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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市场概述

钴及其化合物：囤货积极性提升 钴价止跌反弹

2 月电解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50.48%；钴粉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64.00%；硫酸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41.12%；氯化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44.02%；四氧化三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34.07%。目前钴产品冶炼龙头企

业开工率正常，中小企业谨慎开工、主流企业保障长协为主。

目前来看成本面因素仍是支撑市场主要因素，外盘走势存有坚挺预

期，给予冶炼厂心态支撑，并不急于让利出货。整体下游需求略有回暖之

势，但恢复力度较慢，主力下游入市意愿能否改变有待观察，一定程度限

制钴价上行力度。若其有积极性发挥，行情或继续向好运行。预计硫酸钴

市场价至 43000 元/吨附近，氯化钴市场价至 53000 元/吨附近。

下游生产企业：需求恢复缓慢 入市积极性不高

正极方面，原料碳酸锂价格仍有下跌预期，虽钴原料价格有上涨迹象，

但在下游需求支撑不足情况下，上涨乏力，市场多观望后市为主。

钴粉方面，成本端支撑向好，加上日、韩需求仍有回暖预期，生产商

心态乐观，钴粉价格有望继续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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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流品种价格

钴市场主流品种价格汇总

品种 规格/品牌
2023 年 2 月

均价
2023 年 1 月

均价
环比涨跌 单位

电解钴 ≥99.99% 297175 312139 ↓4.79% 元/吨

钴粉 ≥99.95% 272000 298056 ↓8.74% 元/吨

碳酸钴 ≥46% 114850 125167 ↓8.24% 元/吨

硫酸钴 ≥20.5% 39875 44306 ↓10.00% 元/吨

氯化钴 ≥24.2% 48425 53667 ↓9.77% 元/吨

氧化钴 ≥72% 168250 184861 ↓8.99% 元/吨

四氧化三钴 ≥73.8% 168375 185972 ↓9.46% 元/吨

Part.2 价格分析 逢低补货意愿提升 钴市成交好转

电解钴：2月由于电解钴价格处于近几年低位，逢低补货意愿提升明

显，市场成交量好转。加上部分冶炼厂交储任务尚未完成，导致市场可流

通货源紧张，从而拉动市场价格上行。然随着内外价差修复明显，进口窗

口开启，市场充斥低价钴豆货源，对钴价上涨形成阻力。同时，下游需求

恢复力度有限，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采买情绪逐渐降温，使得电解钴价格

高位盘整，上下两难。

截止到 2月 28日，电解钴（国产）价格区间 28300-332000元/吨，较

上月末上涨 2.50%；

钴粉：期初受外盘价格下跌影响，市场心态不稳，叠加合金厂需求疲

软以及碳化钨价格持续回落，业者看空情绪未减，致使钴粉价格不断下行。

不过随着钴粉实际成交跌至 260000 元/吨以下，合金厂抄底情绪凸显，成

交氛围迎来回暖，场内低价货源不断消化，使得行情小幅回暖。

截止到 2月 28日，钴粉主流价格区间在 265000-275000元/吨，较上

月末下跌 3.57%；碳酸钴主流价格区间在 112000-116000元/吨，较上月末

下跌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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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钴：月初随着外盘价格下滑以及动力需求疲软影响，下游采买情

绪不高，零星采购寻低试探为主，市场呈现下行走势。不过已是超跌状态

的现货市场出现贸易商以及部分化工企业的入市跟进，带动市场成交氛围

好转，冶炼厂持货待涨意愿强烈，低价货源难寻，市场迎来反弹。但 2月
备货节奏多为贸易商囤货行为，动力市场尚未正式启动，上涨的价格难以

传导至终端，买卖双方存在分歧。

截止 2月 28日，硫酸钴主流价格区间在 41000-42000元/吨，较上月

底上涨 2.47%。

氯化钴：月内需求面仍是制约市场的主要瓶颈，来自终端数码需求启

动滞缓，导致业者对后市走势难有清晰认知，加上月初外盘价格跌跌不休，

冶炼厂出货压力无形增加，致使行情不断下行。至月中下旬，矿企挺价情

绪浓厚，冶炼厂心态得到强有力的提振，报盘快速推高。加上场内一些陶

瓷以及贸易商低位补进意愿较大，市场商谈重心开始攀升，促使行情向进

一步向上推进。

截止 2月 28日，氯化钴主流价格区间在 49000-500000元/吨，较上月

底下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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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氧化三钴：终端市场需求延续疲软态势，四氧化三钴整体价格呈先

