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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名称和建设地点 

1、 项目名称：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型动力锂电正极材料产业化开

发项目（以下简称“海门 II-2 期工程”） 

2、 项目建设地点：江苏省海门市临江新区-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当升”） 

1.2 项目建设目标、产品及拟建规模 

本项目建设的主要目标：建成先进的年产 4,000 吨新型动力锂电正极材料，

实现新型动力锂电正极材料的产业化。项目占地面积约 6,000 平米，建筑面积约

9,000 平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 完成厂房、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 

2、 完成生产设备的选型、采购及安装调试； 

3、 完善相应的水、电、气、环保、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设施。 

表1 项目建设产品及规模 

序号 产品名称 产量（吨/年） 备注 

1 多元材料 4,000 用于动力型锂电池 

1.3 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升科技”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苏当升实施。 

1.4 建设周期 

本项目是江苏当升锂电正极材料生产基地规划中的二期工程第二阶段，二

期工程第一阶段主体工程已完成建设并开始陆续投产。本项目计划建设时间为

22 个月，分以下四个阶段并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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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为项目立项筹备阶段，计划时间 6 个月，分项目立项、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预评价、能源评价、报批报建和其他

前置审批工作等。 

第二个阶段为设计和施工阶段，计划时间 11 个月，包括初步设计、详细设

计、设备选型和采购、施工单位选择、桩基施工、厂房建设、水电安装和消防安

装等过程。 

第三个阶段为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计划时间 8 个月，包括设备安装及调

试、人员培训、试生产等过程。 

第四个阶段为验收评价阶段，计划时间 3 个月，包括工程验收和投产试运

营后的评价等过程。 

1.5 项目投资及收益 

项目总投资 24,17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共 16,507 万元，流动资金 7,457 万

元，建设期利息 209 万元。项目建设后，年平均销售收入可达 45,700 万元（不

含税），年平均总成本费用 43,158 万元（不含税），年平均利润总额 2,408 万元，

年平均净利润 2,047 万元，年平均税收合计 1,610 万元。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

率为 14.48%，投资回收期 6.83 年（含建设期）。 

1.6 主要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的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政策，符合国内外新能源产业发展的

市场需求。项目将采用较同行业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装备，产品综合性能更优、

品质稳定性更好、生产效率更高、生产成本更低。 

项目建成后，可为当升科技新增动力锂电正极材料生产能力 4,000 吨/年，为

公司增加营业收入 45,700 万元/年（不含税），并实现利润总额 2,408 万元/年，6.83

年（含建设期）可收回投资。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当升科技加快产业化步伐，进

一步提升当升科技在动力锂电领域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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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背景与市场分析 

 

2.1 项目背景 

在燃油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问题双重危机的严峻挑战下，人们对“开发新能

源、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的呼声日愈高涨。发展新能源汽车将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有效手段，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纷纷加快部署，将发展新能源

汽车作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同时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汽车

节能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际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未来十年将迎来

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

显示，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340,471 辆，销售 331,092 辆，同比分别增

长 3.3 倍和 3.4 倍。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4,633 辆和 247,482 辆，同比

分别增长 4.2 倍和 4.5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5,838 辆和 83,610

辆，同比增长 1.9 倍和 1.8 倍。其中商用车的增长速度尤其惊人，纯电动商用车

产销分别完成 102,461 辆和 100,763 辆，同比分别增长 10.4 倍和 10.6 倍；插电式

混合动力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3,230 辆和 22,947 辆，同比增长 91.1%和 88.8%。

同时，专家预计，到 2020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 500 万辆宏伟目

标。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造就了锂电池巨大的需求，锂电池行业正

在成为新的风口。动力锂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力以赴加速扩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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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 xEV 市场需求（来源：日本 B3 公司 2015 年报告） 

锂电动力汽车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锂电正极材料巨大需求。 

据统计，2014 年国内正极材料的产量在 7 万吨，产值约 110 亿，全球总产

量约 12 万吨，2015 年正极材料出货量超过 15 万吨。目前仍然以钴酸锂（LCO）

和多元材料（NCM）为主，约占市场比例 70%，得益于车用市场（国内商用车）

的快速发展，近两年磷酸铁锂（LFP）增长速度较快，后续 NCM、镍钴铝（NCA）

将有较大的增长幅度。预计未来 3~5 年，锂电正极材料市场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尤其是多元材料体系（NCM+NCA），到 2020 年将占市场总量的 60%。 

