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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过剩格局未变 锂价或震荡探底 

策略摘要 

回顾 2025 上半年：受去年下半年连续去库以及年后旺季需求预期支撑的影

响，碳酸锂期货今年一季度价格较为稳定，在年初小幅拉涨后回落平稳运行，碳

酸锂期货 2505 合约自年初 77800 元/吨反弹至 81680 元/吨，涨幅 4.99%，

随后回落至 74160 元/吨。但进入二季度后，虽然初期整体产量有所下滑，但由

于中美关税战冲击，需求增速下行，行业重回累库节奏，供需失衡持续，碳酸锂

期货 2507 合约从 4 月初的 74500 元/吨下跌至年内低点 58460 元/吨，跌幅达

21.53%。在先扬后抑的上半年，几个重要的行情阶段值得关注：1 月 20 日至 3

月份，随着盐湖放量，碳酸锂整体产量库存双双回升，价格从年内高点跌至 81680

元/吨跌至 73000 元/吨附近，跌幅超 10%；4 月 7-5 月 29 日，在自身基本面

上，供给端不仅整体产量进一步提升，进口量亦明显增加，需求端正极材料环比

增速欠佳，而对市场打击更大的是，美国宣布“对等关税”的关税政策超预期使

得商品整体大跌，进一步打压碳酸锂价格，碳酸锂期货价格从 73000 元/吨左右

连续下跌至年内低点 58460 元/吨，跌幅近 20%；进入 6 月份，随着美国对中

国关税豁免延长三个月，中美关税战出现缓和，储能抢出口带动需求对盘面形成

一定支撑；近期，相关会议指出淘汰落后产能，带动新能源板块集体反弹，且碳

酸锂 7 月份需求或超预期，部分下游大厂存在接仓单可能，碳酸锂期货价格反弹

至 64000 元/吨附近，反弹幅度近 10%。 

展望 2025 年下半年：整体来看，2025 年上半年碳酸锂市场波动较去年有

所降低，尽管短期或有种种因素打乱节奏，但行情整体仍然围绕自身基本面发展。

展望 2025 年下半年，碳酸锂整体供需格局或仍难改变，总体供给仍显过剩，在

矿端以及锂盐厂没有出现明显减产之前，碳酸锂市场或仍然维持震荡探底过程。

我们预计，虽然近期存在储能抢出口现象，需求端有一定支撑，但随着关税豁免

到期，储能端需求增长持续性有待验证，新能源车渗透率的停滞，从中长期来看，

增加了需求端的不确定性。随着近期价格的反弹，锂盐厂利润得到恢复，低价引

发的可能性减产或不及预期，供应与库存双增格局不会轻易逆转，且部分锂盐厂

选择在期货上套期保值，使得反弹高度有限。若后续价格重回下跌，上游利润进

一步被大幅压缩，上游普遍进入亏损状态，市场交易成本支撑逻辑，则探底过程

会有所反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矿端已对低价出现一定抵抗，或成为制约下跌

趋势的重要因素。我们预计，2025 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将会在 4.5-7 万元/

研究院 新能源&有色组 

研究员 

陈思捷 

电话：021-60827968 

邮箱：chensijie@htfc.com 

从业资格号：F3080232 

投资咨询号：Z0016047 

 

师橙 

电话：021-60828513 

邮箱：shicheng@htfc.com 

从业资格号：F3046665 

投资咨询号：Z0014806 

 

王育武 

电话：021-60827969 

邮箱：wangyuwu@htfc.com 

从业资格号：F03114162 

投资咨询号：Z0014806 

 

封帆 

电话： 021-60827969 

邮箱： fengfan@htfc.com 

从业资格号：F03139777 

投资咨询号：Z0021579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证监许可【2011】1289 号 

 

 

 

mailto:wangyuwu@htfc.com


 
 

 