抑后扬趋势。月初随着春节假期刚返工，企业陆续复工，市场整体氛围比

较冷清，四钴价格呈现走跌趋势；同时场内供需比例失衡，下游钴酸锂企

整体出货不畅，多去库为主，对四钴仅少量刚需采购，而月末原料钴盐价

格的回调，四钴企业不得不紧跟原料走势上调报盘价，一定程度调动业者

的挺价积极性，同时场内询盘稍有好转，后续业者关注度依在下游需求方

面。

截止 2月 28日，四氧化三钴主流价格区间在 165000-170000元/吨，

较月初下跌 5.63%。

氧化钴：终端需求不足始终是影响氧化钴价格的主要因素。月初刚过

春节假期各企业逐步复工，叠加相关联产品四氧化三钴呈走跌趋势，氧化

钴企业紧跟下调价格，同时由于四钴整体出货不畅，需求渺茫，部分企业

转而生产加工氧化钴，促使场内氧化钴货源充足，低价货源横行，双方多

商谈出货为主，而月末随着钴盐价格的上涨，氧化钴企业跟调价格走势，

然需求驱动力不足，使得行情推涨困难重重 。

截止 2月 28日，氧化钴主流价格区间在 165000-170000 元/吨，较月

初下跌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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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成本分析
硫酸钴即期成本：2月硫酸钴即期平均成本为 38520元/吨，较 1月减

少 4231元/吨。2月即期平均利润为 1355元/吨，较 1月增加 550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钴粉即期成本：2月钴粉即期平均成本为 269674元/吨，较 1月下跌

22427元/吨。2月即期平均利润为 3693元/吨，较 1月下滑 3758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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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钴即期成本：2月电解钴即期平均成本为 196435元/吨，较 1月
下跌 18844 元/吨。2 月即期平均利润为 100740 元/吨，较 1 月上涨 5684
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四氧化三钴即期成本：2月四氧化三钴即期平均成本为 144074元/吨，

较 1月几乎持平。2月即期平均利润为 24301元/吨，较 1月持平。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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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价差分析
内外价差：2月MB换算人民币均价为 276023元/吨，较 1月下跌 33578

元/吨。2月国内外价差均价为-21152 元/吨，较 1 月下滑 18614元/吨。2
月处于内高外低局面，随着海外价格不断下探，国内外价差逐渐反向倒挂。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国际钴价分析：1月MB标准级低幅均值为 18.22美金/磅，较 12月
均值下跌 9.98%；合金级低幅均值为 19.42 美金/磅，较 12 月均值下跌

13.65%。一方面考虑到成本面支撑，原料供应商低于 9美金/磅出货意愿

不高，加上中国市场止跌反弹，有望带动国际市场上扬，投资性需求已经

展现。另一方面因为洛阳钼业钴中间品出口尚未解决，短期内原料供应过

剩不会加剧，给予矿企心态筹码，原料行情开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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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钴及硫酸钴：2月电解钴均价为 297395元/金属吨，较 1月下跌

16872元/金属吨。2月硫酸钴均价为 194512元/金属吨，较 1月下跌 23644
元/金属吨。本月两者价差在 102882元/金属吨，由于动力市场需求薄弱，

钴盐下探较深，导致两者价差继续扩大。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四氧化三钴及氯化钴：2月四氧化三钴均价为 231284元/金属吨，较 1
月下跌 24172元/金属吨。2月氯化钴均价为 200103元/金属吨，较 1月下

跌 21660 元/金属吨。本月两者价差在 31181元/金属吨，本月氯化钴和四

氧化三钴行情均有所上调，然终端需求低迷，续涨动力不足，预计两者价

差逐渐缩小。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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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供应分析 5.1 钴制品产量分析

电解钴产量：2023年 2月全国电解钴产量为 1050吨，环比上涨 5.00%，

同比上涨 228.13%。1-2月累计产量为 2050吨，累计同比上涨 192.86%。

春节过后，电解钴已经跌至近几年历史低位，逢低补货情绪浓厚，市场成

交较上月好转。此外，电解钴较钴盐溢价持续走高，冶炼厂生产积极性较

高。不过华东某冶炼厂受突发事件依旧处于停产状态，加上华南某冶炼厂

检修一周，导致 2月整体产量增量有限。

2023年 3月全国电解钴产量预计 1300吨，环比上涨 23.81%，同比上

涨 199.11%。由于电解钴经济性优于钴盐，冶炼厂开工积极性较高，加上

部分冶炼厂 2月超卖，面临交货压力，开工率保持较高水平。此外，华东

某炼厂恢复生产，使得 3月电解钴产品明显增加。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硫酸钴产量：2023 年 2 月中国硫酸钴产量为 2.17 万吨，环比上涨

