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锂离子电池发展迅猛，带动负极材料市场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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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究了现下锂离子电池及其负极材料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现状，并

分析了受政策环境支持、市场需求增长、环保压力紧迫、竞争环境规范等利好因

素影响，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行业发展前景依旧巨大，其需求与日俱增。而随着

下游行业消费再次升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贝特瑞、杉杉股份等全国主要

锂离子负极材料生产厂商或将有所受益。 

一、行业概况 

石墨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具有耐高温性、抗热震性、导电性、润滑性、化学

稳定性以及可塑性等众多特性，一直是军工与现代工业及高、新、尖技术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产业界、政府对石墨战略资源也日益重视，使石墨产

品的价格迅速攀升。 

目前由于我国世界锂离子电池的迅猛发展，拉动了对石墨材料的需求，不仅

使石墨行业效益大幅提高，也使得大量社会资金不断涌入石墨及其派生行业。其

原因主要系石墨可通过对原始材料进行表面改性和结构调整，使其部分无序化或

者在各类材料中形成纳米级的孔、洞和通道等结构，加大锂离子嵌入和脱嵌反应，

成为其负极材料，使锂离子电池具有高压实、高容量、长寿命等特性。 

锂电池主要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和电解液等构成（表 1），其性能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极材料，该材料在锂离子电池中的成本占比为 5%-15%。  

表1：锂电池成本构成表 

分类 百分比（%） 

正级材料 40-46 

负极材料 5-15 

电解液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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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IT 

二、行业市场规模 

锂离子负极材料前景与锂电池的发展状况休戚相关，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赛迪智库于近日发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白皮书（2015 版）》数

据显示：2014 年，全球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储能等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全

球锂离子电池产业规模稳步扩大至 2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增幅比 2013 年

下滑 9个百分点（见图 1）。按容量计算，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达到 53.6GWh，

同比增长 21%。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动力电池驱动效应

显现；二是产业发展重心进一步向我国转移；三是技术创新步伐逐步加快；四是

产业整合力度持续加强。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和韩国，

三者占据了全球 95%左右的市场份额。2014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格局并未

发生改变。由于各国发展态势不一，日本增速开始回暖，韩国增速明显下滑，我

国保持稳健增长势头，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1：2010年-2014年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规模 

隔膜 10-14 

其他材料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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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IT和赛迪智库 

图2：2011-2014年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赛迪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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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负极材料产业继续受益锂电池下游需求增长，同时自身出现了量涨价

跌的局面。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调研显示，2014 年我国锂电池负

极材料产量约 5.16 万吨，同比 2013 年 3.5 万吨增长了 47.43%，2015 年我国负极

材料产量 7.28 万吨，同比增长 42.7%，而其产值为 38.8 亿元，同比 2014 年增长

35.2%。其中近几年我国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生产情况具体如图 3 及图 4 所示： 

图3：2011—2015年锂电池负极材料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图4：2011—2015年锂电池负极材料产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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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高工锂电产业研究所（GBII） 

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步普及，未来负极材料的市场需求仍将出现巨大缺口，

其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其中负极材料的需求增长最快的将是人造石墨，目前人造

石墨负极材料的均价已高于天然石墨。 

三、行业利好因素 

（1）各国相关政策有利于锂电负极材料和石墨加工产业的长期发展 

锂电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新能源材料，长期以来受到国家科技政策和产业政

策的支持，并被列入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及目录。近年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

了相关法规和政策，为我国锂电材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

国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在更高的起点上与国际同行竞争。而全球主要工业国和地

区也陆续颁布了大量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措施，加大了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力度，

为行业未来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将有利于锂电负极材料和石墨加

工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2）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给锂电负极材料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锂电池在工业、国防、科技、生活领域

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作为锂电池的核心材料，锂电负极材料的市场需求不断提

高。近年来，便携式电子消费品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电动汽车产业在世界

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将开始商业化推广，这都将促进锂电池行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给锂电负极材料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3）日益紧迫的环保压力促进了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二次锂离子电池在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工具等领域的加速

推广应用，有利于改善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量，改善环境。另

一方面，二次电池中铅酸、镍镉电池的使用和废弃都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了较大污

染，而锂电池是具环保价值的绿色电池之一，其对这两种电池品种的替代全面符

合了当下对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由此释放出的巨大市场空间给锂离子电

池产业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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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入条件给上游行业带来了规范的竞争环境。  

为引导石墨行业健康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保护生态

环境，提升安全水平，2012年11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石墨行业准入条件》

（2012年第60号）文件。为加强石墨行业准入管理，做好石墨行业准入管理工作，

2012年11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石墨行业准入公告管理办法》。行业准入

条件的发布，一方面避免原材料供应无序竞争，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为上游持续

地提供原材料形成一定的保护，为规范生产及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竞争环境。 

四、行业发展态势 

（1）下游行业消费再次升级，动力储能成为新兴方向 

电子数码产品经历了多年的快速上涨之后，预计未来会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随着电子数码产品向着便携化的方向发展，下游行业消费再次升级，对电池产品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电池行业将向着能量密度高、容量大、重量轻的方向

