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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围绕碳酸锂及储能领域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碳酸

锂供需分析、储能的技术及应用、新型电力系统下储

能发展现状分析、双碳目标下储能的机遇、行业如何

回归良性循环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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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酸锂供需分析（发言人：傅大伟 上海有色网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销售总监） 

供应端：虽有氢氧化锂转产到碳酸锂的项目持续爬坡，但锂盐和锂矿持续下行导致外采原

料企业仍处亏损，倒逼其被动减停产。此外不少企业主动减产降低库存压力，行业整体开工率

仍下行。9月智利出口到中国的碳酸锂数量环比 8月虽有所减少，但此系季节性到港因素影

响，且港口库存较多，因此并不会影响碳酸锂 10月的整体供应。 

需求端：预计 10月，虽数码端口有小幅提振预期，但动力和储能板块均无明显好转迹

象，且电芯库存偏高，导致整体对于碳酸锂的需求偏弱。短期锂盐上下游预计博弈加剧，其中

锂盐厂触及成本线后挺价意愿较为激烈且贸易商炒作现象频出，而下游由于需求不佳且低价抢

订单导致对原材料价格把控要求极高，碳酸锂价格 10月或低位小幅反弹后维持平稳。 

四季度供需：2023 年四季度，从供应端来看，国内盐湖虽受到季节性影响减产，但海外矿

山和盐湖集中性产能释放导致整体供应仍呈增势。海外四季度对于锂盐的出货量仍有一定的指

标要求，届时会对中国碳酸锂的供应形成有效补给。需求端，不及年中预期，尤其是储能需求

大概率延后，对于整体需求产生一定冲击。此外，由于市场四季度末对次年一季度需求减少有

较大确定性，因此产业链提前减少备库和冲量需求，导致供需转为过剩，跌价成本下行，碳酸

锂价格从四季度末开始承压下行。 

图表 1 2023年 8月-2024年 8月 E供需平衡预测图表 

时间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

月 

2024 年 2

月 

2024 年 3

月 

2024 年 4

月 

2024 年 5

月 

2024 年

6 月 

2024 年

7 月 

2024 年

8 月 

2024

年 9 月 

产量 41724 38613 41601 42021 43533 42955 44262 45033 46874 48789 49780 50552 50905 

净进口 11093 13650 13052 13400 13837 9432 13175 12184 12317 12989 13753 13819 14593 

总供应 52817 52263 54653 55421 57370 52387 57437 57217 59191 61778 63533 64371 65498 

三元正

极 

9999 9520 9296 9321 9032 8512 8923 8867 9377 9182 8676 8684 9240 

铁锂正

极 

31873 29635 30763 29838 27370 24942 27136 30303 33003 34159 34093 34719 37156 

钴酸锂 3352 3292 3051 2994 2658 2157 2611 2769 2953 2849 2665 2701 3165 

锰酸锂 1835 2049 2151 1829 1280 1126 1239 1487 1784 1963 1374 1443 1659 

六氟磷

酸锂 

4007 3532 3505 3451 3381 3211 3565 3769 3794 3819 3944 3965 4335 

其他 1872 1754 1680 1700 1718 1930 1960 1948 1930 1918 1918 1930 1960 

苟化 3376 3271 3895 3853 3729 3652 3564 3729 3905 4081 3960 4048 4279 

总需求 56313 53052 54341 52984 49168 45530 48998 52872 56746 57970 56630 57489 6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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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平

衡 

（3496） （789） 312 2437 8202 6856 8439 4344 2445 3808 6904 6881 3703 

 

资料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从库存看：9-10月，由于碳酸锂价格的快速下行并致使多数厂家售价与生产成本倒挂，部