32.04%，同比上涨 6.50%。1-2月硫酸钴累计产量为 3.81万吨，累计同比

下滑 4.94%。2 月初动力市场需求萎靡，硫酸钴价格仍处于下行通道。2
月中旬随着贸易商以及化工企业低价囤货意愿提升，叠加在买涨不买跌心

态驱使下，带动硫酸钴出货量好转，冶炼厂库存消化明显，开工积极性明

显提高。

2023年 3月中国硫酸钴产量预计为 2.30万吨，环比上涨 6.21%，同比

23.66%。3月动力市场订单未有明显调整，加上考虑到备货成本难以传导

至下游，使得前驱体企业难有更大规模的采购，供应多靠冶炼厂长单支撑。

此外，冶炼厂库存无压，交付前期订单为主，头部冶炼厂多趋于满产，预

计 3月硫酸钴产量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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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氧化三钴产量：2023年 2月中国四氧化三钴产量为 0.44 万吨，

环比上涨 62.77%，同比下跌 38.68%。1-2月四氧化三钴累计产量为 0.71
万吨，累计同比下滑 50.75%。2月随着钴盐价格出现反弹，加上氧化钴

市场成交火热，带动下游及终端客户积极备货，生产商出货量增加，头

部企业开工率提升明显。此外，某头部企业于 2月复工复产，使得 2月
四氧化三钴产量大幅上涨。

2023年 3月中国四氧化三钴产量预计为 0.46万吨，环比上涨 5.22%，

同比下滑 25.45%。3月数码端需求稳步发展，钴酸锂头部企业出口订单

转好，有一定备货预期，带动四氧化三钴企业开工高位运行。然中小型

企业新签订单释放不多，开工率难有提升，预计 3月产量小幅上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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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钴产量：2023 年 2 月中国氯化钴产量为 1.06万吨，环比上涨

32.33%，同比下滑 25.15%。1-2月氯化钴累计产量为 1.85万吨，累计同

比下滑 36.59%。2月由于钴价处于阶段性底部，催生陶瓷行业率先入市

囤货，从而加大对原料氯化钴采购需求，刺激冶炼厂产能利用率提升。

同时，节后各家冶炼厂积极复工复产，使得 2月氯化钴产量增加明显。

2023年 3月中国氯化钴产量为 1.15万吨，环比上涨 8.85%。3月原

料供应商积极挺价，不过下游较往年需求稍有逊色，谨慎观望心态不减。

头部企业背靠背出货为主，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钴粉产量：2023年 2月中国钴粉产量为 768吨，环比上涨 25.90%，

同比上涨 4.42%。1-2月钴粉累计产量为 1378吨，累计同比下跌 5.58%。

2月硬质合金厂认为钴价已经触底，入市采购积极性提高，钴粉企业成

交放量，部分企业接单至 5月左右，头部企业均满负荷运行。

2023年 3月钴粉产量预计 770吨，环比上涨 0.26%。3月由于订单

基本排产，各家生产商均有交货压力，头部企业保持较高开工率。然随

着钴粉价格不断上调，合金厂采购节奏较前期放缓，谨慎心态增加，预

计 3月钴粉产量增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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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冶炼企业供应变化（万吨/年）

企业名称 产品 年产能 月度开工率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四氧化三钴 3 20%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四氧化三钴 3 40%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氧化三钴 3 60%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硫酸钴 8 63%

浙江格派钴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硫酸钴 6 39%

浙江新时代中能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氯化钴 2.5 20%

江西江钨钴业有限公司 氯化钴 1 20%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解钴 0.6 49%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解钴 0.6 80%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钴粉 0.4 100%

荆门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钴粉 0.3 100%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2 供应变化

2 月电解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50.48%；钴粉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64.00%；硫酸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41.12%；氯化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44.02%；四氧化三钴企业产能开工率在 34.07%。目前钴产品冶炼龙头企

业开工率正常，中小企业谨慎开工、主流企业保障长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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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关统计，2022 年 12 月我国未锻轧钴进口量为 83.051 吨，（金属

量按 99.8%品位，折算为 83.334 金属吨钴）环比下跌 18.30%，同比下跌

61.37%。当月进口金额约为 404.18 万美元，当月进口均价为 48404.23 美

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4 未锻轧钴出口分析

12 月未锻轧钴出口量环比上涨 41.56%

据海关统计，2022 年 12 月中国未锻轧钴出口量 180.559 吨，环比上

涨 41.56%；同比下滑 54.05%。当月出口金额约 48669.48 万美元，当月出

口均价为 3122.547 美元/吨。

5.3 未锻轧钴进口分析

12 月中国未锻扎钴进口数据环比下跌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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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钴矿砂及其精矿进口分析

12 月钴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环比上涨 100.77%

据海关统计，2022 年 12 月我国钴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2859.131

吨，同比上涨 64.25%，环比上涨 100.77%。当月进口金额为 8319049 美元；

累计进口总量为 26237.16 吨；累计同比上涨 38.89%。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6 钴湿法中间产品进口分析

