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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锂资源分布概况

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将锂列为关键性金属矿产或战略性金属矿产



全球锂供需概况-锂消费结构

锂离子电池对锂的消费量占全部消费量的80%以上，未来仍有上升空间。其他终端行业对锂的消费占比甚至“微不足道”。



全球锂供需概况-中国供给

2022年我国锂行业仍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碳酸锂产量39.50万吨，同比增长32.5%，氢氧化锂产量24.64万吨，同比增幅约为 29.5%；
氯化锂产量2.22万吨同比下降约27.2%。三大基础锂化合物碳酸锂当量（LCE）约为63万吨，同比增长28.3%。综合各方统计数据，我
们估算2022年全球锂产量约80万吨碳酸锂当量（LCE），同比增35%。根据中国2023年前8个月数据，预计2023年仍保持较高增幅。



全球锂离子电池对锂的消费概况

       2015年前，锂离子电池消费主要由消费类电子产品推动，到2018年锂离子电池消费由新能源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共同推动。到
2022年储能系统发展迅速，锂离子电池消费主要由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消费类电子产品共同推动。且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锂消费量
相对稳定，增速无法与动力汽车及储能系统相媲美。



全球锂盐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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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锂资源国的国情国力



“锂三角”地区的地理位置

离天堂太远  离美国太近



拉美主要国家国情国力（2022年）



“锂三角”地区国家经济结构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21年阿根廷、

智利、玻利维亚三国的工业增加值（含建

筑业）占比分别是23.6%、26.4%、31.8%。

中国同期工业增加值（含建筑业）占比是

39.43%，在大中型经济体中，比重排到第

一位。

最近50年，拉美主要锂资源国中，阿根廷

的工业增加值（含建筑业）占比缩减22个

百分点，其“去工业化”趋势明显。

“去工业化”往往伴随国内工业产品供给不足，超规模货币追逐小量商品，通胀压力骤增；阿根廷是拉美地区通胀幅度较大的地区之

一。智利工业增加值占比较高，但其工业产品主要以矿产品及其粗加工品为主。玻利维亚经济体量较小，工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面临较高的通胀压力与较低的工业增加值占比，阿根廷唯有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再工业化”进程，生产更多适销工业产品。



门罗主义与“新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是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

中提出的，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

美国不友好的表现。

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其实质是要使美洲成为美国资产阶级的美洲。当

时美国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反对英国以及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插足拉丁美

洲，并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作掩护。

奥巴马政府时任国务卿克里曾宣布“门罗主义”已经终结（形式上的）；但实际“新门

罗主义”更加变本加厉：美国丝毫没有尊重拉美的利益和意愿，相反依然把拉美作为

“需要时用之、不用时弃之”的棋子和工具。

2022年6月6日-10日，第九届美洲峰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35国，仅有21国国领导人集

参会。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可持续、有弹性、讲公正的未来”，然而外界看到的却

是“空洞”与“分裂”。

长期封锁古巴。  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瓜伊多“临时总统”。打破“新门罗主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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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



阿根廷是“依附型”经济的集中体现

阿根廷历史上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及本币大幅贬值，就是这种畸形经济的直接产物；阿根廷经济也深受其害，GDP大起大落；近年更

是呈现衰退态势。最近10年，阿根廷的经济在波动中几乎无成长。

与阿根廷相比，智利经济开放且发展相对稳定，玻利维亚经济开放程度不高也相对稳定。



“锂三角”地区国家加入的区域国家组织

拉美地区建有多个地区性组织，代表性比较强的主要有三大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国家联盟。其中中

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这一国家组织关系紧密。并建有：中国—拉共体论坛。



“锂三角”地区国家对外政策概况

阿根廷：将发展同拉美国家、尤其是地区大国关系作为外交优先目

标。重视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认为同巴西的战略联盟关系是南共

市“战略轴心”。与智利、墨西哥建有战略伙伴关系。

智利：大力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优先巩固和发展同拉美邻国和

南共市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拉美一体化。

玻利维亚：奉行反帝、反殖、反霸，独立自主、和平和不结盟的对

外政策。以消除贫困、气候变化和地区一体化为外交重点，主张外

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力争提升玻国际地位。

与中国的关系

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都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都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

阿根廷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员

阿根廷是金砖新发展银行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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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加速重构全球政经格局

1919-1922 1949  202320221945 200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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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具备独立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基本持平