                                                           期货研究报告 | 碳酸锂半年报 2025-07-06 

2025 年期货市场展望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第 3 页 第 3 页 

吨运行，对于碳酸锂来说，整体震荡幅度依旧较大，对于产业客户与投资机构，

可把握阶段性下跌行情。 

核心观点 

■ 供应：矿端出现扰动 但锂盐产能过剩仍然较多 

锂矿在 2023 年转向过剩后，2024 年仍有较多矿端资源释放，但随着矿端

不断跌价，今年以来部分矿山出现减产等现象，供给端有一定干扰，澳大利亚锂

辉石产量从去年四季度 103.28 万吨的高位放缓至今年一季度 93.97 万吨，过剩

局面有所缓解。对于碳酸锂生产，2025 年下半年，若锂价不出现大幅反弹，长

时间维持在 7 万元/吨以内，预计会有部分高成本矿及回收企业逐渐减产退出，

同时新投产项目也有一定推迟，总供应量预计 165 万吨 LCE，仍会呈现过剩格

局。 

■ 需求：消费端增长依旧 但增速逐渐放缓 

从消费端看，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仍是消费增长的两个主要驱动。数据显示，

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34.4%和 35.5%，全球新能源车产量同比增速 24.45%。2025 年以来，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仍保持较高增速，海外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出现下滑。1-

5 月，国内新能源车产量为 569.9 万辆，销量为 560.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5.2%

和 44%，除中国外全球 1-5 月新能源车销量合计约 247 万辆。1-5 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出口 85.5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64.6%。对于 2025 全年，预计中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约 1650 万辆，同比增长 28%，全球约 2300 万辆，同比增长 26%。 

具体到电池端， 1-5 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241.4GWh,累计同比增

长 50.4%。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44.8GWh，占总装车量 18.6%，累计同

比下降 12.4%；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196.5GWh，占总装车量 81.4%，累

计同比增长 79.8%，磷酸铁锂份额占比同比提升明显。储能方面，市场仍能保持

高速增长，1-5 月储能中标容量 63.97Gwh，同比增长 25.75%，2025 年，预

计储能消费增速仍能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同比增速有望维持在 40%左右。其他

领域消费增长相对有限，总体来看，预计 2025 年全年碳酸锂消费增速约 22%。 

■ 平衡：过剩局面持续 库存压力持续增加 

上半年国内碳酸锂供需呈过剩格局，库存有所增加。对于 2025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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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价格回落，预计部分高成本矿减产，新项目投产进度预计放缓，全年预计过

剩 21 万吨 LCE。 

■ 库存：冶炼厂贡献主要库存增量  交割库存需密切关注 

SMM 库存数据显示，1 月份库存 10.82 万吨为今年低点，之后整体保持持

续增长态势，仅在 4-5 月份有所放缓，截至 6 月底，碳酸锂总库存继续攀升至

13.68 万吨的高位，其中冶炼厂库存为 5.9 万吨，下游库存为 4.06 万吨，其他

库存为 3.72 万吨。具体到库存结构来看，相比较于年初，冶炼厂库存出现明显

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整体需求增速放缓的同时，锂盐厂由于前期投产较多，

需要提高产量拉低单位成本，减产并不明显，且部分锂盐厂捂货挺价，导致库存

堆积，上游库存今年以来连续增长，是整体库存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下游方面，

经过年初的去库后，尽管下游在 2-4 月份有一定累库，但整体较年初增长不大，

目前维持在 4 万吨左右。另外，随着期货定价权的提升以及套期保值被广泛运用，

众多库存企业选择将期货作为销售渠道或是风险管理工具，同时较多期现贸易商

参与期货，使得仓单亦稳定在 3-4 万吨水平，对于后期，需要对交易所仓单情况

保持密切关注。从整体供需情况来看，我们预计，下半年锂盐库存仍会维持累库

格局。 

■ 结论：碳酸锂价格或持续探底 

根据供需情况来看，2025 年仍保持供需双增格局，整体过剩局面仍未改变。

但由于价格回落至相对较低水平，已影响部分项目开工及投产，且矿端扰动存在

较大影响，或导致供应增速放缓，过剩程度将有所降低。但由于碳酸锂现货价格

弹性较大，且供需有明显季节性，预计 2025 年下半年价格波动范围在 4.5-7 万

元/吨之间，对于产业客户与投资机构，可把握阶段性下跌行情。 

■ 策略 

锂盐厂及材料厂择机进行卖出套保操作，盐湖及自有矿企业可根据自身成本

情况在盘面卖出套保，外购矿生产企业及贸易商可根据采购销售情况进行套利。 

对于下游企业：在盘面贴水较多时，可通过点价等形式在从盘面少量采购。 

对于投机者：建议仍以逢高沽空为主。 

■ 风险点 

1、海外政策因素影响锂矿供应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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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环保正常影响锂盐生产， 