12 月钴湿法中间产品进口量环比上涨 63.22%

据海关统计，2022 年 12 月我国钴湿法冶炼中间产品进口量为

38015.16 吨，（金属量按 30%品位，折算为 11404.55 金属吨钴）环比上

涨 63.22%，同比上涨 30.56%；当月进口金额约 38758.16 万美元，当月进

口均价为 10195.45 美元/吨；累计进口总量为 346615.45 吨，累计进口金

额约 567806.77 万美元，累计进口均价为 16381.45 美元/吨，累计同比上

涨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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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菲律宾镍矿出口分析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7 四氧化三钴进口分析

12 月四氧化三钴进口量同比下跌 100%

据海关数据统计，2022 年 12 月份我国四氧化三钴进口量在 0吨，去

年同期进口量为 14.08 吨，同比下跌 100%，；全年累计总量 75.807 吨，

累计同比下降 31.09%。本月进口金额为 0美元，进口均价为 0 美元/吨；

累计进口金额 4191918 美元，累计进口均价 55297.24 美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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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镍矿进口 5.8 四氧化三钴出口分析

12 月四氧化三钴出口量环比下跌 0.92%

据海关数据统计，2022 年 12 月份我国四氧化三钴出口量在 326.177

吨，环比下跌 9.26%，同比上涨 45.74%。出口均价 37257.97 美元/吨；累

计出口量为 4842.756 吨，累积出口量同比下降 24.76%。其中韩国为最大

出口目的地至 274.925 吨，出口均价为 38417.00 美元/吨，占总出口量的

84.29%。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9 氢氧化镍钴进口分析

据海关统计，2022 年 12 月份我国 MHP 带入钴进口量 1320.33 金属吨，

环比下滑 23.08%，同比上涨 135.01%。2022 年 1-12 月我国 MHP 带入钴进

口量在 14393.71 金属吨，累计同比上涨 149.14%。 其中印度尼西亚为最

大进口来源地，进口量 931.82 吨，占总进口量的 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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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5.10 电解钴库存分析

出口窗口逐渐打开 国内库存持续消耗

2023年 1月中国精炼钴库存呈走跌趋势，截至 1月底现货库存总量 129
吨，较 12月下跌 14.57%；保税区库存总量为 1959吨，较 12月下跌 1.51%；

社会库存总量为 2088吨，较 12月下跌 2.43%。

2月电解钴现货紧张，加上下游低价囤货意愿提升，现货库存持续消耗。

日期
社会库存

仓单库存 现货库存 保税区库存 总计

2023/1/13 10 104 1989 2093
2023/1/20 53 129 1959 2088
2023/2/3 27 109 1979 2088
2023/2/10 19 82 1979 2061
2023/2/17 3 80 1979 2059
2023/2/24 58 100 1979 2079
周环比 ↑55 ↑20 - ↑20
涨跌幅 1833.33% 25.00% - 0.97%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11 供需平衡

中国钴市场月度供需平衡表

日期 总供应 总需求 供需平衡

2022年 3月 12,710 12,341 369
2022年 4月 10,688 10,669 19
2022年 5月 9,987 9,525 462
2022年 6月 11,496 10,510 985
2022年 7月 12,981 10,307 2,673
2022年 8月 13,775 12,089 1,686
2022年 9月 13,511 13,260 250
2022年 10月 10,464 13,890 -3,426
2022年 11月 10,632 13,128 -2,496
2022年 12月 14,174 11,225 2,949
2023年 1月 E 12,648 10,239 2,409
2022年 10月 12,571 13,890 -3,426
2022年 11月 12,634 13,128 -2,496
2022年 12月 14,174 11,225 2,949
2022年 1月 E 12,648 10,239 2,409
2022年 2月 E 12,648 11,021 1,627

注：供应端包含钴原料、回收、MHP 带入钴、国内自产矿，钴系各品种进出口；需求端包含动力、数

码、硬质合金、高温合金磁材、钴系各品种出口数据以及前驱体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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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港

Part.6 下游终端市场
6.1 三元前驱体

价格分析:三元市场需求恢复尚需要时间，在需求支撑力不足情况下，

三元材料出货受阻，从而传导至上游前驱体企业订单减少。叠加原料钴盐、

镍盐价格偏弱，成本面支撑减弱，整体处于供需价格两弱的局面，使得三

元前驱体价格走低。截止 2月 28日 523动力型均价在 92500元/吨，较上

月末下跌 8.87%；622动力多晶型均价在 104500，较上月末下跌 5.86；811
动力多晶型均价在 121000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3.59%。

来源：钢联数据

即期利润分析：当月镍盐、钴盐均有不同程度下滑，从而带动三元前

驱体成本下滑，导致利润空间缩窄。此外，月末钴盐虽有小幅上涨，但动

力市场需求疲软，尚未入市采购，难以平摊成本。

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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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钢联数据