“再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

拉美地区需要再工业化，以重构工业，建立基于“自我优势、自主发展”的工业体系，规避恶性通货膨胀及本币大幅贬值风险，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在历史上曾是先进的工业国、经济发达国家。但就是其经济长期、深度依附于美国经济，难以从本国实际自主发展经济。二

战后，阿根廷多次爆发经济危机或债务危机，通胀高企，本币大幅贬值；硬生生的从“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智利，经济发展较为稳健，工业增加值占比相对较高；但工业过多依赖采选业，冶金以及相关加工业较为薄弱。

玻利维亚，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既需要量的增长，更需要质的提升。

目前，拉美国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在欧洲与亚太集聚力量，与中俄展开全球博弈。美国干涉拉美政治经济

的力量在减弱，同时拉美前八大经济体全都转为“左翼”政党执政。  

综合上看，“新门罗主义”对拉美经济政治的渗透在减弱，拉美国家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新建立起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再工业化”提供强大支撑

阿根廷矿产资源丰富，为拉美主要矿业国之一，是当今世界非常规油气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铜、

金、铀、铅、锌、硼酸盐、粘土等，大部分位于与智利、玻利维亚交界的安第斯山脉附近。阿根廷国内矿产开发水平较低，预计约有

75%的资源尚未得到勘探开发。阿根廷锂资源总储量约735万吨，其中探明储量为650万吨，主要类型为盐湖卤水矿床。阿根廷铁矿储

量约为11亿吨，主要铁矿有胡胡伊省萨普拉铁矿（Zapla）、黑河省希拉格兰德铁矿（Sierra Grande）。

玻利维亚矿产资源丰富，锂、钾、锡、锑、钨、银、铅、锌、铁、锰资源

储量居世界前列，还拥有金、铋、铜、铀、钴、硫、石膏、石棉、云母、大理

石、水晶和双色水晶等多种矿产资源。其中锂储量达2100万吨，居世界第一

（2020年）；锑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4%，居世界第二；锡储量为481万吨

（2017），居世界第六；铋第十；钨居世界第三（2019）；银居世界第八

（2020）；铅居世界第九（2020），锌居世界第八（2019）；玻利维亚和巴

西交界地区的穆通铁矿已探明储量800亿吨，其中玻利维亚玻占570亿吨，位

居世界前列。

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也是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的国家。智利已探明铜储量2亿吨以上，铜储量、产

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此外，智利还是世界第二

大碳酸锂生产国，也是唯一的天然硝石生产国，智利

铁蕴藏量约12亿吨；煤储藏量约50亿吨；此外还有

金、银、碘等资源。



良好的对华关系为“再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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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民族主义”的简单探讨
资源民族主义是指 “基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合法管辖，通过控制和支配资源，以及市场干预行为，来实现为政治服务和国家特定发展

等目标”。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就丧失了对本国（地区）矿产资源的主权。二战后全球殖民体系

瓦解，发达国家还是通过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通过掌控资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资源进行

变相掠夺，而资源民族主义便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浪潮应运而生。

从政治角度看，资源民族主义浪潮有争取本国经济和资源主权的积极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资源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又对经济全

球化浪潮形成一定遏制，加剧国际社会的地缘冲突风险，威胁到各国的能源资源安全与经济发展。

在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非洲矿产资源国无法改变出口初级矿产品

命运，无法改变全球经济分工的依附性地位，产业无法升级转型。只

能通过强化资源的控制，被动享受资源红利的一种政策模式。

妥善处理资源民族主义的的一个有效办法：推动资源国大力发展与资

源相关的制造业。扩大就业，提升产业链的广度与深度，将价值链最

重要部分合理地留在本地，为本地进一步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积累财富。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将帮助非洲矿业国由初级矿

产品加工国向矿业下游制造国逐步转型，获取产业链更高更大的价值。

典型案例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发布禁止镍矿等原矿出口禁令，推动该

国镍铁产业及不锈钢产业的发展。

当前印尼已成全球第一大镍生产国及全球重要的不锈钢生产

国，印尼也以这样的思路发展动力电池产业链。

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印尼两国的产能合作，充分发挥了资源

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明显抑制了资源民族主义的消极作用。



拉美地区锂资源分布概况

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交界的南美中安第斯山高原地区，发育有大小100 多个盐湖 ，其中大