3、新能源汽车及储能产业政策利好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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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综述：先扬后抑，年初小幅反弹后连续下跌 

受去年下半年连续去库以及年后旺季需求预期支撑的影响，碳酸锂期货

今年一季度价格较为稳定，在年初小幅拉涨后回落平稳运行，碳酸锂期货

2505 合约自年初 77800 元/吨反弹至 81680 元/吨，涨幅 4.99%，随后回

落至 74160 元/吨。但进入二季度后，虽然初期整体产量有所下滑，但由于中

美关税战冲击，需求增速下行，行业重回累库节奏，供需失衡持续，碳酸锂期

货 2507 合约从 4 月初的 74500 元/吨下跌至年内低点 58460 元/吨，跌幅

达 21.53%。在先扬后抑的上半年，几个重要的行情阶段值得关注：1 月 20

日至 3 月份，随着盐湖放量，碳酸锂整体产量库存双双回升，价格从年内高

点跌至 81680 元/吨跌至 73000 元/吨附近，跌幅超 10%；4 月 7-5 月 29

日，在自身基本面上，供给端不仅整体产量进一步提升，进口量亦明显增加，

需求端正极材料环比增速欠佳，而对市场打击更大的是，美国宣布“对等关

税”的关税政策超预期使得商品整体大跌，进一步打压碳酸锂价格，碳酸锂期

货价格从 73000元/吨左右连续下跌至年内低点 58460元/吨，跌幅近 20%；

进入 6 月份，随着美国对中国关税豁免延长三个月，中美关税战出现缓和，

储能抢出口带动需求对盘面形成一定支撑；近期，相关会议指出淘汰落后产

能，带动新能源板块集体反弹，且碳酸锂 7 月份需求或超预期，部分下游大

厂存在接仓单可能，碳酸锂期货价格反弹至 64000 元/吨附近，反弹幅度近

10%。 

二、市场展望：弱势探底刺激去产能为主 

整体来看，2024 年上半年碳酸锂市场波动较去年有所降低，尽管短期或

有种种因素打乱节奏，但行情整体仍然围绕自身基本面发展。展望 2025 年

下半年，碳酸锂整体供需格局或仍难改变，总体供给仍显过剩，在矿端以及锂

盐厂没有出现明显减产之前，碳酸锂市场或仍然维持震荡探底过程。我们预

计，虽然近期存在储能抢出口现象，需求端有一定支撑，但随着豁免到期，储

能端需求增长持续性有待验证，新能源车渗透率的停滞，从中长期来看，增加

的需求端的不确定性。随着近期价格的反弹，锂盐厂利润得到恢复，低价引发

的可能性减产或不及预期，供应与库存双增格局不会轻易逆转，且部分锂盐

厂选择在期货上套期保值，使得反弹高度有限。若后续价格重回下跌，上游利

润进一步被大幅压缩，上游普遍进入亏损状态，市场交易成本支撑逻辑，则探

底过程会有所反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矿端已对低价出现一定抵抗，或成为

制约下跌趋势的重要因素。我们预计，2025 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将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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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万元/吨运行，对于碳酸锂来说，整体震荡幅度依旧较大，对于产业客

户与投资机构，可把握阶段性下跌行情。 

对于碳酸锂生产，2025 年下半年，若锂价不出现大幅反弹，长时间维持

在 7 万元/吨以内，预计会有部分高成本矿及回收企业逐渐减产退出，同时新

投产项目也有一定推迟，总供应量预计 165 万吨 LCE，仍会呈现过剩格局。 

从消费端看，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仍是消费增长的两个主要驱动。数据显

示，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34.4%和 35.5%，全球新能源车产量同比增速 24.45%。2025

年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仍保持较高增速，海外新能源车销量同比

出现下滑。1-5 月，国内新能源车产量为 569.9 万辆，销量为 560.8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45.2%和 44%，除中国外全球 1-5 月新能源车销量合计约

247 万辆。1-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85.5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64.6%。

对于 2025 全年，预计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约 1650 万辆，同比增长 28%，