三元前驱体进出口量分析：进口：2023年 1月三元前驱体 951.17吨，

环比增幅 59.18；同比增幅 86.07%。累计进口总量 8493.36吨，增幅 44.1%。

其中，本月进口全部为镍钴锰氢氧化物（NCM）进口量为 951.17 吨，

环比增加 354.64 吨，增幅 59.45%；同比增加 439.97 吨，增幅 86.07%。

出口：2023 年 1 月三元前驱体出口总量为 18428.58 吨，环比涨幅

58.14%；同比增幅 37.68%。累计出口总量 141194.22 吨，同比降幅 3.28%。

其中镍钴锰氢氧化物出口 17528.57 吨，环比增加 64.77%，同比增加

32.78%；镍钴铝氢氧化物出口量为 900 吨，环比下降 11.35%，同比增加

387.75%。

。

中国三元前驱体产量分析：2023年 2 月中国三元前驱体产量 6.49万
吨，环比增加 10.73%，同比下降 0.23%。国内三元产业链需求恢复缓慢，

市场产量增加不急预期，龙头企业开启低价出货方式，后续产量增加主要

以龙头企业为主，中小型企业增产困难。2023年 3月中国三元前驱体预估

产量 6.93万吨，环比增加 6.87%，同比增加 11.32%。

来源：钢联数据

https://lv.mymet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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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钴酸锂

价格分析:2 月由于原料四氧化三钴及碳酸锂价格仍处于下跌趋势，

叠加下游需求订单减少，钴酸锂企业出货表现不佳以及成本面支撑有限情

况下，钴酸锂价格继续走弱。截止 2 月 28 日钴酸锂市场价格至

330000-350000 元/吨，较 1月底下跌 14.57%。

后市预测：3月，原料锂对正极材料生产成本面支撑不足，且下游电

池订单减弱，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成交难以放量，价格或将继续震荡下行。

钴酸锂产量分析：2023年 2 月中国钴酸锂产量为 0.42万吨，环比增

幅 28.48%，同比跌幅 40.12。1-2 月累计产量 0.74 万吨，累计同比下滑

47.32%。2月产量减产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带动下以及头部

企业新签订单回暖，使得产量明显增加，当前钴酸锂整体开工处于中位水

平。3月电子烟出口需求回升，部分头部企业订单尚可，产能利用率有所

提升，预计 3月钴酸锂产量仍有小幅增加。

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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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动力电池装机量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2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5.2 万辆和 52.5

万辆，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48.8%和 55.9%。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9 万辆和 37.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5.2%和 43.9%；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16.3 万辆和 14.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5%和 98%；燃

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0.01 万辆和 0.00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3.1%

和 77.5%。

动力电池产量：2 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 41.5GWh，同比增长

30.5%，环比增长 47.1%。其中三元电池产量 14.6GWh，占总产量 35.1%，

同比增长 25.0%，环比增长 48.3%；磷酸铁锂电池产量 26.8GWh，占总产量

64.7%，同比增长 33.7%，环比增长 46.3%。

动力电池装车量：2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21.9GWh，同比增长

60.4%，环比增长 36.0%。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6.7GWh，占总装车量 30.6%，

同比增长 15.0%，环比增长 23.7%；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15.2GWh，占总装

车量 69.3%，同比增长 95.3%，环比增长 42.2%。

1-2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 39 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配套，

较去年同期减少 2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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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GWh、34.9GWh 和 37.3GWh，占总装车量比分别为

84.5%、91.8%和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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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钢联数据

6.4 手机出货量

2022 年 12 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 2786.0 万部，同比下降 16.6%，
其中，5G 手机 2323.4 万部，同比下降 14.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83.4%。

2022 年全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 2.72 亿部，同比下降
22.6%，其中，5G 手机出货量 2.14 亿部，同比下降 19.6%，占同期手机
出货量的 78.8%。

2022 年 12 月，国内手机上市新机型 42 款，同比下降 25.0%，其中
5G手机 18 款，同比下降 25.0%，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42.9%。

2022 年全年，上市新机型累计 423 款，同比下降 12.4%，其中 5G
手机 220 款，同比下降 3.1%，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52.0%。

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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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7 行业新闻
1. 丰田计划最快 2025 年在美国生产纯电动汽车

据外媒报道，丰田汽车计划最快 2025 年在美国启动纯电动汽车

（EV）生产，正协调生产 SUV。除美国外，丰田还正在探讨在欧洲实

现本地化生产。

报道称，丰田将升级现有工厂以同时生产电动车型和汽油汽车，

并计划在 2025 年年底前，将电动 SUV 汽车的月产量提高至 1万辆。

丰田计划从 2026 年起每年在美国生产约 20 万辆电动汽车，占其美

国产量的近 20%。届时，该公司计划每年在全球供应 100 万辆电动汽

车。

除了肯塔基州的电动汽车工厂之外，丰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郊区建设的电池厂也计划于 2025 年左

