  lithium  resource  reserves  in  China  have  witnessed  a
notable expansion. Nevertheless, the endowment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China exhibits certain deficiencies. Specifically, some high -
quality lithium resources remain under - explored and under−utilized, mainly due to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recent  years,  propelled  by  the  burgeoning  development  of  the  new−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s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of  lithium  resources  and  a  significant  producer  of  lithium−based  products,  the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of  lithium
resources  have  experienced  a  rapid  upsurge.  China  has  long  been  highly  dependent  on  imported  lithium  ore,  with  a  high  degree  of
external  reliance.  This  situation  exposes  the  domestic  supply  system to  certain  risks,  and the  resource  security  guarantee  situation  is
rather grave. Additionally, the lithium industry chain is plagued by issues such as an unregulated industrial order, which is manifested
in  price  fluctuation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nd  an  incomplete  recycling  system,  leading  to  in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Conclusions]  Looking  ahead,  it  is  imperative  to  prioritiz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involves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upstream resource acquisition to downstream high−end product applications but
also  optimizing  the  spatial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the  lithium  industry  chain.  Strengthening  domestic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is crucial,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domestic market.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s  essential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thium  resource  -  related  industries.  This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resource reserve; lithium deposit; yield; current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degree of guarantee
Highlights: (1) Extensively collect lithium resource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in
China; (2) Based on the future total outpu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their per-vehicle consumption, the future demand for China's
lithium resources is estimat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ensuring the safe supply of China's lithium resources.

锂作为重要的关键矿产资源，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核工业、生物医药、电子、冶金、农业等领

域。21 世纪以来，伴随着锂在新能源领域的广泛应

用，尤其是在锂离子电池等方面的应用，国内外对锂

资源的需求量日益高涨，因此其被誉为“21 世纪能源

金属”（李建康等，2014；王登红等，2022）。
前人对中国锂的资源特征、勘查开发现状、提锂

技术现状、供需现状、相应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并取得重要的进展（韩佳欢等，2021；王登红等，

2022, 2023a；王核等，2022；唐珏等，2023；邢凯等，

2023；郑绵平等，2023；刘雪等，2024；郑明贵等，

2024）。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的

迅猛发展，中国锂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增长期，锂资源

作为关键性原材料，其需求量持续攀升。尽管中国

锂资源分布广泛，资源储量亦较大，但资源禀赋不

高，同时受开采条件、提取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中

国锂资源供给仍明显不足，每年需向国外进口大量

锂辉石精矿和锂盐产品，锂矿对外依存度居高不

下。因此，对中国锂资源供需现状和保障程度进行

分析评价，对于保障未来锂产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通过广泛收集锂矿资源的相关数据，对

中国锂资源特征、供需现状、资源保障程度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1　中国锂资源概况
 

1.1　资源概况

世界锂资源非常丰富，截至 2024 年 1 月，全球

已查明锂资源总量约 1.05×108 t，储量约 2800×104 t
（金属锂当量）（USGS，2024）。其中，中国已查明资

源量为 680×104 t，储量为 300×104 t，储量全球占比

10.71%，近几年储量占比逐渐提升，中国的锂资源储

量排名世界第四（USGS，2024）（图 1）。《中国矿产资

源报告 2023》和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已查明锂矿氧化物资源储量为 635.27×
104 t，相较于 2021 年的 404.68×104 t，同比增长 47%
（自然资源部，2023a，b）。其中江西为中国锂资源大

省，储量为 255.24×104 t，青海储量为 186.61×104 t，四
川储量为 135.03×104 t，西藏储量为 56.29×104 t，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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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为 1.15×104 t，新疆储量为 0.95×104 t（表 1）。中