全球约 2300 万辆，同比增长 26%。 

根据供需情况来看，2025 年仍保持供需双增格局，整体过剩局面仍未改

变。但由于价格回落至相对较低水平，已影响部分项目开工及投产，且矿端扰

动存在较大影响，或导致供应增速放缓，过剩程度将有所降低。但由于碳酸锂

现货价格弹性较大，且供需有明显季节性，预计 2025 年下半年价格波动范

围在 4.5-7 万元/吨之间，对于产业客户与投资机构，可把握阶段性下跌行情。 

 

 

图 1: 国产电池级碳酸锂（99.5%）价格及涨跌幅丨  

单位：元/吨 
 
图 2: 国产工业级碳酸锂（99.2%）价格及涨跌幅丨单

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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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产电池级氢氧化锂（56.5%粗颗粒）价格及涨

跌幅丨单位：元/吨 

 图 4: 国产工业级氢氧化锂（56.5%）价格及涨跌幅丨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5: 金属锂价格丨单位：元/吨  图 6: 碳酸锂与氢氧化锂价格丨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7: 磷酸铁锂和锰酸锂价格丨单位：元/吨  图 8: 钴酸锂价格丨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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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应端情况：资源端延续增量 产业链去产能为主 

据统计 SMM 统计，2025 年 1-6 月，国内碳酸锂产量约 42.96 万吨，

同比增加 43.91%，预计全年产量 90 万吨左右，同比增加 33%；1-6 月氢

氧化锂产量约 14.22 万吨，同比降低 18.56%。由于春节假期影响，整个一

季度产量呈现前低后高态势，并于 3 月份达到年内高点。分原料看，辉石端

月度产量受价格影响波动较大，但整体增量较多，云母端以及盐湖端并未由

于价格下跌出现减量，反而呈现逐步增长。国外看，澳洲、非洲及南美供应均

有增量。整体来看，随着近期价格的反弹，锂盐厂开工率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

能，整体产量预计继续增长，预计全年国内碳酸锂产量在 90 万吨。 

锂盐冶炼产能过剩较多，碳酸锂产能过剩局面暂时难以逆转，随着价格进

一步下跌，部分回收企业及外采企业会大幅减产甚至停产，部分企业将转为

代工。 

 

图 9: 中国碳酸锂月度产量丨单位：万吨  图 10: 中国氢氧化锂月度产能产量丨单位：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1: 中国不同等级碳酸锂月度产量丨单位：实物吨  图 12: 中国不同原料碳酸锂月度产量丨单位：实物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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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氢氧化锂月度开工率丨单位：%  图 14: 中国碳酸锂月度开工率丨单位：%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四、锂矿减停产及投产情况及成本跟踪 

4.1 资源端仍有增量，关注高成本是否减产停产 

从锂矿分布及供给来看，澳洲与南美洲锂资源分布较多，供应量也较多，

中国锂资源分布相对较小，近两年非洲增量相对较多。 

2025 年全年资源端供应量预计 157 万吨 LCE，非洲多个矿产项目贡献

较多增量，国内锂矿矿及盐湖也有较多增量，此外南美盐湖，澳洲矿山也贡献

一定增量。 

 

表 1:2025 年锂资源增量预期丨单位：万吨 LCE 

地区 2023 年 2024 年 2025 

澳洲 38 44.0  48.0  

非洲 6.7 15.0  20.0  

美洲 5 6.6  8.0  

南美盐湖 29.65 36.5  42.0  

中国矿 9.9 17.5  22.0  

中国盐湖 10.5 12.5  15.0  

其他 2 2.0  2.0  

合计 101.8  134.1  157.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4.2 碳酸锂生产成本及利润：成本差异大 高成本或被迫退出 

碳酸锂成本区间较大，使用盐湖生产成本较低，整体成本在 3-5 万元/吨，

其次是自有矿生产企业，现金成本在 4-6 万元/吨，由于矿价回调较慢，外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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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生产成本较高，今年大多数时间处于亏损情况，按照 7 月初最新矿端报价，