右开启运营。届时，丰田在美国将同时拥有生产电动汽车关键零部

件和最终组装的能力。

2. 红马天泰 63 亿元正极材料项目开工

近日，2023 年一季度重庆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在开

工活动主现场——九龙坡红马天泰新能源正极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了

解到，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237 亩，总投资约 63 亿元，主要建设正极

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实现电池正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建成后，

将实现年产 8 万吨正极材料，预计可占川渝地区规划电池总产能的

10%、年产值达 240 亿元，带动就业 1000 人左右。

九龙坡区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计30个，

总投资 226.2 亿元，年度投资计划 34.2 亿元。该区将力争全年固定

资产投资突破 600 亿元。

3. 七部门：到 2025 年汽车行业实现动力电池等环节智能检测

2月 21 日，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其中提到，针对汽车定制化、轻

量化、智能化、电动化发展带来的检测需求，实现汽车底盘压铸件、

传动系统、车身以及动力电池、整车总装等环节的智能检测。

提及制定本计划的原因，《通知》表示，智能检测装备作为智

能制造的核心装备，是“工业六基”的重要组成和产业基础高级化

的重要领域，已成为稳定生产运行、保障产品质量、提升制造效率、

确保服役安全的核心手段，对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支撑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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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政府针对电池工厂投资将补贴 1/3 不分国内外企业

2 月 20 日消息，日本根据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最近确定了对

蓄电池投资的支持措施。

据悉，日本将补贴电池工厂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一，有助于在生产

时减排二氧化碳的技术等的研发。为了确保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在

2022 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中，日本经济产业省为投资电池行业提供了

3316 亿日元（当前约 169.78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日本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在国内确保每年 150 吉瓦时的电池产

能，这将是目前产能的 7 到 8 倍。据估算，这将足以为约 230 万辆

搭载类似于日产汽车纯电动汽车“Ariya”的锂电池（容量为 66 千瓦

时，满电最大续航里程为 470 公里）的电动汽车提供所需的电池。

5. 福特、LG 能源和 KOC 集团 合资建电池工厂

LG 新能源（LG Energy Solution）、福特（Ford）和土耳其 Koç
Holding 公司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MoU），以组建一

家新的合资企业，但需经各方最终同意，在土耳其安卡拉（Ankara）

附近创建欧洲最大的商用电动汽车电池设施之一，为福特在欧洲的电

动未来奠定基础。

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破土动工。生产计划于2026年开始，

三方承诺年产能至少为 25 千兆瓦时（GWh），随后可能会扩大到 45 千

兆瓦时。

这家合资企业建立在福特与 LGES 和 KoçHolding 的两个长期业务

关系之上。福特和 LGES 合作了十多年，LGES 最近从波兰工厂为福特野

马Mach-E和 E-Transit提供电池。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

和 Koç Holding 有着近百年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已有 60 多年历史的

福特 Otosan 合资企业。

6. 官宣!福特与“宁王”合作在美建电池厂 投资 35亿美元

2月 14 日，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宣布将与宁德时代合作，投资 35

亿美元在美国建设动力电池工厂，这一筹划已久的合作意向终于官宣

落地。

宁德时代方面向 e 公司记者表示，宁德时代已接受美国福特公司

的合作邀约，将为其在密歇根州的电池工厂提供筹建和运营服务，并

就电池专利技术进行许可。双方携手合作为市场提供最具有竞争力的

产品，这种模式是宁德时代与福特的强强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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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亚迪泰国工厂预计在 2024年开始运营 年产能约 15万辆

2月 14日，比亚迪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目前比亚迪新能源乘

用车已进入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足迹遍布全球 40多
个国家和地区，2022年全年累计出口 55916辆。比亚迪泰国工厂预

计在 2024年开始运营，年产能约 15万辆，生产的汽车将投放到泰

国本土市场，同时辐射周边东盟国家及其他地区。

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在 2021年，比亚迪正式宣布“乘用车出海”
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目前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已进入日本、

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足迹遍布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2
年全年累计出口 55,916 辆。2023 年 1 月，比亚迪出口了 10,409 辆