国锂资源分布较集中，90% 左右的锂资源分布在江

西、四川、西藏、青海等地区，绝大多数位于西部地

区，主要包括硬岩型、盐湖卤水型、地下卤水型及

粘土型（沉积型），其中盐湖锂占中国锂资源储量

约 79%。

江西省锂矿资源主要分布于宜春、横峰、广昌、

宜丰、宁都、奉新、石城等地，锂资源类型为蚀变花

岗岩型（宜春 414、赣县牛岭坳、石城县海罗岭、石城

县姜坑里、横峰县葛源松树岗、横峰县葛源黄山）、

伟晶岩型（广昌县头陂、宁都县河源）、细晶岩型（奉

新县东溪、宜丰县同安）、石英脉型（大余县漂塘、于

都县上坪）及卤水型（泰和县梅岗），含锂矿物为锂云

母、锂白云母、铁锂云母及锂辉石，是中国碳酸锂产

品供应大省，其中宜春作为“亚洲锂都”，拥有全球储

量最大的多金属伴生锂云母矿，现拥有探明可利用

氧化锂储量约 258×104 t，折合成碳酸锂约 636×104 t
（刘爽等，2019；陈祺等，2022；华泰期货，2024）。

中国锂辉石矿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包括四川

和新疆，具有资源储量丰富、开发潜力大的特点，总

体上看，目前整体勘查程度较低，勘查进度较缓慢。

四川锂矿主要分布在甘孜州的甲基卡和阿坝州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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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年全球主要锂资源国储量及占比情况（a）和中国 2015—2023年储量占比情况（b）（据 USGS，2024）

Fig. 1    The reserves and proportion of the world’s major lithium resource countries in 2023 (a) and
China’s reserves proportion from 2015 to 2023 (b)

 

表 1    2022 年全国锂储量分布（据自然资源部，2023a）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lithium reserves in 2022

省份 储量/104 t 全国占比

江西 255.24 40.18%

青海 186.61 29.37%

四川 135.03 21.26%

西藏 56.29 8.86%

河南 1.15 0.18%

新疆 0.95 0.15%

合计 635.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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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因两大矿田，锂品位大都集中在 1%~1.5% 之间，

目前具有采矿权的共计有 6 个矿山，分别为甘孜州

的甲基卡、德扯弄巴、措拉锂矿与阿坝州的李家沟、

党坝、业隆沟锂矿。新疆锂矿主要分布在阿尔泰、西

昆仑、阿尔金、西天山、东天山等成锂带，以可可托

海、大红柳滩、砂锂沟等典型矿床为代表。青海省锂

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锂资源类型主要为

盐湖卤水型（察尔汗、一里坪、东台吉乃尔湖、西台

吉乃尔湖），以及近年来勘查发现的伟晶岩型（天骏

县茶卡北山、称多县草陇、锲墨格山）（白宗海等，

2018；李五福等，2021；李善平等，2021；潘彤等，

2022；孙文礼等，2023）。截至 2022 年，青海目前已

探明盐湖锂资源储量（LiCl）达 1501.99×104 t，占全国

储量的 82.29%，居全国首位（青海日报，2022）。西藏

主要发育扎布耶、当雄错、斑戈错等碳酸盐型盐湖，

卤水中 Mg/Li 值较低或者几乎不含 Mg2+，卤水经自

然蒸发可获得碳酸锂，具有很好的资源优势（伍倩

等，2017）。 

1.2　勘查研究进展

中国锂矿资源丰富、矿床多、规模大，是优势矿

产之一，在新疆、四川、江西、西藏、青海、湖南、湖

北、河南、云南、贵州、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有分

布。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开采的锂资源主要是

硬岩型锂矿，矿石类型为锂辉石和锂云母（王登红

等，2016），由于高镁锂比型（Mg/Li 值）盐湖提锂技术

的限制，卤水锂基本上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利用，

但近几年来高镁锂比盐湖提锂技术取得了重大突

破，盐湖锂资源因此得到了高效利用（郑绵平等，

2023）。新探明了岩体型（华南九岭狮子岭）、隐爆角

砾岩筒型（维拉斯托）、碳酸盐粘土型（贵州下石炭统

九架炉组和云南下二叠统倒石头组富锂粘土岩）、热

泉型（腾冲热泉）等新类型锂矿资源（图 2）。与之对

应，中国锂成矿区带也在不断新增（新增阿尔金、喜

马拉雅成锂带）（王登红等，2022）。此外，中国找矿勘
 

图 2    中国主要成锂带分布简图（据王登红等，2020, 2024修改）

Fig. 2    A simplified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lithium-forming bel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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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论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五层楼+地
下室”勘查模型及“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成