多为干盐湖，是为南美“锂三角”。这些盐湖的晶间卤水或湖表卤水含有锂、钾、硼、钠、镁

等。卤水中锂浓度极高，且大多数盐湖卤水Mg/Li比较低，对于加工提取十分有利。

阿根廷总共有86个盐湖，其中42个为锂盐湖；主要集中在萨尔塔、胡胡伊、卡塔马卡三省。已

经进入开发阶段（包括深度勘探获得资源量数据的项目）的23个盐湖锂项目合计探获的资源量

达到1.21亿吨LCE。就其资源品位而言，盐湖的镁锂比比较低，大部分盐湖都在10以下，锂离

子平均浓度基本上在0.2-1.0g/L之间，采卤井深度在300-500米不等，具备应用直接提锂（DLE）

技术的先决条件，决定了阿根廷盐湖锂项目在运营成本上的较强竞争力。

玻利维亚有31个盐湖，其中乌尤尼(Uyuni)盐湖面积最大，海拔在3000米以上，雨量稀少，气候干旱。其北部和北东部还有科伊帕萨盐

湖（Salar De Coipasa）和波波湖（Poopo）。乌尤尼盐湖面积超过1万平方千米，居南美盐湖群之冠，是全球最大的盐湖卤水型锂矿，

仅其单个盐湖的锂资源即达到2100万吨，占全球的25%以上。

智利北部的盐滩主要分布南纬18°到27°的4个大区，分别为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大区（Arica and Parinacota）、塔拉帕卡大区

（Tarapaca）、安托法加斯塔大区（Antofagasta）和阿塔卡马大区(Atacama)。这些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52个盐滩。



拉美锂资源国“锂佩克”畅想

建立目的：首先要创新锂价形成机制，以开采或提取成本为基础进行定价，既要反映资源溢价，又要兼顾下游利益。其次要促进资源

国“自主可控”的合理开发锂资源，注重绿色开发与资源综合利用。再次是创新产业链发展模式，不仅是在资源国进行锂化合物的生

产，更要向下游延深产业链。

制度创新：在当前形势下，单凭三国力量，很难进行这样的制度创新。主要由以下三点原因：一是“锂三角”地区国家经济体量相对

较小；二是锂市场规模也远低于石油市场规模，三是美国对拉美经济的控制量尚未完全消失。在这种背景下，仅仅由三国独立自主的

建设“锂佩克”，可能性并不大。还需要引入其他锂资源国，才能实现建设“锂佩克”的宏源。这可以借鉴RCEP的建设模式。RCEP

是一个以东盟为核心，引入中日韩三大制造业大国强国，并吸收澳新等国家而成立的全球最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建立过程：首先是建立“锂佩克”的基本盘，以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三大锂资源国核心，再加上巴西、墨西哥两国，是为五大创

始成员国。其次，吸收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成员国；特别是中国，既是重要的锂资源国，又是最大的锂消费国；同时中国是独立

自主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崇尚贸易与投资的平等互利；锂电产业体系完备，产能规模巨大，易于实现产能合作。主要锂资源国与锂

消费国将是“锂佩克”的核心成员。



“锂三角”地区物流概况

交通枢纽——安托法加斯塔港

智利盐湖区交通：阿塔卡玛盐湖有公路与铁路可到达安托法加斯塔港。

玻利维亚盐湖区交通：

安第斯铁路网长2276公里，穿越拉巴斯、奥鲁罗、科恰班巴和波多西四省，与阿根廷、

智利和秘鲁等邻国铁路网相连，可到达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港。

阿根廷盐湖区交通：

出海口：（1）胡胡伊省、萨尔塔省、卡塔马卡省三省的盐湖矿区走公路到萨尔塔市，该

市有铁路和公路直达智利安托法加斯塔港。（2）门多萨省、内乌肯省两省的盐湖矿区走

公路到门多萨市，该市有铁路直达智利圣地亚哥港。

到制造业集中区：主要通过铁路和公路两种方式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公路系统比铁路系统发达。       



智利与中国锂产业链合作概况

2018年12月，天齐锂业公司以42亿美元收购了智利化学矿业公司

（SQM）23.77%的股权，对SQM公司合计持股达25.86%，成为该公司

第二大股东。智利化工矿业公司（简称SQM）成立于1968年，经营化肥、

化工产品、碘、锂的生产及销售。公司资产总额13.6亿美元。2020年，

实现利润5.855亿美元，与去年相比有所增加。

智利总统博里奇通过智利总统府网站发表声明，宣布青山实业旗下青山控股集团（以下简称“青山控股”）将投资2.332亿美元在智利

建厂。10月16日，博里奇在京和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项光达商谈了投资建厂的具体事宜。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锂资源储备国和出口国之