新能源乘用车。自 2022年 11月以来，比亚迪已连续 3个月海外月

销量破万。

8. 韩国三大电池厂商今年将新增 135GWh产能，可装配 200
万辆电动汽车

据报道，在发展电动汽车的浪潮中，涌现出了多家电池制造商，

而随着需求的增加，相关的厂商也在加大投资，积极扩充产能，以

满足汽车厂商的需求。

从报道来看，LG新能源、三星 SDI和 SK On这三大韩国电池

制造商，就在大力扩充产能，计划在今年最高投资 20万亿韩元，以

提高他们的产能。据悉，通过今年新增的投资，韩国这三大电池制

造商今年的产能将增加 135GWh，足够装配 200万辆配备 65kwh电
池的电动汽车。在今年新增的投资和产能中，LG新能源将是最多的，

他们计划今年投资 10万亿韩元，产能增加 100GWh。SK On的产能

将增加 12 GWh，年产能增至 89 GWh。与 LG 新能源和 SK On不同，

三星 SDI目前还未披露他们的产能，但业内人士预计，他们的产能

在今年将增加超过 20 GWh。

9. 中国产特斯拉Model3/Y已开始在泰国交付

2 月 15 日消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所生产的 Model 3 和

Model Y，也已在向泰国出口，并已开始向泰国的消费者交付。特斯

拉开始向泰国用户交付 Model 3 和 Model Y，是他们周二宣布的，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首辆 Model 3 和 Model Y 已在泰国交付。

外媒在报道中提到，虽然所交付的电动汽车是从上海超级工厂

进口，但得益于相关的贸易协定，泰国方面并未对相关的车辆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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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费用。不过由于不是在泰国生产，无法获得相关的电动汽车购

买补贴。

10. 105亿元！腾远钴业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前驱体项目开工

腾远钴业消息显示，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举行 2023年全市重大项

目联动开工活动，活动现场共有 28个项目联动开工，总投资 363.91亿
元，其中 100亿元以上项目 1个，为赣州腾驰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前驱体项目，位于赣州高新区茅店平台稀金新材料

产业园内，由腾远钴业投资建设，总投资 105亿元。

据悉，赣州腾驰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是腾远钴业全资子公司，

产品主要用于新能源电池及 3C 产品电池，总投资超百亿，占地面积

223.5亩，由博士后团队攻关三元前驱体技术，延伸产业链，引进先进

设备及智能化控制系统，建设智能绿色工厂。

项目竣工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2万吨三元前驱体、2万吨四氧化

三钴产能，预计年产值超 200亿元。

11. 河南 18部门发文：进一步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

2月 6 日，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发改委等 18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进一步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其中提出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等多条相关事项。

具体来看，《通知》支持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河南省各

地区不得设定本地新能源汽车车型备案目录，不得对新能源汽车产品销

售及消费补贴设定不合理车辆参数指标；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开展新能源

汽车下乡活动，研究出台下乡支持政策，引导企业加大活动优惠力度，

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通知》提及了要加大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和城市建成区的载货汽

车、邮政用车、市政环卫车辆、网约出租车新能源更新替代的推进力度。

12.通用汽车竞购淡水河谷基本金属部门股份

据报道，知情人士表示，通用汽车正在竞购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

基本金属部门的股份，凸显了汽车制造商希望轻松获得电动汽车电池所

需材料的愿望。知情人士表示，通用汽车已进入竞购该公司少数股权的

下一轮竞价，淡水河谷可能从交易中筹集超过 20亿美元。此前报道称，

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和日本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也在考虑出价收购

镍和铜业务的一部分。

https://henan.mysteel.com/
https://to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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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开局 2023：4680圆柱电池蓄势待发

2023开年，特斯拉便率先打响了电池领域扩产的枪声，这也再度引

发市场对 4680电池的高度关注。

1月份，特斯拉发布声明，将投资超过 36亿美元扩建内华达州的超

级工厂，并将新建两座工厂，其中一座即为 4680电池工厂。据悉，新电

池工厂规划年产能达 100GWh，将适配 150万辆轻型车以及 Semi电动卡

车。产能方面，目前特斯拉得州厂已布局 4条 4680电池产线，一条已经

投产，其余三条处于调试和安装阶段。

这还只是开始，特斯拉 4680 电池长期产能目标为 1000GWh 甚至

2000GWh、3000GWh，成本也将低至 70 美元/kWh，同时，其也计划将

4680电池应用拓展至储能领域。另一方面，特斯拉在 1、2月公布了四项

新专利，也意味着其在干电极工艺上再度突破，特斯拉正朝着 4680电池

的大规模量产继续突进。

而不止特斯拉，1月底，有报道称，通用汽车正在考虑在其电动汽车

中使用使用类似 4680规格的大圆柱电池。目前，包括特斯来、通用、宝

马、沃尔沃、Stellantis、东风岚图、江淮汽车、保时捷、蔚来等国内外主

机厂均计划支持大圆柱电池体系，国内外各电池厂商迅速跟进布局，大

圆柱电池已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

14.蔚来手机已抽取全国首批内测名额：预计二季度开启内测，三季

度正式上市

2月 5日消息，蔚来城市活动已开始抽取全国首批蔚来手机的内测名

额。这也意味着蔚来手机可能很快将正式推出。

蔚来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洪此前曾表示，蔚来手机将在今年第二

季度开启内测，预计今年三季度正式向社会发售，他强调，绝对不会在

蔚来手机里面挂广告，坚决不靠广告挣钱。

2022年 7月，蔚来创始人李斌确认，蔚来公司正在推进手机业务。

随后在 12月举行的 NIODay2022活动上，李斌再次表示，蔚来手机已经

在造了，并计划每年开发一款新手机，像苹果一样。

15.海外钴企生产-淡水河谷

Mysteel 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发布 2022 年四季度生产报告，2022
年四季度企业生产钴 529 吨，环比减少 13.1%，同步减少 12.3%；2022
年全年产量 2434吨，同比减少 3.5%。

https://www.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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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海外钴企生产-嘉能可

