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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锂离子电池制造所需的隔膜材料领域，以纤维素、聚

酯类、聚酰亚胺类、芳纶类隔膜为代表无纺布隔膜技术已发

展得较为成熟，杜邦、东丽、三菱化学、王子制纸、三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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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锂研究（RealLi ）声明

《锂电信息动态与分析》（产业研

究月度报告）所载内容是根据主流媒

体资讯整理分析而成，作为企业家决

策的信息助手，仅供参考。对资讯的

准确性，北京华清正兴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和真锂研究恕不作保证；对企业

因此决策导致的收益或损失，法律意

义上均与北京华清正兴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和真锂研究无关。另，转载或引

用请注明出处，非经同意请勿用作商

业用途，也请勿将完整版月度报告随

意传播。特此声明！
本期内容简介（2013.04）

2012 年全球电解液市场格局继续在调整中，韩国旭成

与三菱化学并驾齐驱，以 5,200 吨的年销量排在首位；曾经

的老大宇部兴产市场份额继续下滑，全年只实现 2,400 吨销

量；国泰华荣、天津金牛、新宙邦、东莞杉杉等中国军团的

市场份额持续上升，全球产销量占比首次超越 50%。

出于安全考虑，未来巨大的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要求电

解质材料具备阻燃性，这也成为了电解液技术最主要的发展

目标和方向。阻燃性有机电解液、水系电解液和固态电解质

因此成为了研发热点。不过，要有机电解液具备不可燃性很

困难，于是后两者就成为研发的重中之重，丰田、三星、出

光兴产等巨头都在积极开发固态电解质及全固态锂离子电

池技术，且相关技术进展已经到了产业化的前夜。

总体上来看，全球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产业的发展是

“痛并快乐着”，一方面市场持续高速扩展，另一方面技术

发展跟不上节奏，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产业在大规模调整

重组中。相关内容，敬请关注！

上期内容回顾（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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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江西先材、特种东海制纸、首科喷薄、青岛能源所等一

批新进企业充当着搅局者的角色，意图借无纺布隔膜挑战现

有隔膜材料产业格局，相关配套产业体系建设也在快速进展

中。全球隔膜材料市场格局处于动荡调整的前夜。

在电解液方面，中国 2011 年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

解液产地和市场，2012 年的市场地位继续巩固。中国企业

这几年在持续蚕食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介入电解液

领域的新进企业也越来越多。而日本企业为了降低制造成

本，在纷纷向中国转移产能。

中国电解液产业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核心原材料六

氟磷酸锂的国产化加速，则和隔膜材料市场类似，中国这两

年冒出了一大批六氟磷酸锂企业，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势，使得六氟磷酸锂售价呈现快速下降态势。相关内容，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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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锂电材料产业发展小结（5）

锂离子电池市场的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电解液材料产业的大发展。真锂研究的不完全统

计显示，全球 2011 年全年共销售锂电池电解液材料 3.08 万吨，2012 年迅速上升到 4.41 万

吨，市场增幅高达 43.18%，略微好于真锂研究当初的预期。

中国电解液企业（这里仅指大陆地区）2012 年共销售电解液 2.28 万吨，较 2011 年的

1.50 万吨增加了 48.70%；同时，中国企业 2012 年的全球市场份额，也由 2011 年的 48.70%

上升到 51.70%，首次突破一半。

中国企业市场份额快速增长的最大法宝是售价不仅很低，而且还在持续降低。2012 年

中国企业电解液平均售价仅在 7～8 万元/吨左右，明显低于国外企业，也较自身 2011 年 9

万元/吨的平均售价有了 20%以上

的降幅。中国企业电解液产品售价

的快速下降，既有主观方面的原

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日本企业 2012 年共销售电解

液 1.01 万吨，较 2011 年的 1.03 万

吨继续下降。同时，与全球 43.18%

的增幅相比，也呈现出快速下滑势

头。日本电解液企业 2012 年的全

球市场份额为 22.90%，较 2011 年

的 33.44%下滑了 10 个百分点以

上。目前，日本企业普遍采取的挽

救措施是：（1）将 3C 电子产品用

小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产能陆续

前往中国，配合日本锂离子电池企

业相关产能的转移，同时降低制造

成本；（2）本土工厂产能升级换代，

主攻动力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市场。

韩国企业 2012 年共销售电解液 0.9 万吨，较 2011 年的 0.45 万吨翻了一倍，而其占全球

33.44%

48.70%

14.61%
3.25%

日本

中国

韩国

其他

2011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电解液市场份额

2012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电解液市场份额

图 1. 2011 年和 2012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企业电解液材料市

场占比图（真锂研究，2013 年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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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份额也由 2011 年的 14.61%提升到了 2012 年的 20.41%。LG 化学（LG Chemical，为

