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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写在能源边上

of Energy
Edge

今年上半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超出了预期。根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266.1万辆和260万辆，同比均增长1.2倍，市场占有

率达到21.6%。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乘用车总销量的

24%，中国品牌乘用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已达到39.8%。

不过，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提速，产业链上下游部分

零部件及配套设施的短缺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曾表示：“汽车强国

的底层是零部件强国。”

在新能源汽车的众多零部件中，电池因其重要性和在整

车成本中的较大占比，无疑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受关注的

零部件。近来，动力电池因其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更是备受关

注。

上海钢联的数据显示，10月12日，电池级碳酸锂上涨至

52.75万元吨，而这一价格在2020年9月还曾是4万元/吨。供

不应求，或许是锂价暴涨的直接原因。

从国内市场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屡创新高。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1～8月，我国

动力电池累计产量为303.8吉瓦时，累计同比增长172.3%。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产量118.7吉瓦时，占总产量的39.1%，

累计同比增长123.2%；磷酸铁锂电池累计产量为184.6吉瓦

时，占总产量的60.8%，累计同比增长217.6%。

从国外市场来看，受需求影响，澳大利亚于9月20日举

行了年内第六次锂辉石精矿拍卖，最终成交价格为6988美元

/吨，较上一次成交价上涨10%。这一素有锂价风向标之称的

拍卖价格也间接影响了全球锂价的上涨，同时也反映出全球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火爆。而动力电池原材料的涨价，把压

力直接传导至下游车企。

一 般 而 言 ， 电 池 在 纯 电 动 汽 车 中 的 成 本 占 比 为

30%～40%，但当前电池成本已经达到了60%。这也难怪在

“2022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诉

苦”道：“我们现在不是在给宁德时代打工吗？”

作为动力电池界的老大，宁德时代的利润尽管也受到了

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但其近年来仍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据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介绍，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全

球市场份额达到了34%。目前其电池产品已经覆盖了全球55

个国家和地区，动力电池出货量超过了400吉瓦时，全球每

三辆电动车中就有一辆配套宁德时代的电池。

曾毓群认为，矿产资源并不是产业发展的瓶颈，目前已

探明的锂资源储量可以生产160太瓦时的锂电池，足够生产

全球需要的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此外，他认为电池里面绝

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目前宁德时代镍钴锰的回

收率已经达到了99.3%，锂达到了90%以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理事长欧阳明

高在“2022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也同样提到了电池的回收

问题。他指出，未来，动力电池要进行材料回收再生，通过

循环利用节省资源，减少能耗，降低排放。

为了给锂价降温，解决电池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国家

队”也开始出手。9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组织召开了锂资源产业发展座谈会。会上，除了强调锂行业

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

平开放的产业环境，还提到要“多开发、稳进口、减量化、

促回收”，协同各方加快国内资源开发利用，尽快形成供给

能力。

新能源汽车作为一个产业链各环节紧密相连的行业，

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阻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因

此，让锂价回归理性，打通电池原材料供应链的堵点，是当

下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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