Mysteel讯：嘉能可发布 2022年年度生产报告，2022年四季度企业

生产钴 1.07万吨同比下降 4%；全年钴产量 4.38万吨，同比增长 40%。

企业 2023年钴指导产量 3.3-4.3万吨。

17.海外钴企生产-谢里特

Mysteel讯：谢里特国际发布 2022年年度生产报告，2022年四季度

企业生产钴 423吨，同比增长 11%，全年钴产量 1684吨，同比增长 4%。

企业 2023年钴指导产量 3100-3400吨。

18.我国出台政策 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近日，国家铁路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新能源商品汽车铁路运输 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聚焦企业反映突出的新能

源商品汽车铁路运输需求，明确铁路支持政策，规范铁路运输服务，加

强铁路运输管理，强化铁路运输安全监管，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作用和铁路运输绿色低碳优势。

国家铁路局运输监管司司长王忠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在

支持新能源商品汽车运输、规范铁路运输条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

措施。在总结分析国际国内相关行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发展和铁路运输实际，《意见》明确，铁路运输新能源汽车不按

危险货物管理。同时，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托运新能源商品汽车时，

托运人应提供新能源商品汽车产品出厂合格证（出口新能源商品汽车不

受此限制）。

《意见》还明确了电池荷电状态保持在合理区间、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的油箱处于正常状态、托运新能源商品汽车时不应夹带备用电池和

其他电池等安全措施，确保铁路运输新能源汽车安全畅通。

19.宝马开始测试固态电池 计划 2030年装车上市

最近，宝马集团宣布，将于今年开始测试与美国电池技术公司 Solid
Power 合作开发的固态电池。从 2017 年起，宝马就开始与 Solid Power
合作研发用于汽车应用的固态电池。在双方合作的最新阶段，宝马还将

在其位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电池实验室制造 Solid Power 电池的原型版

本。电池的装车测试计划在 2025年之前进行。宝马此前曾表示，配备固

态电池的汽车可能会在 2030年推出。

20.韩国三大动力电池厂积压订单多

https://www.mysteel.com/
https://www.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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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消息，据估计，韩国三大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LG 新能

源、三星 SDI 和 SK On 的 2023 年营业利润总和将超过 5 万亿韩元

（当前约 275 亿元人民币）。LG 新能源预计今年营业利润增长 94% 至

2.3606 万亿韩元。三星 SDI 预计营业利润将增长 30% 至 24321 亿韩

元，去年亏损的 SK On 预计营业利润将达到 1000 亿韩元左右。

截至去年年底，LG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的积压订单超过 385 万亿韩

元。该公司计划在欧洲增加 20GWh 的产能，在亚洲增加 40GWh，在北

美增加 40GWh。其去年的年产能为 200GWh，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540GWh。三星 SDI 在去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其第五代电池，预计今年将引

领公司的销售增长。据估计，上述三大电池制造商 2023 年在手积压订单

将超过 1000 万亿韩元（当前约 5.5 万亿元人民币）。

21.印尼总统 Jokowi对特斯拉将在印尼投资充满信心

2月 2日，据外媒报道，印尼总统 Jokowi相信特斯拉公司将最终敲定

一项在印尼投资生产设施的协议，并向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提供了从税收

优惠到镍矿开采特许权等激励措施。自 2020年以来，这个东南亚最大经

济体一直在争取特斯拉投资电池和汽车制造业，寻求利用其丰富的镍矿石

储备，镍矿石可以加工用于电动汽车电池。

特斯拉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制造中心。该公司目前在四个地点生产电动

汽车：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上海；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和柏林以外。分

析人士估计，特斯拉需要再建造七八座“超级工厂”，以实现马斯克 2030
年前销售 200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

Jokowi在 2020年禁止出口镍矿，以鼓励投资者以镍矿为原料，建立

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垂直整合供应链。该禁令为镍冶炼带来了大量投资，主

要来自中国，但也受到了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欧盟表示该禁令对

其不锈钢行业造成了不公平的损害。

随着韩国现代汽车公司（Hyundai Motor Co）和 LG能源（LG Energy
Solution）已经在建设电动汽车和电池工厂，印度尼西亚对电动汽车或电

池生产的投资兴趣也在上升。印尼官员去年表示，特斯拉已签署价值约 50
亿美元的合同，从镍加工公司采购电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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