LG 集团旗下企业）是全球最大的动力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企业，共生产 2,600 吨动力电池电

解液，全部自用。

针对全球主要电解液企业如三菱化学、韩国旭成、国泰华荣、新宙邦、东莞杉杉、天津

金牛等的市场发展情况，以及高速成长的动力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市场的发展情况，真锂研究

在本期月度报告里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分析，具体请参阅完整版月度报告。

至于全球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市场的发展趋势，真锂研究曾在 2012 年 04 月份的时候做过

一个预测。从 2012 年的市场发展情况来看，真锂研究的预测较为准确。真锂研究预计到 2015

年，全球电解液材料市

场规模将达到 15.93 万

吨，是 2011年的 5.17倍，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50.81%。与负极材料市

场一样，中国的电解液

材料市场需求也要发展

得更快一些。预计到

2015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5.78 万吨，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66.62%。相对应，

中国市场份额的全球占

比也在持续提高，由

2011年的 24.35%提升到

2015 年的 36.28%。

鉴于中国企业目前

大都选择“以价拼量”

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战

略，真锂研究认为，尽

管中国企业的电解液技

术进步这几年较为明

显，今后几年也可能会保持这个态势，但产销量的增长速度和市场占比在未来几年内也会呈

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且降幅会逐渐增大。另外，随着动力锂离子电池销量的快速增长，那

些专注于这一块市场业务的电解液企业也有望改变现有电解液市场格局，如富山药业和三井

化学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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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锂研究，2012 年 0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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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几期对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材料的产业调研一样，真锂研究也对中国电解液

材料企业做了一个不完全调查统计，其中包括部分有机溶剂、溶质（仅指六氟磷酸锂）和添

加剂企业，见表 2。表 2 也包括了进军中国的国外电解液相关企业，如华菱科技（三菱化学

旗下企业）、张家港安逸达（宇部兴产和陶氏化学联合组建的企业）、张家港森田化工、苏州

诺莱特（巴斯夫旗下企业）、苏州厚成化工、宁波台塑石化（台塑集团旗下企业）、东营盛世

能源材料（中央硝子旗下企业）等等，这些外来企业的生产基地除了中央硝子之外，都设在

长三角，而且基本上扎堆在苏州。表 2 统计的企业数量有近 50 家，数量上远超全球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总和。

表 2：中国电解液材料企业情况调查统计（部分）

企业 相关内容

长三角地区（指上海、江苏、浙江 3 省市）

…… ……

珠三角地区（仅指广东省）

…… ……

环渤海地区（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

…… ……

其他地区

…… ……

数据来源：真锂研究整理，2013 年 03 月 31 日。

总体来看，3C 电子产品用小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及其核心原材料六氟磷酸锂的产能呈

现出全球向中国转移的明显的发展趋势。国内企业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来保证利润，维持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而国外企业则希望通过向中国转移产能以降低制造成本，夺回失去的市场份

额。在这两种作用力下，中国的电解液及其核心原材料六氟磷酸锂的产能呈现出急剧扩张态

势，这从表 3 部分企业的产能规划情况来看就可见一斑。

表 3：中国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产能规划（部分）

中资企业 总产能规划（吨） 外资企业 总产能规划（吨）

国泰华荣 10,000 三菱化学 20,000

天津金牛 5,000 宇部兴产+陶氏化学 10,000（一期 5,000）

东莞杉杉 5,000 苏州诺莱特 3,500

新宙邦 40,000（一期 25,000） 中央硝子 3,000

多氟多 20,000 台塑+三井化学 5,000

广州天赐 8,540 合计 41,500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5,000

惠州天骄锂业 5,000

合计 98,540

表中企业电解液产能规划总计：

140,04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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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真锂研究整理，2013 年 04 月 01 日。