矿理论等为代表（王登红等，2017a, b; 2023a, b; 2024）。
伴随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开展，中国

锂矿勘查研究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为加快能源矿

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

资 200.72 亿元，同比增长 7.7%，连续 3 年实现正增

长，其中锂矿投入资金位居前列（自然资源部，2024）。
与此同时，国内锂矿探矿权交易也得到了市场积极

反馈，尤其是 2023 年锂价仍处高位时，四川 2 处锂

探矿权金川县李家沟北锂矿、马尔康市加达锂矿勘

查探矿权分别以 10.1 亿元、42.06 亿元的价格竞拍

成功（四川省自然资源厅，2023a，b），溢价比分别达到

了 1772.23 和 1318.43；2024 年初，尽管锂价下行趋

势明显，锂矿优势类型仍得到重点关注，如新疆若羌

县瓦石峡南锂矿、和田县甜水海锂矿、和田县大红柳

滩外围龙门山锂矿勘查探矿权分别以 11.2583 亿元

（溢价比 177.86）、1.2145 亿元（溢价比 127.84）、
13.1541 亿元（溢价比 3208.32）的价格竞拍成功（新

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4a，b，c）；而对于

新类型锂矿（主要为粘土型锂矿）也有了一定的探

索，如云南昆明市安宁鸣矣河雁塔村锂矿、玉溪市安

化锂矿勘查探矿权分别以 305 万元（溢价比 7.71）、
668 万元（溢价比 4.66）的价格竞拍成功（云南省自然

资源厅，2023a，b），从 2 种不同锂资源类型出让价格

（溢价比）可以看出，粘土型锂矿的可利用性仍有待

观望和攻关，硬岩型（包括锂辉石型和锂云母型）尤

其是优质的伟晶岩型锂矿目前仍然是国内开发利用

的重点。近几年来，西昆仑、阿尔金、喜马拉雅、幕

阜山、四川雅江等地区的锂矿床勘查取得重大进

展。中国西部地区伟晶岩型锂矿的勘查工作取得一

定的成果，如川西（雅江木绒、甲基卡 X03、鸭柯柯、

日西柯和马尔康加达）等传统锂矿优势区（王登红和

付小方，2013；Dai et al., 2021；Li et al., 2022）及新疆

西昆仑-阿尔金（大红柳滩、砂锂沟、吐格曼、吐格曼

北）、西藏冈底斯-喜马拉雅（琼嘉岗、嘎波、库局）等

新区（王登红等，2022）。同时，在湘东北地区的幕阜

山矿集区勘查研究实现重大突破，建立了伟晶岩矿

床成矿新模式，预测了湖南省锂矿资源潜力超过

400×104 t（中国矿业报，2024）。在赣西地区新探明巨

量花岗岩型锂矿资源，内部资料显示其锂资源量规

模达到超大型，加上原有的和最新预测的资源量，宜

丰—奉新地区锂矿氧化锂资源量超 1500×104 t，折合

成碳酸锂超 3500×104 t（陈祥云，2023）。此外，还在

一些空白区取得了重要新发现，包括黑龙江和福建

两省。在黑龙江桦南地区新发现伟晶岩型锂矿，填

补了省内稀有金属矿种的空白，目前已发现 36 条伟

晶岩脉，共圈定 3 条稀有金属矿化带及 5 条矿体，锂

辉石含量可达 14%~18%，显示出较好的找矿前景（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2023）。在福建将乐县南部新发现

伟晶岩型锂多金属矿，目前共发现 9 条伟晶岩脉，其

中氧化锂量突破万吨，平均品位达 1.13%，达中型矿

床以上规模，填补了福建省内锂矿的空白（福建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2024）。近几年在湖北江汉盆地勘查