外购云母矿成本在 6.1 万元/吨，外购锂精矿成本在 6.5 万元/吨。 

2025 年，我们预计，全球锂矿过剩局面较难改变，锂矿价格可能进一步

走低，根据 SMM 数据，7 月初澳洲进口 6%锂精矿在 620-650 美元/吨，

2025 年下半年价格可能降至 500-600 美元/吨，由于澳矿定价模式转变为

M+1 或 M+2（下 1 月或 2 月锂盐价格折算），外购矿成本压力或有一定缓

解，国内锂云母价格也会随着碳酸锂价格回落逐渐降低，矿端通过提升副产

物利用率、提升采选技术等降低成本，成本有一定下移空间。 

 

 

图 15: 主要锂资源价格走势丨单位：元/吨 美元/吨 

 
数据来源：BNE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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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外购锂精矿成本利润丨单位：元/吨  图 17: 外氢氧化锂成本与利润丨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8: 碳酸锂加工费丨单位：元/吨  图 19: 资源一体化企业生产成本丨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0: 锂资源至碳酸锂成本曲线丨单位：美元/吨 

 
数据来源：SMM 公司财报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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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39.97%，其中从澳大利亚进口 115.0 万吨，从南非进口 39.5 万

吨，从津巴布韦进口 41.3 万吨。从锂矿进口数据来看，今年来自南非、津巴

布韦等地的锂辉石逐渐放量，我国澳矿依赖度有所降低，月均来自澳大利亚

的锂辉石进口占比在 50%以下。随着海外矿端投产以及产能爬坡，进口量预

计仍然保持大幅增长，其中非洲以及南美贡献主要增量，预计 2025 年矿端

进口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2025 年 1-5 月，国内碳酸锂进口量达 10.00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5.3%，预计全年进口量将达到 25 万吨。从进口国家上来看，国内碳酸锂的

进口国主要来自智利和阿根廷，其中从智利进口碳酸锂累计达 6.66 万吨，同

比减少 0.21 万吨，自阿根廷进口碳酸锂累计达 2.92 万吨，同比增加 1.3 万

吨。 2025 年 1-5 月国内碳酸锂出口量 0.21 万吨，预计全年出口量 0.4 万

吨。从出口国家上来看，国内碳酸锂的出口国主要是日本和韩国。2025 年海

外盐湖仍有增产计划，预计进口仍将保持增长。 

2025年 1-5月，中国氢氧化锂出口数量为 2.16万吨，同比减少 59.9%，

出口到韩国 1.27 万吨，同比减少 65.0%，出口到日本 7371 吨同比减少

52.2%。区域上看，福建省是主要出口地，占全国出口量的 58.8%；广东省

占 24.9%，江苏省占 13.5% 。1-5 月，国内氢氧化锂进口量为 0.647 万

吨，同比增长明显。 

 

图 21: 锂精矿进口量丨单位：吨  图 22: 氯化锂进口量丨单位：吨  

 

 

 
数据来源：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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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碳酸锂进口量丨单位：吨  图 24: 碳酸锂出口量丨单位：吨 

 

 

 
数据来源：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5: 氢氧化锂进口量丨单位：吨  图 26: 氢氧化锂出口量丨单位：吨 

 

 

 
数据来源：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六、消费端：消费增速仍较高 未来增速或放缓 

6.1 锂消费：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为主要驱动 

数据显示，2025 年 1-5 月份中国磷酸铁锂产量 128.5 万吨，累计同比

大幅增加 89%；三元材料产量 28.7 万吨，累计同比小幅增长 2%，1-5 月

份锰酸锂产量 5.34 万吨，同比下降 2%，钴酸锂产量 4.14 万吨，同比增长

23.95%，整体来看磷酸铁锂产量表现明显好于三元材料，份额占比提升至超

8 成，锰酸锂钴酸锂电极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从正极企业开工情况来看，

三元材料整体开工率较低，上半年维持 33%-44%开工率，而磷酸铁锂企业

在年初春节假期影响后开工逐步抬升但幅度有限，截至 6 月，磷酸铁锂企业

开工率为 57%。2025 年下半年，预计主要磷酸铁锂预计仍能保持一定增速，

钴酸锂在电子产品带动下产量也有望增加，三元材料份额不断被挤占，增长

预计有限，整体仍需观察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情况。2025 年 1-5 月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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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磷酸锂总产量约 9.57 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52.39%。  