分锂盐厂选择低调开工，主动减产以消耗库存，叠加 9月中旬某盐湖大厂集中性低价抛货，多

因素导致 9月冶炼端库存相较此前明显下滑，基本上降至 3万吨左右的水平，并向下游及其他

环节累积。库存天数：截至 2023年 9月 28日，上游冶炼厂库存为 30天，176 吨，平均天数

约为 25天左右，下游正极企业库存为 17，499吨，平均约为 9天。未来库存预测：整体方向

来看，随着 10月碳酸锂价格的逐步企稳，此前因锂盐价格持续下行而受到抑制的下游需求或

将重新小幅释放，以下游环节备采力度小幅增长，冶炼端库存继续向其他环节传导。其他库

存：当前下游整体动力及储能市场均需求不振，车企及集成商对电芯需求疲软，提货缓慢，电

芯厂在前期已有一定电池成品库存的情况下，对锂盐多数仍以刚需采买为主。而随着锂盐价格

逐步由跌至震荡局面，或将刺激贸易商环节进行逢低补库，推动该环节库存小幅上行。 

2.储能的技术及应用（发言人：谭鑫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先进电池与材料工程中心材料研究室

主任） 

储能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储能电池开始加速爆发，目前处于“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

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总计 142.7GWh，同比增长 204.3%。2022 年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

锁定全球储能电池市场的前三，其中亿纬锂能出货量达到 9.5GWh，同比增长 850%,21 年亿纬

市场份额仅为 2.3%，22年快速增长至 7%。随着储能市场的高速增长，根据 SNE Research的

数据，2022 年全球储能电芯出货量达到 122GWh，同比增加 177.27%，近两年来一直维持在

100%以上的增速。新型储能技术已经开始走向应用，短期锂电池仍将是主流动力电池。2023

年是钠电池产业化元年，钠电池有望用于大规模储能与中低速车市场。全固态电池则是未来动

力电池的创新方向，但距离量产还需要 5-10年时间。半固态电池在国内多家企业已经实现产

业化并应用于多款车型。4680电池有望在 2024年量产。磷酸锰铁锂与复合铜箔等技术则有望

在未来 2-3年内实现规模化生产。预计随着 4680电池、钠电池和磷酸铁锂等技术将在未来 2-

3年内率先实现储能领域的规模应用。 

各项储能技术主要对比：抽水蓄能由于其可靠性、长生命周期及可控的初投资，仍为当前

经济性最优储能技术。锂离子电池技术经过几年的研发迭代，初投资降至 1500 元/KWh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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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循环寿命较低。钠离子电池由于产业链及产能并未建立，其相对于锂离子电池的理论成本