发现低镁锂比值的卤水锂资源，LiCl 资源储量达到

大型工业规模（余小灿等，2022），近期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牵头项目团队在江汉盆地巨量卤

水矿超常富集研究和调查评价中取得新的重大进

展，通过实施单孔井深 2257 m，钻获巨厚优质储卤

层 229.2 m，共 49 层，其中 2 层储卤层中锂达到工业

品位，可直接用于开采（中国自然资源报，2024）。在

云南安宁地区新探获碳酸盐粘土型锂资源，查明氧

化锂推断资源量达 36 .86×10 4   t，平均品位约为

0.35%（程云茂等，2024）。艾光华等（2023）对贵州六

枝地区粘土型锂矿的矿物学性质进行了综合研究，

结果表明，六枝地区粘土型锂矿石中的主要有价元

素为锂，含量为 0.56%。在柴达木盆地首次发现粘土

型锂矿，估算 LiCl 潜在资源总量可达 114.41×104 t，
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力（Pan et  a l . ,  2023；潘彤等，

2023）。此外，在粘土型锂资源高效富集和精准分离

提取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矿业报，2024），进
一步推动粘土型锂资源成为锂矿资源开发利用的新

方向。需要指出的是，要充分重视矿床学定义的经

济属性，对粘土矿物中锂赋存状态（究竟以何种状态

赋存在何种粘土矿物中）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不能单

单将氧化锂“含量”等同于“品位”。简而言之，就是

要找到粘土型锂矿中目前经济可行的、可供开发利

用的矿石矿物（工业矿物）。 

1.3　锂的开发利用现状

在锂产业链上游，锂矿石或盐湖卤水形式的锂

资源提取后，经加工制得锂精矿或浓缩卤水。产业

链中游是将加工得到的锂精矿（包括进口所得的锂

精矿）或浓缩卤水进行提取加工生产基础锂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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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及加工锂盐产品（金属

锂、溴化锂、三元材料等），其中锂辉石精矿主要用于

制备碳酸锂及氢氧化锂，锂云母精矿与盐湖卤水主

要是制备碳酸锂（雪晶等，2011；邢凯等，2023），相比

于锂辉石提锂，由于锂云母品位更低、成分更复杂，

锂云母提锂成本更高，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选

矿回收率，降低生产成本。主要的矿石与卤水提锂

工艺如表 2 所示，现阶段硬岩型锂矿提锂方法包括

硫酸法、碱法、硫酸盐焙烧法、氯化法等（赵婷，

2021），其中硫酸法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是高纯

度碳酸锂的主要来源，目前已经基本成熟；盐湖提锂

工艺主要包括沉淀法、膜法、吸附法、萃取法、电化

学法等（张亮等，2020；陈海霞等，2024），中国目前使

用最广泛的是盐田沉淀法。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迅猛发展，锂资源在电动汽车和便携式电子设备领

域的需求日益剧增，锂被应用于动力电池各个组成

部分，在产业链下游，终端需求 87% 是锂离子电池。

此外，锂被广泛应用于冶金、医疗、核工业、农业等

领域，比如锂矿物由于有助于降低煅烧温度和改善

产品性能，被用于陶瓷和玻璃的生产，医用级碳酸锂

可作为安眠药和镇定剂（图 3）。 

2　供需现状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碳中和”目标下，全球多个

国家把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随着世界各国纷纷推出新能源战略，中国也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自 2015 年以来，新能源汽车

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代鸿章等，2023），带动了全

球对锂的需求量显著增长，极大地促进了锂电池行

业的发展。近年来，锂离子电池领域的消费显著

增加，由 2015—2023 年全球锂资源消费用途份额

（图 4）可见，其中锂电池消费份额从 2015 年的

35% 增长至 2023 年的 87%（韩佳欢等，2021）。《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为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35.8% 和 37.9%，市场占有率达到 31.6%，中国新