从电池端来看，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统计数据，2025 年

1-5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销量为 527.5GWh，累计同比增长 69.8%。

其中，动力电池累计销量为 391.4GWh，占总销量 74.2%，累计同比增长

56.2%;其他电池累计销量为 136.1GWh，占总销量 25.8%，累计同比增长

126.1%。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出口达 102.9GWh，累计同比增长

68.0%。合计累计出口占前 5 月累计销量 19.5%。其中，动力电池累计出口

为 65.8GWh，占总出口量 63.9%，累计同比增长 29.2%;其他电池累计出

口量为 37.1GWh，占总出口量 36.1%，累计同比增长 259.7%。前 5 月我

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241.4GWh, 累计同比增长 50.4%。其中三元电池

累计装车量 44.8GWh，占总装车量 18.6%，累计同比下降 12.4%;磷酸铁

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196.5GWh，占总装车量 81.4%，累计同比增长 79.8%。

在生产企业方面，1-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 48 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

装车配套，排名前 3 家、前 5 家、前 10 家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分

别为111.7GWh、120.16GWh和128.93GWh,占总装车量比分别为82.6%、

88.8%和 95.3%。 

从终端下游来看，在汽车方面，2025 年 1-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569.9 万辆和 560.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5.2%和 44%，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4.67%，新能源汽车整体产销增速仍较高，

市占率已过半。分类型来看，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产销量

均呈两位数明显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累计产销量为 350 万辆和 345 万辆，

销量同比增长 35%，插电式混合动力产销量为 136 万辆和 134 万辆，销量

同比增长 65%，增程式产销量为 83.9 万辆和 81.8 万辆，同比翻倍，增速达

到 110%。从单车平均带电量来看，纯电单车带电量约 60KWH，插电混动

带电量约 27KWH。 

出口方面，根据中汽协数据，1-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85.5 万辆，

同比增长 64.4%。其中，纯电动汽车出口 54.0 万辆，同比增长 30.1%；插

混汽车表现强劲，出口 31.5 万辆，同比增长 2 倍，今年以来，纯电受基数大

以及欧洲市场波动影响增速有所放缓，但插混爆发式增长，主要因技术适配

性强，在充电设施不完善的地区更受欢迎。具体到出国口看，纯电主力市场主

要为比利时，巴西，墨西哥，出口量分别为 11.97 万辆，10.55 万辆，8.49

万辆，菲律宾以及土耳其为插混主要增量市场，前五月我国向两国出口插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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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7.33 万辆和 5.43 万辆，同比增加 28170 万辆和 43222 万辆。对于

2025 全年，预计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约 1650 万辆，同比增长 28%，全球

约 2300 万辆，同比增长 26%。 

储能方面：1-5 月储能中标容量 106.6Gwh，同比增长 67%。2025 年，

预计增速仍能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同比增速有望维持在 40%左右。其他领域

消费增长相对有限，总体来看，预计 2025 年全年碳酸锂消费增速约 22%。 

 

图 27: 中国磷酸铁锂产量丨单位：万吨  图 28: 中国三元材料产量丨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9: 锰酸锂产量丨单位：万吨 

  

图 30: 钴酸锂产量丨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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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六氟磷酸锂产量丨单位：万吨 

  

图 32: 中国电池产量（23 年后含储能）丨单位：

GWh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3: 正极材料厂家开工率丨单位：% 

  

图 34: 前驱体与电解液厂开工率丨单位：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5: 动力电池总装机量丨单位：GWh 

  

图 36: 中国动力电池出口量丨单位：GWh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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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储能中标情况丨单位：GWh 

  

图 38: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丨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9: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及上险量丨单位：万辆  图 40: 新能源汽车平均带电量丨单位：KWH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41: 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正极材料开工率丨单

位：% 

 图 42: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渗透率丨单位：%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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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增速丨单位：万辆 % 

  

图 44: 储能装机量及增速丨单位：GWH %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45: 中国手机产量丨单位：万台  图 46: 电子计算机产量丨单位：万台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七、供需平衡表：过剩局面短期或持续 