表 5：中国六氟磷酸锂产能规划（部分）

企业 资本属性 产能规划（吨） 企业 资本属性 产能规划（吨）

天津金牛 中资 2,000 汕头金光高科 中资 500

多氟多 中资 2,200 无锡天致化工 中资 1,000

森田化工 外资 6,000 天津鑫宝 中资 100

苏州厚成化工 外资 400（一期） 浙江凯圣 中资 200

成都牧甫生物 中资 3,000 商洛比亚迪 中资 150

广州天赐 中资 1,000 湖北宏源药业 中资 400

江苏九九久 中资 2,000 湖北嘉鱼中天 中资 2,000

张家港亚源 中资 300 白银氟化盐 中资 200

江苏新泰 中资 1,080 上述合计 22,530

数据来源：真锂研究整理，2013 年 04 月 02 日。

真锂研究认为，有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锂电产业链企业的相关产能建设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第一个因素是这一代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技术已经度过了成熟期，到了一个

发散期（这在下一期月度报告会有所提及）。发散期的特点是相关量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且

在不断发散中，因此技术方面不再是问题，而前面成熟期的市场表现也让很多企业和资本感

到眼馋，这样，大家纷纷蜂拥而入。

这种状况也适当延缓了中国锂离子电池企业大洗牌的进程。本来 2011 年的时候，就有

很多从事中低端锂离子电池业务的中国企业因毛利太低（多数不到 10%，有的甚至只有 5%，

一般而言需要在 20%以上才能够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倒闭的危险。但上游相关材料价格的

持续降低，以及下游市场对锂离子电池需求的迅速扩大，使得其中不少中国企业的毛利仍可

以维持在一个勉强能生存的水平。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在产业的成熟期末期甚至发散期（如果将一

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发散期四个阶段的话）介入，这样，即使

赚不到更多的利润，所面临的的风险看上去也要小得多。因为在这个时候，技术已不再是门

槛，而市场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就没有风险，其实很难说。

第二个因素是泡沫经济所导致的思维惯性所致。大致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全球

工业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绝大多数工业品的产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持续转移，中

国是其中最大的接收地。伴随着这股产能转移的风潮，国内一批企业趁势崛起。同时，全球

经济也呈现出泡沫化趋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热，而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也直接助推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发展。

这种泡沫化经济在 2007 年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顿

时陷入低谷，并从这之后开始了艰难的去泡沫化进程。但是，中国政府把经济泡沫化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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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一种表现，为了维持这种繁荣，2008 年 10 月推出 4 万亿刺激政策，此后几年大量发

钞，为的只是 GDP 保八。政府的这种做法也影响了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使得企业家

们继续坚持着泡沫经济时期的思维惯性，这样，超发的货币基本上转向了房地产以及各种中

低端产品产能的扩充上，导致目前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几乎都严重过剩。锂电产业链领域也

在这几年大量扩充了相关产能，电解液领域亦不例外。

通过上期月度报告的介绍我们知道，锂离子电池用电解质材料从其形态上讲主要有电解

液（液态）、凝胶电解质（半固态）和固态电解质三种类型，电解质材料从技术发展方向上

看大体存在着“液态→固态”的发展规律，但也不绝对。

目前，电解质材料技术开发热点是①阻燃性电解液和②固态电解质，目的都是为了保障

动力锂离子电池应用上的安全。有意思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未传出现有主要电解液企业

在开发上述两类电解质的消息。电解液技术综合实力排名全球第一的宇部兴产曾经公开承

认，要开发出阻燃性电解液很困难。而从新闻报道来看，阻燃性电解液的技术开发主要是一

些主营业务并非电解液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做，而固态电解质的技术开发则主要是一些电池

企业甚至是车企在做。

电解液大致可分为非水系和水系两大类，目前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基本上都是有机电

解液，属于非水系电解液，也就是可燃性电解液。这种电解液应用在动力锂离子电池上，安

全存在较大隐患，于是研究人员在积极开发阻燃性电解液。在其技术开发进程中出现了两个

方向：①水系电解液；②阻燃性有机电解液（非水系电解液）。其中后者又延伸出了两个子

方向：①锂离子电池用阻燃性电解液；②其他离子电池用阻燃性电解液。锂离子电池的竞争

对手就可能会在这样的技术开发过程中诞生。

采用有机电解液的传统锂离子电池，因有过度充电、内部短路等异常时可能导致电解液

发热，有自燃或甚至爆炸的危险。而将有机电解液代之以固态电解质的全固态电池，其安全

性可大幅提高。并且，因在理想状态下，固态时锂的扩散速度（离子传导率）较液体电解液

时高，理论上认为其可实现更高的输出。固态电解质及全固态锂离子电池是锂离子电池技术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很多专家甚至认为固态电池可能成为“终极电池”（见图 7）。