能源汽车作为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领域，是

锂资源消耗的主要行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24）。 

2.1　供给侧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锂产品生产国，每年都要

生产大量的锂盐产品，目前全球的碳酸锂产量增量

主要来自中国。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碳酸锂产能 110×104 t，产
量达 51.79×104 t，产量同比增长 31.1%；氢氧化锂产

能 70×10 4   t，产量达 31.96×10 4   t，产量同比增长

30.1%；氯化锂产能 2.5×104 t，产量 1.75 万×104 t，产
量同比下降 21.2%，其中碳酸锂作为一种最重要的锂

盐产品，可再加工成其他锂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新
 

表 2    主要提锂工艺对比（据张秀峰等，2020；张亮等，2020；郑绵平等，2023）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in lithium extraction processes

提锂工艺 主要流程 优缺点

矿石提锂

硫酸法 锂精矿→焙烧→硫酸化焙烧→浸出→沉淀过滤→碳酸锂产品
工艺流程易控制，锂回收率高、产品质量可靠，能

耗较高

石灰石焙烧法
锂精矿+石灰石→焙烧→浸出→过滤洗涤→蒸发结晶→碳酸锂产

品或氢氧化锂产品

流程简单，设备腐蚀小，原料来源广，锂回收率较

低，物料流通量大，经济效益较差

硫酸盐焙烧法 锂精矿+石灰石→焙烧→酸浸→过滤→除杂→沉淀→碳酸锂产品 锂回收率较高，生产成本较高

氯化法 锂精矿+氯化剂→焙烧→浸出→浓缩除杂→沉淀→碳酸锂产品
流程简单，锂回收率较高，炉气腐蚀性强、对设备

要求高

卤水提锂

膜分离法 使用各类型的滤膜将卤水中的杂质过滤，然后富集沉淀锂
步骤简单，锂分离效率高，但对滤膜要求高，生产

成本较高，工艺成熟度不高

吸附法 通过选择性吸附分离富集锂，再浓缩沉淀锂
常与膜法结合使用提升锂浓度，适用于各类卤水，

成本低且回收率高，但工艺要求高、成本高

萃取法 通过有机溶剂萃取锂实现锂与其他杂质成分的分离和浓缩
适用于低锂含量的卤水，尤其是高镁锂比类型的

卤水，但此法对设备腐蚀较强，成本高

盐梯度太阳池法 卤水经蒸发沉淀过滤杂质富集锂

适用高锂含量、低镁锂比类型的盐湖，技术成熟、

工艺简单且成本低廉，生产周期长，对于盐湖禀赋

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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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消费电子电池、储能电池的生产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2024）。
从国内碳酸锂供给区域来看，碳酸锂主要生产

省份为江西、四川、青海三省。其中江西是中国最

大的锂云母资源分布省份，主要的生产企业为江西

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川是中国主要的

锂辉石资源分布省份，省内生产企业以天齐锂业股

份有限公司为代表；青海是中国主要的盐湖卤水资

源分布省份，省内以青海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盐湖有限公司等企业为代表。从国内碳

酸锂供给企业看，2023 年国内碳酸锂产量排名前

10 的企业分别为志存锂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

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永兴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西赣锋锂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昆仑锂业 (青海) 有
限公司、辽宁泰峰锂业有限公司及山东瑞福锂业有

限公司，这 10 家企业供应了中国 53.3% 的碳酸锂

产量。虽然中国是锂盐产品大国，国内锂盐企业众

多，但锂资源禀赋较差，仅依靠国内锂资源很难每

年释放大量碳酸锂产能，长期以来国内锂原矿资源

供给明显不足，依靠国外进口锂资源。国内碳酸锂

市场在 2023 年全年处于供应过剩格局 ，预计

2024 年供应过剩格局还将持续。2023 年前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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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锂产业链流程（据 USGS，2024）