一，青山控股将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在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建造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工厂，最大年产能12万吨，预计2025年5月

投产，将创造668个就业岗位，其中90％工人将是智利人。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3年前9个月，中国从智

利进口锂的碳酸盐（碳酸锂）96437.6吨，进口约为

47.43亿美元（330.4亿人民币）；进口氢氧化锂720

吨，进口金额约为0.37亿美元（2.52亿人民币）。



玻利维亚锂资源新的投资动向

在2020年上台的左翼政党总统阿尔塞领导下，玻利维亚正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以强化其锂资源开采能力。

2021年总统阿尔塞宣布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八家公司的入围名单。这八家公司分别是：美国初创公司Lilac Solutions、

EnergyX；阿根廷能源公司Tecpetrol；俄罗斯Uranium One公司；四家中国公司：宁德时代、深圳聚能永拓（Fusion Enertech）、

特变电工和中信国安。

2022年6月，美国初创公司EnergyX和阿根廷能源公司Tecpetrol出局。

经过漫长的竞标后，玻利维亚政府最终 在2023年1月份选择由宁德时代牵头的企业联合体，以帮助开发这个南美国家储藏量巨大但尚

未利用的锂矿。该企业联合体将从该国Potosi和Oruro盐湖中直接开采锂。同时，该企业联合体还获得了兴建两家锂盐工厂的权利，每

家工厂每年可生产最多2.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该企业联合体除了宁德时代外，还有宁德时代旗下的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邦普”）以及矿业巨头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的第一阶段投资将超过10亿美元，资金将用来改善道路等基

础设施，并推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电池工厂的建设。



阿根廷锂资源开发项目概览



主要项目介绍



主要项目介绍（续）



他山之石--印尼莫罗瓦利县镍产业发展之路

以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青山园区为代表的工业园区的成功运营为基础，莫罗瓦利县由以农矿为主转为以制造业为主。2021年该县（地

区）人均（地区）GDP达42421美元（现值），几乎为全印尼人均GDP的10倍；为印尼镍主产区（县级）最为富庶之地。



结语

       1.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背景下，拉美国家将迎来“再工业化”发展的大机遇。  

       2.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持续稳健扩容的大背景下，拉美锂资源国迎来锂产业链大发展的机遇期。   

       3.拉美锂产业链将由锂资源开采、锂盐生产延深到正极材料及锂离子电池生产；更包括新能源汽

车产业，新型储能产业的构建。  

       4.“锂佩克”建设构想应有充分的包容性：拉美锂资源国、东亚锂消费国都应成为核心成员国。 

       5. 拉美锂资源国凭借资源优势，将与中美欧大型经济体重构全球锂产业链。 

       6.拉美锂资源国将保有合理资源溢价及资源开发“自主可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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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介绍

       中国有色金属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以下简称：联盟）是根据科学技术部等六部
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平台构建的指导意见》（国科发政［2008］
770号）文件精神。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复，在有色金属行业相关社会组织支持
下，由中南大学、中南京华（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等70多家在行业有代表性地位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按照自愿、平等、合作、发展原则，共同发起成立的
技术创新合作组织。

       平台以有色金属产业技术创新需求为纽带，有效整合“产、学、研、用”各方资源，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链，共同致力于解决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关键和
共性技术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通过构建有效的
合作方式，加速科技创新及成果应用，促进平台成员的共同进步，实现有色金属产业可
持续发展。

      平台以推进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为目标，形成有色金属
产业信息、技术、成果等资源共享机制，建立与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有效沟通的渠道，
构建人才培养、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国际合作的平台，促进平台成员单位
的发展，提高技术进步在产业升级发展中的显示度，提升我国有色金属产业整体竞争力。

      平台秘书处地址在北京，中南京华（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作为秘书处单位负责联
盟发起和会员单位之间日常事务及成员单位之间联络、协调、管理等工作。

理事长单位：

中南大学（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副理事长单位：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富》世

界500强第373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等40家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等30家单位

理事单位：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近80家单位



个人介绍



产业研究基本架构



基本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