在理论上，由于不使用液态电解液，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具备可提高安全性及耐久性，可

简化外壳，可通过卷对卷方式（roll-to-roll）制造大面积的电池单元，可通过层叠多个电极、

并使其在电池单元内串联以制造出 12V 及 24V 的大电压电池单元（传统的有机电解液，当

电池电压接近 4V 时电解液就开始分解，因此很难提高电池的电压上限）等前所未有的特性，

受到极大关注。

固态电解质可大体分为高分子类及无机物类两类。高分子类固态电解质虽然在低温特性

方面还存在问题，但由于其具有便于通过卷对卷方式大量生产（生产效率高）的优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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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力争在面向储能市场（ESS/UPS）实用化的趋势。无机物类固态电解质离子电导率高、

使用寿命长，数字显示达到 3～5×10-3S/cm 这一与有机电解液相当的离子传导率的硫化物类

固体电解质（Li2S-P2S5）将面世，相关开发进行得如火如荼。

本期月度报告真锂研究

以 GS 汤浅、普利司通、中

央硝子、住友电工、复旦大

学、三星电子、丰田汽车、

出光兴产（Idemitsu Kosan）、

大阪府立大学、NAMICS、

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三重

县产业支援中心等企业和研

究机构的开发工作为线，简

单介绍一下阻燃性电解液和

固态电解质材料的相关技术

的开发进展。

总的来看，锂离子电池

制造使用固态电解质是大势

所趋，肯定会成为最主流的

发展路线。一旦全固态锂离

子电池实现大规模应用，现

有的电解液和六氟磷酸锂产

品乃至隔膜材料产品就将逐

渐失去市场（至少市场份额

会大幅萎缩）。对于中国这几

年来蓬勃建设的电解液、六

氟磷酸锂、隔膜产能来说，

可能已经没有几年的好日子

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能，

可能还没来得及释放，就会

被淘汰。而目前在全固态锂

离子电池技术的开发方面，

中国还只是一些科研机构在

做，很少听到企业在做。为

使中国锂离子电池产业的发

展有一个延续性，中国企业

图 11. 丰田开发的新型固态电解质材料Li10GeP2S12和全固态锂离子电

池 （上图引自日本技术在线）（真锂研究，2012 年 09 月 28 日）

图 12. 丰田与大阪府立大学合作开发的新型硫化物固态电解质

7Li2O·68Li2S·25P2S5 具备高容量维持率（引自日本技术在线）（真锂研

究，2013 年 0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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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密切关注并参与到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技术开发中去。原来那种等产业技术非常成熟之

后再大规模介入的做法，未来不一定行得通。

锂离子电池制造除了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材料和电解质材料这四大关键材料之外，

还要用到很多材料，如 PVDF 等。这些材料如果要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将会很费时间，故

目前暂时不准备继续下去。另外，锂离子电池制造所需的最核心的原材料——碳酸锂及锂资

源，真锂研究认为虽然很重要，但暂时还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接下来真锂研究将

开始储能市场（ESS/UPS）及其动力锂离子电池的研究。真锂研究认为，这个市场在 2020

年之前（甚至是 2018 年）一定会成为与目前 3C 电子产品市场、xEV（HEV+PHEV+EV）

市场并驾齐驱的锂离子电池三大应用市场之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下面还有一些篇幅，真锂研究想从定性研究方面来简单看看全球锂电产业链的发展情

况。若欲结合定量研究来全面了解全球锂电产业链的发展，敬请关注真锂研究与中国电池网

（www.itdcw.com）将于 2013 年 04 月底联合推出的《锂电发展大盘点·2012》。

总的来看，目前全球锂电产业链的发展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锂离子电池市场持

续高速扩张，另一方面，很多企业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产能严重过剩的阴影几乎笼罩着每

一家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要么关门歇业，要么抱团求生存。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的发展其