Fig. 3    Lithium industry chain flow chart

  第 44 卷 第 2~3 期 文佳豪等：中国锂资源供需现状与资源保障程度研究 251  



国内碳酸锂处于过剩状态，5—7 月份碳酸锂出现短

暂的供不应求局面，8—12 月份处于紧平衡状态。

对应碳酸锂价格走势，从价格高位骤然大跌，第一

轮从年初的 52.50 万元/t 开始，至 4 月份的 17.30 万

元/t，跌幅约为 66.41%，在经历 2 个月的反弹后，从

6 月份的 31.60 万元/t 下跌至当前的 10.10 万元/t
（图 5）（第一财经日报，2023）。截至 2024 年 4 月

17 日，国内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在 11.15 万元/t，在需

求平稳增长的情况下，2025 年年碳酸锂价格预计会

稳定在 8~10万元/t。 

2.2　需求侧分析

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锂产

品消费国，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锂盐产品，中国碳酸

锂表观消费量从 2015 年的 7.4×104 t 增加到 2023 年

的 57.9×104 t，尤其从 2020 年开始增长迅速（图 6），
需求量稳步增长。由于氢氧化锂主要用作高镍三元

锂电池的原料，当前国外市场中更多生产和消费的

是高镍三元锂电池及其配套汽车，反之国内市场的

磷酸铁锂电池消费也占一定主导地位，对氢氧化锂

需求量相对有限。全球当前 90% 以上的氢氧化锂冶

炼产能都集中在中国，中国生产的氢氧化锂大部分

都出口到国外（邢凯等，2023）。
考虑到中国锂资源消费主要集中在锂离子电池

领域，本文依据未来新能源汽车总产量及其单车消

耗量对中国锂资源的未来需求进行简单测算。《中

国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显示，2025 年、2030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目标产量分别为 700 万辆、1500 万

辆，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提出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

的动力电池消耗 50~70 kg 碳酸锂（中国政府网，

2017；国际能源署，2021），预计 2025 年、2030 年中

国碳酸锂需求量至少可分别达到 35×104~49×104 t、
75×104~105×104 t。该预测结果与郑明贵等（2023）基
于灰色关联分析和 ARIMA-GM-BP 神经网络的组合

模型预测的 2025 年、2030 年碳酸锂需求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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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23年全球锂资源消费用途份额变化

（据 USGS，2016—2024，其他包括助溶剂、医疗等）

Fig. 4    Changes in global lithium resource consumption share
from 2015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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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3年中国碳酸锂产量与消费量对比及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走势（据我的钢铁网，2023；华福证券研究所，2024）

Fig. 5    Comparison of domestic lithium carbonat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23 and battery grade lithium carbonate price tre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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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2025 年 53×104 t、2030 年 83×104 t），此外

还有学者通过数学模型法、类比预测法、部门需求预

测法、“S”形预测法等方法，对中国碳酸锂的需求量

进行预测。如，崔晓林（2017）结合部门需求预测法

和灰色预测模型法预测 2025 年需求量为 21.61×
104 t，2030 年需求量达 38.43×104 t。袁小晶等（2019）
预测 2030 年需求量为 58.2×104 t。张泽南等（2020）
采用部门消费法按照行业用锂量对 5 个主要用锂部