 
来源：日本 B3 公司 2015 市场报告 

图2  2012 年～2020 年正极材料销量统计（单位：吨/年） 

鉴于动力锂电行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

对锂电正极材料制造行业的巨大带动，动力锂电正极材料制造行业将迎来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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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机遇。 

2.2 当升科技多元材料市场预测 

经过多年的技术研究和储备，当升科技动力锂电正极材料已突破一系列关键

技术，生产样品已经得到国内外多家客户测试通过，产品已实现或即将实现量产。

随着该项成果在各大客户测试认证的推进，2015 年 5 月起已经获得大批量订单， 

2015 年江苏当升实现了高镍多元材料 350 吨的销量。 

尽管当升科技开发的高镍多元材料已经获得客户的批量订单，销售前景良好，

但是江苏当升目前的产能缺口较大。更高镍的多元材料已经完成小试研究，产品

得到多家客户测试通过，但没有合适的量产线，无法迅速推向市场。因此，只有

利用江苏当升的平台扩建多元材料产线，才能及时抓住车用锂电池的发展机遇，

较快地实现当升科技的市场目标。 

2.3 本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 将带动国内锂电正极材料企业在动力锂电池领域后来者居上，成为全球

动力锂电正极材料行业的翘楚。 

高镍多元材料由于兼顾高能量密度、低成本、长寿命、温和使用环境等优势

得到动力电池发展较快的日韩锂电巨头的高度重视，将之视为未来三年主流应用

的动力锂电正极材料之一。而同行业内研究动力型多元材料的厂商较少，技术积

累较少，进度较公司差距甚远。本项目的成功开发，将推动公司成为全球动力锂

电正极材料行业的领头羊。 

2、 将带动国内下游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升级，加速推进电动

汽车产业化进程。 

国内动力锂电目前主要采用磷酸铁锂体系，使用多元材料的经验较少，公司

具有为国际锂电巨头配套生产高镍多元材料的成熟经验，可引领国内锂电企业迅

速完成多元材料动力锂电池的开发和使用。该项目实施后生产的新型动力锂电正

极材料将满足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对高能量密度、长寿命、低成本的要求，实现电

动汽车较长的续航里程和较高的安全性能，加速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化进程。 

3、 属于绿色新能源产业，为社会节能环保做贡献。 

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降低汽车燃料消耗量，缓解燃油供求矛盾，减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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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放，改善大气环境，促进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和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该项技

术成果的实施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从而为社会节能环保做出贡献。 

4、 能够充分利用一期工程建设的基础设施，分摊建设成本压力，并形成从

前驱体到正极材料成品的系统集成优势，对提升江苏当升在动力锂电市场的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实施本项目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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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建设方案 

 

3.1 产品技术来源 

当升科技在多元材料研究方面积累了多年基础研究及产业化经验，在多元材

料方向公司先后开发了系列产品及技术，是行业内少有的同时拥有湿法沉淀多元

前驱体制造技术和多元正极材料火法合成技术的供应商。 

本项目采用的产品技术全部来自当升科技。 

3.2 工艺技术方案 

3.2.1 技术原理 

本项目生产多元材料，其化学方程式如下： 

4NixCoyMn(1-x-y)(OH)2 +2Li2CO3 +O2 →4LiNixCoyMn(1-x-y)O2 +2CO2↑+4H2O↑ 

3.2.2 工艺流程  

动力型正极材料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图3 动力型多元材料产品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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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辅料方案 

3.3.1 锂原料的供应分析 

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盐湖锂和矿石锂的可采储量折合碳酸锂约为 3,950 万吨，

锂基础储量折合碳酸锂约为 9,800 万吨，主要分布在智力、阿根廷、中国、美国、

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目前全球对锂的需求量折

合碳酸锂约为 11 万吨，其中锂电池的需求约占 23%。我国的碳酸锂资源主要分

布在青海、西藏、江西、四川等地，锂资源储量 383 万吨金属锂，折合碳酸锂

2,024 万吨。锂资源能够满足锂电行业的需求，但供应相对集中，需要与碳酸锂

厂家建立稳定、可持续的供应渠道。 

3.3.2 多元前驱体供需分析 

前躯体采用外购和自产两种方式。目前市场供应充足，满足当升需求。 

3.4 设备方案 

在满足工艺要求和保证设备性能、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本着技术可靠先进、

经济合理、生产安全的原则，工艺设备采购将立足于国内，特殊或关键设备及附

件选购国外和合资品牌产品。 

本项目生产线主要设备及主要辅助设备见下表： 

表2 正极材料生产线主要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台套数 

1 混料机 6 

2 辊道炉 6 

3 机械磨 6 

4 卧式混料机 6 

5 包装机 6 

6 空压机及其冷干机系统 2 

7 冷却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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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图、运输、公用工程 