从月度数据来看，2025 年上半年呈累库格局，下半年预计维持累库，国

内碳酸锂预计全年过剩 6 万吨。 

从全球锂资源供应量看，对于 2025 年，需关注价格回落后，高成本矿

减产及新项目投产进度，观察供应端是否减产，预计全年预计过剩 22 万吨

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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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国碳酸锂供需平衡表丨单位：实物吨 

  
月度总

产量/吨 

产量同

比 

净进口

量/吨 
进口同比 

总供应/

吨 

总供应同

比 

表观消费/

吨 
消费同比 

平衡/

吨 

2025/1/31 62490  
50.49

% 
19723  93.21% 82213  58.92% -82276  81.89% -63  

2025/2/28 64050  
97.23

% 
11911  6.84% 75961  74.13% -75611  109.63% 350  

2025/3/31 79065  
84.77

% 
17905  -4.36% 96970  57.64% -87002  54.79% 9968  

2025/4/30 73810  
39.55

% 
27602  32.33% 101412  37.50% -89627  33.90% 11785  

2025/5/31 72080  15.26% 20859  
-

14.35% 
92939  6.96% -93960  29.08% -1021  

2025/6/30 78090  
17.88

% 
21800  14.24% 99890  17.07% -93815  39.69% 6075  

2025/7/31 81000  
24.69

% 
24000  0.48% 105000  18.18% -95000  35.03% 

1000

0  

2025/8/31 82000  
33.70

% 
22000  27.80% 104000  32.41% -95000  27.98% 9000  

2025/9/30 84000  
46.04

% 
22000  36.65% 106000  43.98% -98000  15.60% 8000  

2025/10/31 80000  
34.08

% 
22000  -3.91% 102000  23.55% -98000  11.40% 4000  

2025/11/30 70000  9.14% 24000  26.20% 94000  13.04% -94000  0.03% 0  

2025/12/31 70000  0.48% 22000  
-

19.74% 
92000  -5.23% -90000  -0.08% 2000  

2025 年 
89658

5  

32.68

% 

25580

0  
10.79% 

115238

5  
27.11% 

-

1092291  
29.15% 

6009

4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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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全球锂盐年度锂供需平衡表丨单位：LCE 万吨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E 

供应 

全球原生锂供应 40.81 44.02 56.89 77.74 102 134 157 

同比增速（%）   7.87% 29.24% 36.65% 31.21% 31.37% 17.16% 

回收锂供应 0 0.92 2.6 3.89 5.75 6 8 

全球锂总供应 40.81 44.94 59.49 81.63 107.75 140 165 

同比增速（%）   10.12% 32.38% 37.22% 32.00% 32.08% 17.86% 

需求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9.71 13.01 24 44 57 70 87 

两轮车锂电池 0.81 1.45 1.9 2.13 2.4 2.8 3 

储能板块 0.96 2.01 4 8.2 17 22 30 

3C 行业 6.15 7.63 9.06 8.57 8.22 8.9 9.2 

传统行业 12.89 12.94 14.94 14.95 13.45 14 14.5 

全球锂总需求 30.52 37.04 53.9 77.85 98.07 117.7 143.7 

  需求增速（%）   21.36% 45.52% 44.43% 25.97% 20.02% 22.09% 

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 10.29 7.9 5.59 3.78 9.68 22.3 21.3 

数据来源：SMM 百川盈孚 BNE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八、库存：整体库存偏高 库存结构转变 下游主动去库 

根据 SMM 统计数据，截止 6 月底，根据 SMM 统计数据，当前现货库

存为 13.68 万吨，其中冶炼厂库存为 5.90 万吨，下游库存为 4.06 万吨，其

他库存为 3.72 万吨。具体到库存结构来看，相比较于年初，冶炼厂库存出现

明显增长，是整体库存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下游方面，经过年初的去库后，

尽管下游在 2-4 月份有一定累库，但整体较年初增长不大，目前维持在 4 万

吨左右。另外，随着期货定价权的提升以及套期保值被广泛运用，众多库存企

业选择将期货作为销售渠道或是风险管理工具，同时较多期现贸易商参与期

货，使得仓单亦稳定在 3-4 万吨水平。。从整体供需情况来看，我们预计，下

半年锂盐库存仍会维持累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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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SMM 碳酸锂月度库存丨单位：吨  图 48: SMM 碳酸锂周度库存丨单位：吨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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