门需求进行了预测，得出未来需求量分别为 2025年 31×
104 t、2030年 50×104 t。考虑到部分预测并未预见新

冠疫情冲击和锂价暴跌的形势变化，尽管预测方法

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但尚不能够反映目

前的真实情况和未来趋势。2019—2021 年由于新冠

疫情的影响，期间国内碳酸锂价格长期处于高位，碳

酸锂产量与需求量自 2020 年以来增长尤其迅速，但

自 2023 年以来，随着国内碳酸锂价格暴跌，国内碳

酸锂市场逐渐趋于稳定，碳酸锂产量与需求量增速

开始放缓（图 7）。总体来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

国碳酸锂消费量和产量仍将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

碳酸锂需求量将与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密切相关（包

括后续电池回收的锂）。因此，未来仍需加大锂矿勘

查强度，以保障锂资源供应。 

2.3　进出口

全球优质锂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澳洲锂矿和南美

盐湖，国内锂资源高度依赖进口。据海关总署数据，

2023 年中国锂辉石精矿进口量约 401×104 t，同比增

长约 41%，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巴西、津巴布韦、

加拿大等国，其中澳大利亚为中国锂辉石精矿进口

的主要来源国，进口占比 82%，进口途径较单一。全

年碳酸锂进口量达 15.9×104 t，同比增长约 16.6%，主

要来源于智利、阿根廷两国。其中从智利进口

13.9×104   t，占进口总量的 87.4%，从阿根廷进口

1.8×104 t，占进口总量的 11.3%。国内对氢氧化锂的

需求量相对有限，因当前全球 90% 以上的氢氧化锂

冶炼产能集中在中国，造成了中国氢氧化锂进口少、

出口多的局面（邢凯等，2023）。中国氢氧化锂进口

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作为世界重要的锂资源贸易

国，中国氢氧化锂出口量持续增加，已成为全球氢氧

化锂第一大出口国，2023 年产量 27×104 t，表观需求

量为 14.4×104 t，出口量达 13×104 t，出口量同比增长

约 39.2%，供应了全球 80% 以上的氢氧化锂，95% 以

上的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3　保障程度分析

全球锂资源储量丰富，但优质锂资源集中分布

在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相对而言，中国锂资源禀

赋较差，目前锂资源供给仍依赖海外优质锂矿。长

期以来，全球优质锂矿被美国雅宝公司和智利化工

矿业公司两家巨头占据，近年来，国内众多企业纷纷

开始“走出去”，部分中国上游电池厂家和锂电企业

通过海外并购、战略投资等方式掌握了部分国外优

质锂矿资源。如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控股全球

储量最大、品位最高、产销量最大的澳大利亚格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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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2022年中国碳酸锂表观消费量与产量及对外

依存度走势（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2023）

Fig. 6    Trend chart of China’s apparent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f lithium carbonate and external

dependence from 2015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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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碳酸锂产量与消费量相关关系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2023）

Fig. 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lithium carbonat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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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伟晶岩型锂矿，2022 年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刚果（金）和阿根廷布局开发锂矿山和盐湖锂资源。

但随着国外对本土产业链建设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锂矿资源频

频受限。例如，近日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名要求中

国 3 家企业（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格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

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所涉及的锂资源投资。由此

看来，在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企业想要掌控

海外锂矿市场核心任重道远。

反观国内供应情况，虽然拥有较丰富的锂资源，

且拥有较多具有锂资源采矿权证的项目，但真正开

采形成产量的较少，多数品位不高、开发难度大。目

前，国内盐湖型、伟晶岩型及花岗岩型锂矿均得到不

同程度的开采，但粘土型、地下卤水型、地热型等新

型锂矿尚未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阶段（王核等，

2022），锂辉石贡献增量有限，主要为盐湖及锂云母

增量。锂辉石方面，李家沟锂矿项目已经开始试生

产，2024 年预计带来 1×104 t 碳酸锂增量，新疆大红

柳滩 300×104 t/年采选项目预计 2024年开始投产，四

川省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3×104 t 锂盐项

目计划年底投料试产；锂云母方面，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宜春项目采选冶关键环节陆续投

产，预计 2024 年产量明显提升，深圳永兴新能源有

限公司和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底

完成了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的扩大申请；盐湖

方面，中信昆仑锂业（青海）有限公司新建的年产 2×
104 t 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已经实现达产，青海锂业

有限公司年产 1.5×104 t 电池级碳酸锂置换项目顺利

达产，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104 t 碳酸锂项

目预计 2024 年底建成，志存锂业集团有限公司年产

12×104 t 碳酸锂一期项目于 2023 年 7 月成功在新

疆巴州投产，是目前行业单体产量最大的电池级

碳酸锂项目，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
104 t/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基本建成，可实现年产 3×
104 t 碳酸锂生产产能（中国青年报，2021；华西证券