 

4.1 总平面布置 

本项目将新建设 1 栋厂房和 1 栋仓库，同时配套相关的水电、环保、消防等

设施。总平面布置的原则如下： 

1、 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规程要求设计； 

2、 厂区布置工艺流程顺畅，为安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3、 厂区依据规划发展方向布局，方便生产管理； 

4、 功能分区明确、尽量节约用地。 

5、 科学合理的利用场地，在保证生产营运和消防安全的同时，使水、电等

各类辅助设施的布置尽量靠近负荷中心。 

4.2 内外部运输 

4.2.1 外部运输 

外部运输主要为原材料的运入和成品的运出。本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运输约

9,500 吨，运输方式主要委托社会运输车辆。 

4.2.2 内部运输 

厂内货物运输主要是生产用的原料、辅助材料、成品、半成品等在厂区内各

车间、仓库等内部和之间的倒运。厂房、仓库之间的运输采用内燃叉车，厂房、

仓库内部的运输采用电动叉车。 

4.2.3 运输与计量设备 

为便于原料和产品的计量，在仓库主要入口处设置 2 台 1 吨的地秤，在厂区

物流通道出口设置 1 台 100 吨汽车衡。 

4.3 公用工程 

4.3.1 给排水 

本项目所在的工业园区配套有相关的给排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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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水管网 

临江新区临江工业园区内供水由临江自来水厂供应。 

2、 排水管网 

污水管道沿主、次干道西侧和南侧铺设。雨水管网沿主、次干道东侧和北侧

铺设，收集废水排入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雨水经管网收集后直排灵甸河、九

匡河和十八匡河。 

3、 污水处理厂 

本项目污水在灵甸污水处理厂的收集范围内，区域污水管网已建设到位。项

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多元材料制备过程的冷凝水、地面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按

设计年生产运行 300 天计算，平均每天产生废水约 34 吨，项目建设不会对园区

污水处理产生较大压力。 

4.3.2 电力供应 

临江工业园区内建有 110 千伏变电站一座（灵甸变电站），总装机容量约

70,000 千伏安，区内用电全部来自于该变电站，输出电压等级为 20 千伏。 

目前灵甸变电站供电容量仍有较大冗余。本项目设计总用电负荷约 7,500 千

伏安，工厂总用电负荷容量将达到 16,500 千伏安。供配电系统变配电装置仍将

参考前期设备类型，重点采用高阻抗节能型变压器；通过对电容补偿装置的改进，

降低无功负荷、优化用电质量。 

4.3.3 压缩空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需压缩空气等工业气体。企业已设置 4 台空压机。考虑到工

艺变化以及峰值用气，需新增 1 台 40 立方米/分空压机及其辅助系统。 

4.3.4 蒸汽 

临江新区内统一规划，由联海热电厂负责实行集中供汽。 

目前灵甸工业集中区内企业的总用汽量约在 60 吨/小时，供汽能力富余 80

吨/小时，有较大的富余量。本项目按年生产运行 7,200 小时计算，每小时用汽量

1.5 吨，区内的供汽能力完全能够满足本项目需求。 

本项目的热力输送系统保温设计所选用的保温材料、保温厚度和结构形式等

方面的要求均按照《设备及管道保温技术通则》等国家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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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节能 

根据海门市统计局 2014 年公布的数据可知，2013 年海门市“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单位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按当量值折算为 0.1386

吨标准煤/万元。本项目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按当量值折算为 0.082 吨标准煤

/万元，比 2013 年海门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单位工业总产值综合能耗（当量

值）指标低 40.83%。 

本项目能耗主要是电力。采取的节能措施主要有： 

1、设备选型方面：本项目所选机电设备均采用了符合国家规定的高效、节

能设备，变配电要安装电容补偿自动装置，尽量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损耗。 

2、生产工艺方面：本项目工艺技术经过优化改进后更加成熟，企业尽量保

持连续性，提高生产负荷，充分发挥效率。 

3、动力供应方面：本项目设备与生产能力基本做到合理匹配，将充分利用

一期已建附属生产设施。 

4、厂区照明方面：严格选择有 3C 标志和有节能认证标志的节能灯；实施照

明产品能效标准，并采用传输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电能损耗低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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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保护 

