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锂电池主要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和电解液构成，其中负极材料
在锂电池中的成本占比为5%-15%，是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 目前，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产业主要集中于中国和日本，两国占据全球
负极材料销量的95%以上。其中日本企业在技术水平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中
国由于石墨矿产资源丰富，在负极材料生产方面成本优势明显

• 2016全年国内负极材料产量12.25万吨，同比增长68.3%。受新能源汽车
需求拉动，预计到2020年中国负极材料产量将达29.5万吨，未来几年复合增长
率达30-35%，保持快速增长。

• 2016年，全球负极材料市场份额（按销量）排名前六的企业分别为贝特
瑞、日立化成、杉杉股份、三菱化学、日本碳素和日本JFE，市场份额之和为
71.1%。其中日立化成、杉杉科技、日本碳素和日本JFE以人造石墨为主，贝
特瑞、三菱化学以天然石墨为主。

• 目前，中国负极材料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珠三角、长
三角、华中地区（湖南和河南）三大区域。区域集中度非常高，三大区域负极
材料生产企业占全国负极材料生产企业总数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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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要企业竞争格局来看，深圳贝特瑞、上海杉杉、江西紫宸仍占据前三位置，不过三者的市场占比差距
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产值方面，江西紫宸与上海杉杉两者的产值进一步缩小。二线梯队厂商，如深圳斯诺、
湖州创亚、长沙星城、江西正拓、深圳翔丰华等企业受动力电池市场的带动，产值保持较快增长，如翔丰华受
益于比亚迪、广州鹏辉等动力电池企业。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7-2021年全球及中国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研究报告》着重研究了以下内容：

• 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市场规模及预测、竞争格局、新型负极材料发展情况等；

• 中国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产业政策、市场规模及预测、竞争格局、价格走势等；

• 全球及中国负极材料上游原料行业（石墨、碳化硅、钛酸锂、石墨烯等）市场规模、竞争格局、进出口、价格
走势等；

• 全球及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竞争格局、对负极材料需求分析及预测等；

• 全球及中国15家负极材料生产企业简介、负极材料业务分析、经营状况等；

• 全球及中国3家钛酸锂材料生产企业简介、钛酸锂材料业务分析、经营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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