研究所，2024；绵竹市融媒体中心，2024）。
从国内锂产业链看，目前已形成较完整的锂产

业链，但上下游之间沟通协作程度有限，上游锂资

源未能向下游锂产品高效转换，锂产业发展水平与

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郭志锋等，2017）。中国锂

矿资源量增长缓慢，供应能力弱，产业链具“开发

能力弱、锂化合物加工能力强、消费强劲”的特点，

各环节发展不平衡（魏汐竹等，2023）。锂云母矿的

锂品位相对较低，生产成本较高，且在提取过程中

杂质过多，以往常被用于低端的玻璃陶瓷工业中；

锂辉石矿相对于锂云母矿品位更高，生产成本低，

其生产加工的电池级碳酸锂被广泛应用于汽车锂

电池领域。此外，高镁锂比盐湖锂提取技术近年来

取得重大突破，其中蓝科锂业公司的超高镁锂比盐

湖卤水提锂技术为中国青海盐湖碳酸锂项目产能

释放提供了技术保障（盐湖股份，2024）。此外，

2023 年中国新能源电池退役 16.8×104 t，同比增长

78.3%，因此未来产业链下游的大量退役锂电池回

收利用可作为中国锂资源保障的重要一环。

总之，中国锂产业在国际环境复杂化和资源禀

赋有限的双重挑战下，需进一步提升资源掌控能力、

加强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

展奠定坚实的资源保障，并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循

环利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对策建议

中国锂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部分项目开发

进度缓慢。虽然国内的盐湖卤水锂资源、锂辉石、锂

云母等较丰富，但锂资源禀赋不高；尽管近年来锂资

源储量快速提升，但主要为云母型锂矿，相对更优质

的锂资源尤其是西部地区包括硬岩型和盐湖卤水型

锂矿均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导致中国锂资源对

外依存度较高，存在“卡脖子”风险。目前，中国锂产

业链仍存在较多问题。基于此，提出几点建议，助力

推动中国锂产业高质量发展。

（1）紧密结合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强国

内勘查开发力度，合理推进锂矿资源开发利用。综

合来看，锂辉石矿开发成本低且品位高，是中国未来

需要重点勘查开发的类型，随着勘查投入的持续加

大，四川省锂辉石矿有望成为中国锂资源保障的重

要供应地。因此，需重点加强新疆阿尔金地区锂辉

石矿勘查工作，持续巩固四川甲基卡、可尔因、新疆

大红柳滩等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地区的勘查工作。加

快推动川西甲基卡、可尔因锂矿山扩大产能，实现甲

基卡、可尔因地区锂矿规模化开发。同时，伟晶岩型

和盐湖型锂矿仍是优质锂资源的重要来源，但主要

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由于西部地区极其恶劣的自

然环境，基础设施较薄弱，就地建设选矿厂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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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导致锂资源开发、产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

未来需统筹规划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西

部地区锂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2）加强科技创新，攻关新型提锂技术。面对未

来大量的碳酸锂需求量，应继续研发提升高镁/锂比

值的提锂技术，提高盐湖型锂资源利用效率，推进青

海、西藏地区碳酸锂项目的生产与扩建，以释放中国

盐湖产能。攻关粘土型/沉积型等新型锂矿的提锂技

术，为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锂资源开发利用提供

技术保障。

（3）促进国内国外市场协同发展。单单依靠国

际市场不现实，但未来依然不能放弃国际市场，应继

续加大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扶持力度，有

关企业积极布局开发海外优质锂矿，建议加大对南

美盐湖锂资源的投资，考虑加强非洲刚果（金）锂资

源的战略合作与布局，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国内矿业

市场，国内国外市场协同发展，实现中国锂资源产业

链的安全保障。

（4）上中下游行业企业加强沟通协同，共同完善

优化锂产业链布局。上游锂矿和锂盐企业要加大投

资力度，争取最大程度地释放现有产能，下游企业应

与上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供需关系，促进上

游资源向下游高端产品高效地应用转化。此外，应

完备锂产业链下游回收体系，以应对大规模新能源

电池退役，同时提升废旧锂电池等含锂物料的有效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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