发展。而受益于下游行业的需求推动，绿色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将对镍氢、镍镉等

低能量密度的电池产品形成规模化替代效应。动力储能领域则系锂离子电池应用

的另一大优势新兴领域。目前锂离子电池已在动力领域中的电动工具、电动自行

车市场、混合动力汽车和储能领域中的商用储能市场初具规模。其以具有比能量

高、循环寿命长、快速充放能效高及绿色环保等优点，通过生产规模化效应降低

产品价格，在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混合动力汽车、储能电源、储能电站等多

个市场成功淘汰了镍氢电池、铅酸电池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是目前该领域内最

具优势的产品。而在能源危机、环保压力及汽车产业升级需求的背景下，政府层

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如财政补贴、充电设施建设、机动车限购、扶持性电价等优

惠政策助力新能源汽车发展。其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发展趋势向好，势

必还将惠及锂离子电池及负极材料产业逐步迈向成熟。 

（2）技术革新促使市场扩容，负极材料需求与日俱增 

随着产业规模提升及材料国产化，锂离子电池技术日趋成熟，成本逐步降低。

其正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反复的检测试验，在动力、储能等领域开始大规模的

投入使用，实现了对价格低廉和技术成熟的铅酸电池的替代，市场占有率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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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锂电池市场的增长必将带动对锂电池材料的需求，尽管在锂电池原材料构成

成本中，负极材料仅占生产成本的 5%-15%，但伴随新能源汽车的逐步普及，电

池工艺越发成熟，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增加，其对于锂电池的材料的拉动作用逐

渐明显，未来负极材料的市场需求将与日俱增。其中由于性能均衡且与电解液兼

容性好，人造石墨负极材料还将成为聚合物数码锂电池、动力和储能锂电池的主

流负极材料。同时 4G 时代来到也加快了锂电池在通信储能领域的应用步伐，也

为人造石墨负极材料销量的增加提供了广阔空间。 

（3）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材料供应呈现区域化 

目前负极材料以天然石墨和人工石墨为主，占锂电池成本较低，在国内基本

全面实现产业化。从各行业看，负极材料集中度较高，且日本向中国产能转移比

较明显。在全球负极材料市场上，生产企业主要包括日本的日立化学、JFE 化学、

三菱化学日本碳素以及中国的贝特瑞、杉杉股份等，2014 年以上企业的市场份

额之和达 80%以上。其中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以日立化学、杉杉股份为主，天然石

墨负极材料以贝特瑞、三菱化学为主，MCMB 负极材料以 JFE 化学、杉杉股份

为主。近几年，中国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之我国又是负极材料原料的主要产

地，拥有大量的石墨矿产资源，国家又大力推动锂电产业发展，锂电负极产业正

不断向中国转移，我国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而从企业

看，产能和产销量亦日益向少数几家核心企业靠拢。其中国内行业龙头企业通过

对负极材料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强化公司产品原材料采购方面的议价能力，

提高生产设备的使用效率等，增强市场竞争力，淘汰弱小企业，使之负极材料供

应呈现区域化。 

（4）行业内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多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以及 2014 年末下游小客户的倒闭浪潮，迫使负极材料

生产企业不得不开始谋划转型升级，细分市场相继出现，差异化高端负极材料的

研发逐渐受到重视。其中人造石墨将是仅借鉴传统碳素行业的提纯技术，且除生

产设备和工艺进行改进外，也将注重从源头研究和控制各种前驱体原材料，改变

以往的粗放经营模式，实现精细化管理，力争成为优质大客户的供应商。此外，

国际市场仍有增量空间，国际大客户一般在账期和结算方式上与国内客户相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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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差异化营销进军韩国和日本等国际锂电池市场将成为第二阵营企业摆

脱当前困局的新突破口，届时行业贝特瑞、杉杉两大巨头垄断出口的局面将会被

打破。因此现阶段持续、稳定地发展非金属矿超细深加工技术，稳步提升产品附

加值，差异化营销抢占市场成为负极材料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或许将构建中国完

全自主的锂离子电池产业，重塑负极材料行业格局。 

五、相关上市公司 

深圳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5185）：公司成立于2000

年8月，系中国宝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同时旗下拥有鸡西贝特瑞、鸡西

长源矿业、山西贝特瑞、天津贝特瑞、惠州贝特瑞等子公司，负极材料产能达到

30000吨/年。目前贝特瑞已经成为供应三星SDI、LG化学、韩国SK、松下等国际

大客户的第一供应商，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硅碳复合材料、软碳、石墨烯等、

钛酸锂等新兴材料。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884）：公司成立于1992年，系国内

首批进入锂离子电池材料市场的企业，经过多年持续投入，已在上海、宁波、长

沙、郴州、东莞、廊坊等地设有6家生产企业和1家研究院，成为中国最大、世界

综合产能前三的锂离子电池材料综合供应商，是日本IIT总研年报中连续四年唯

一上榜的中国锂电材料制作商，已与三星、LG、索尼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目前公司拥有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

公司等多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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