实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具体请看下面的研究分析。

锂电产业链发展“痛并快乐着”

在全球经济还在低谷中挣扎之际，锂电产业链却继续着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正在成为

带领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领头羊。锂电产业链上的下游应用各产业，2012 年在很多领域较

上年度都有较大成长，这直接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及其上游材料产业的高速度发展。不过，在

“快乐”的同时，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企业也越来越感觉到了“痛”。由于下游应用市场对

锂离子电池高能量密度的需求，使得现有技术下扩充的产能严重开工不足，投资难以回收，

企业或关门或重组。整个锂电产业链的发展“痛并快乐着”。下面真锂研究结合一些最新动

态，来简单研究分析一下。

混合动力汽车（HEV）全球范围内销量大增，出现了第一家年产销 HEV 超百万辆的车

企——丰田汽车（Toyota）。虽然 HEV 所用电池目前还是以镍氢电池为主，但锂离子电池的

比重正在显著提高。这主要是因为通用汽车、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戴姆勒-奔驰等企业，

为在 HEV 市场与垄断者丰田和本田竞争，而在 HEV 上大量采用锂离子电池。这种状况也

http://www.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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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越来越多的原来关注电动汽车市场的锂离子电池，把目光开始转向 HEV 市场。一些车

企开始考虑在传统汽油车上配备锂离子电池以提高燃效，如日本铃木汽车于 2012 年 09 月

06 日开始销售的新款微型车 Wagon R，这可能将成为锂离子电池一个新的成长市场。

电动汽车（PHEV 和 EV）市场在稳步发展。真锂研究的初步统计表明，2012 年全球电

动汽车市场销量已突破 13 万辆，基本上集中在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这四大市场，与真

锂研究《锂电发展大盘点·2011》中的预计很吻合。彭博社旗下的新能源财经咨询公司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BNEF）的报告预计 2013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同比增

长 89%至 22.5 万辆，只有此前部分车企预期值的 1/3，不过，真锂研究认为将达到 25 万辆，

要略好于 BNEF 的预计。

普遍认为，储能市场（ESS/UPS）将成为锂离子电池新蓝海市场。真锂研究认为，储能

市场主要有以下细分市场：①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电力的平稳接入，属于发电环节，主要

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相关。②电力的高效利用，如电网的“削峰填谷”等，属于输配供电环节，

主要与电网企业相关。③电力的合理利用，如下文提到的建筑能源管理系统（BEMS）及家

用能源管理系统（HEMS），属于用电环节，主要目的是多用谷电少用峰电，以节约使用成

本，同时也兼顾不间断电源的考虑，以保障一些必要的用电，这方面主要与消费者相关。④

各种 UPS 电源市场，主要是从保障电力不间断供应角度考虑，用户主要是一些相关企业。

该领域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是移动基站电源市场。目前，移动基站电源主要用的是铅酸电池，

但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了大规模替代的进程。

在目前锂离子电池最大的应用市场——3C 电子产品市场，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的速

度在加快。全球智能手机手机销量快速增长而功能手机销量下降得更快，导致 2012 年全球

手机销量较 2011 年有所下降。中国 2012 年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全年销量

达到 1.88 亿部，较 2011 年翻了一番有余，这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研究机构的预期。平板电

脑市场继续高速发展，2012 年全年销量超过 1.3 亿台。意外的是，超极本替代传统笔记本电

脑的努力却在受挫，发展速度远不如人们的预期。2012 年初很多机构预计超极本的年出货

量会在 1,000～2,000 万台，但最终的实际成绩却只有 100 多万台，占整个笔记本电脑出货量

比重仅为 5%左右（2012 年笔记本电脑总出货量超过 2 亿台）。

得益于电动汽车、3C 电子产品市场以及电动自行车、储能市场（ESS/UPS）、移动电源

等市场的发展，2012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继续快速发展。真锂研究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2012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超过 3,800 万 kWh，较 2011 年的 2,663.58 万 kWh 增长了

42.5%以上，稍微好于真锂研究当初的预期（见图 21）。其中，3C 电子产品用小型锂离子电

池市场规模超过了 2,750 万 kWh，而电动工具、电动交通工具以及储能领域用动力锂离子电

池市场规模超过了 1,050 万 kWh，较 2011 年翻了一番，发展速度大幅领先于前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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