优势尚未体现，度电成本依然较高。液流电池当前的投资远高于其他品种电池，但其循环寿命

也较高。 

图表 2 各项储能技术参数占比 

储能技术 功率部分

单位投资

（元/KW） 

能量部分

单位投资

（元

/KWh） 

日历寿命

（年） 

循环寿命

（次） 

残值率

（%） 

系统效率

（%） 

放电深度

（%） 

年衰减率

（%） 

运维成本

（%） 

磷酸铁锂

电池 

440 1250 12 6000 10 85 90 2.5 1.5 

全钒液流 3980 2380 20 15000 40 70-75 100 0.5 0.5 

铁铬液流 3350 2010 20 10000 40 70-75 100 0.5 0.5 

钠离子电

池 

440 900 6 3000 5 85 90 4 1.5 

氢储能 4400 185 20 24000小

时 

10 40 100 0 3 

抽水蓄能 5000 100 30 - 10 75 100 0.5 2 
 

资料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图表 3 各储能技术当前技术经济性参数 

技术名称 技术经济性参数 

锂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150-350wh/kg 

储能效率：90% 

储能时长：1h-2h 

响应时间：s级 

功率：百 KW-百 MW 

初投资：1500-2000元/KWh 

建设周期：3-6个月 

循环寿命：3000 次 

储能成本：0.6-0.7元/度 

抽水蓄能 能量密度：0.27-1.5wh/kg 

储能效率：75% 

储能时长：6-12h 

响应时间：分钟级 

功率：GW级 

初投资：1000-1500元/KWh 

建设周期：5-6年 

循环寿命：30000次 

储能成本：0.25 元/度 

压缩空气储能 能量密度：550-100wh/L 

储能效率：50% 

储能时长：4h-数日 

响应时间：分钟级 

功率：百 MW 

初投资：1500-2000元/KWh 

建设周期：6-12 个月 

循环寿命：20000次 

储能成本：0.3元/度 

重力储能 能量密度：N/A 

储能效率：85% 

储能时长：4h-数日 

响应时间：s级 

功率：几十-百 MW 

初投资：4000-5000元/KWh 

建设周期：8-10 个月 

循环寿命：30000次 

储能成本：0.3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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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100-200wh/kg 

储能效率：90% 

储能时长：1-2h 

响应时间：s级 

功率：百 KW-百 MW 

初投资：4000-5000元/KWh 

建设周期：3-6个月 

循环寿命：2000 次 

储能成本：0.6-0.7元/度 

 

资料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3．新型电力系统下储能发展现状分析（发言人：张钟平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综合能源研究中心储能研究所所

长）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有计划分步

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全球治理。 

储能行业现状：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比 94.5%，压

缩空气储能占比 2.0%，液流电池储能占比 1.6%，铅酸（炭）电池储能占比 1.7%，其他技术路

线占比 0.2%，全国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 870万千瓦，平均储能时长约 2.1小时，

比 2021年底增长 110%以上。 

储能平均时长为 2h，新能源储能配置时长为 1.6h，火电厂配储能为 0.6h，电网储能为

2.3h、用户储能为 5.3h。华北、西北地区以新能源配储能为主，华东区域新能源配储能、电

网侧储能与用户侧储能应用分布较为均衡，南方区域以火电厂配储能为主。新能源配储至多弃

电期间一天一充一放运行，个别项目存在仅部分储能单元被调用、甚至基本不调用。 

储能等效利用系数情况：电储能平均等效利用系数为 12.2%，新能源储能系数 6.1%，火电

储能 15.3%，电网储能 14.8%，用户储能 28.3%，相对华北、西北地区等效利用系数高于其他

区域。储能造价大多约在 1500-3000 元/KWh 之间，项目间由于边界条件不同造价差异较大，

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储能项目的盈利水平不高。未来对长时储能、季节性储能需求会越来

越大。而储能具有电源和负荷的双重属性，是重要灵活性调节资源，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

要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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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22年全国新型储能装机占比 图表 5 全国储能累计与新增装机规模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不同渗透率下对灵活性资源的需求: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对系统基本没有影响，

产生极少的局部影响。第二阶段，负荷与净负荷之间的变化日益明显，需要改进系统运行方

式，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系统灵活性资源。第三阶段，供需平衡难度加大，需要系统性地提高电

力系统灵活性，现有设施和改进运行方式难以满足灵活性需求，需要对新的灵活性进行投资。

第四阶段，VRE发电量足以提供大部分电力需求，系统运行需要加强受到扰动后迅速相应的能

力。VRE也要提供频率响应服务，如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第五阶段，VRE发电量经常超过电

力需求，出现负净负荷的结构性过剩，在某些时段完全由 VRE供应，不需要火电提供负荷，需

要转移用电需求，以及迈进电气化创造新需求，增加与相邻系统的电力交换。第六阶段，主要

挑战是在风能和太阳能可用率持续较低时（比如数周）满足电力需求，需要季节性储能，以及

应用氢合成燃料。目前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家都处于第二阶段，VRE 发电量

占比为 10%左右，依赖系统现有的灵活性来消纳可变可再生能源。西北地区已经由第三阶段迈

入第四阶段。进入第四阶段的只有丹麦、爱尔兰和德国等少数国家。 

图表 6 不同渗透率下对灵活性资源的需求 

 

资料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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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的热点问题：在集成设计方面，缺少顶层设计和系统考虑，多为定制设计及示范应

用，缺少长时间运行验证。在运行管理方面，缺少冗余的安全保护及长寿命的管理策略，热管

理和一致性管理综合分析及诊断还有待完善。在消防环节方面，更多的是参考建筑消防，缺少

系统安全的解决方案。在运营维护方面，维护比较复杂，检修要求高，对运营管理人的要求

高。除此以外，储能还面临利用率低、配储规模缺乏科学论证、成本缺乏疏导机制、商业模式

欠缺等缺陷。 

4.双碳目标下储能的机遇（发言人：马福元 浙能技术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 

储能的机遇：煤电是中国碳排放最大的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3%，是

未来减碳的最大主体。未来，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将在成本、环保等方面，以压倒式优势

让煤炭等化石能源加速退出。对于整个电力系统而言，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高速增长

和煤电的不断退出，将逐渐形成一个新能源电力高占比的电力系统，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4月明确储能产业发展目标——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3000

万千瓦。 

储能的发展技术：储能主要通过电和热的形式进行，而电储能是主要的储能方式： 

图表 7 储能的分类 

 

资料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抽水蓄能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大规模储能技术，占比 90%左右。优点在于规

模大、寿命长、成本低；缺点在于依赖地质资源，要有山、有水、有落差，随着可选地区减

少，占地、移民难度增加，成本上升。电化学储能是增长最快的储能技术，截至 2021年底，

全球装机达到 25G，我国 5.7GW，优点是响应快、配置灵活、控制精准，应用范围广、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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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输、配送、运等环节，电池的成本在不断下降，目前磷酸铁锂价格约 0.7-0.8元/Wh，循

环次数达到 12000 次。工商业储能的峰谷价差在 0.7 元/KWh以上具备配储的经济性。假设循

环寿命为 5000次，储能固定成本 1.55元/Wh，在电价谷值 0.25 元/KWh时充电，在点价峰值

0.95 元/KWh 时放电，即峰谷价差达到 0.7元/KWh 时，储能的收益率达到 9.82%，具备经济

性。截至 2023年 7月全国已有 10省中午实行谷电价，19省峰谷电价差超过 7毛，用户侧储

能市场有 6万亿。新型储能是除抽水蓄能外的新型电储能技术，按照 2个小时时长配置储能，

未来 5年需要新型储能的容量为 60GWh，1GWh 大约是 15-20亿人民币投资，60GWh 的储能装机

容量将带来 900-1200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市场。新型电力系统具有四高特征，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高度数字化、高度智能化。 

图表 8 全球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MW） 图表 9 我国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MW）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图表 10 储能峰谷价差套利弹性测算 图表 11 基础数据假设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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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各省低谷电价时间段 图表 13 各省峰谷电价（元/KWh）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5.专家论坛：储能从价格到价值战，行业如何回归良性循

环？ 

从中长期来看，去年储能非常火热，今年不及预期，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从国家投资

角度来说，电力发电投资行业不如去年，所以整个大的市场份额在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去年资

金进入后，新能源的产量快速增长，虽然中长期来看新能源产业有很好的前景，但是从去年到

今年，需求的增长远不及产能。第三个原因是行业规律，任何一个行业都遵循从新生到行业大

规模退化的规律，包括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持续发展下去？首先，储能不光有量还要有质的增长，需要持续技术创

新，未来在支撑电网发展上储能仍有大需求。第二，从储能的集成商和运营商角度考虑，采购

设备要考虑设备成本，回收成本的时长是关键，如果能做到一天三次充放，回收时间加快，盈

利空间会更大。现在电源端、用户端充放次数太少造成储能运用效率不高，有了更强的储能就

能调动整个市场的资源。第三，从设备装备、储能市场来看，任何行业都会逐渐饱和，因此要

向外拓展，以内循环为主，再来外循环，要对海外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政策、对中国产品的进

入、监测机制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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