 

5.1 执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及采用的标准 

1、1989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国家计委、环委（87）国环字 002 号文，关于颁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计规定》的通知； 

3、国务院[1998]第 253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 

5、《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2 类标准； 

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标准； 

7、《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 2 中的二级标准； 

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 

9、《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Ⅱ类区标准； 

10、《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85)。 

5.2 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与防治措施 

5.2.1 废水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是多元材料制备过程的冷凝水、地面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等。

其中，反应的冷凝水约 3000 吨/年，冷凝水中的污染物浓度较低，大约 30%以蒸

汽形式排放到大气中，另外 70%排入厂区的污水集中池；地面冲洗废水和生活污

水约 8000 吨/年，地面冲洗废水可能含有正极材料的粉尘，需要排入沉淀池处理

后排入废水集中池，与生活污水等混合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5.2.2 废气污染源分析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废气排放主要有：多元材料生产过程中，混

料、烧结、破碎、筛分、拼混等工段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收集后经 21 米高

排气筒排放。公司采用先进生产设备，设备自带粉尘收集装置，有效削减粉尘排

放量，处理后的粉尘排放速率、排放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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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噪声源分析 

本项目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有：空压机、破碎机、混料机、筛料机、排风系

统风机、除尘系统风机、冷却塔等。 

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有： 

1、购置设备时，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从声源上降低设备噪声强度。 

2、在厂区功能、设备布局方面，采用闹静分开，合理布局的原则，尽量将

生产车间布置于厂区中部，一些高噪声设备如生产设备、真空泵等均安置于密封

性能较好的厂房内，利用厂房墙壁进行隔声。 

3、对冷却塔等不能安置于室内的设备则安装在距厂界较远的位置，并采用

相应的隔声、减震等措施。 

5.2.4 固废产生情况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多元前驱体母液压滤泥饼和生活

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主要为原料和产品，产生量约为 2 吨/年，回收用于生

产工序。 

生活垃圾产生量按每人每天平均产生量 0.8 公斤计，新增员工 80 人，年生

产天数为 300 天，约 19 吨/年。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5.3 环保管理与环境监测 

公司下设质量安全部，环保管理的工作范围是全公司环保日常管理工作，包

括组织和参与对污染物的治理，督促车间治理排放的污染物，环保知识宣传及普

及，环境监测协调工作。 

按当地环保部门要求，对生产装置及所排污染物进行重点监测，如对噪声源

及厂界噪声进行监测。监测按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发的《环境监测统一分析

方法》进行。环境监测工作依托化验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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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劳动安全、职业卫生和消防 

 

6.1 项目危险有害因素识别与应对 

6.1.1 原料、产品物质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标准，结合《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05）和《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

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急性毒性》（GB20592-2006）标准辨识。 

本项目中涉及到的原料主要为 LiOH、Li2CO3 及 NixCoyMn(1-x-y)(OH)2，产品

为 LiNixCoyMn(1-x-y)O2。本项目使用的原料和成品等物质主要存在粉尘等危险有

害因素。本次目不涉及剧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用，也不涉及首批重

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中所列的物质。 

按照 GB18218-2009 辨识，本项目整体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6.1.2 生产工艺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本项目生产系统中存在粉尘、火灾、高温烫伤、机械伤害、触电、噪声等危

险、危害，其中主要危险、危害是粉尘，其结果可造成人员身体疾病。 

6.1.3 有害因素控制对策措施 

1、 粉尘危害的对策措施 

本项目使用的原料，基本上是密闭的自动化生产，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作业人

员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接触产生有害因素的设备和物料。场所设置机械排风、收尘 

净化装置，使工作场所的粉尘浓度降到规定的最高容许浓度值以下。 

2、 防灼烫的对策措施 

本项目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过程多涉及高温作业，采用以下对策措施： 

1) 选用质量合格管线、容器，并精心安装，杜绝一切物料泄漏。 

2) 加强对有关化学品和高温物料的灼烫预防知识和应急处理方法的培训

和教育。 

3) 作业时穿戴相应防护用品，并在现场设立救护箱，配备相应器材和药品。 

3、 噪声控制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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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使用的泵类设备、破碎机、粉碎机等设备会产生噪声，将采取有效地

控制措施： 

1) 对项目防噪声设计应符合《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的要求。 

2) 尽量选购低噪声的设备、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时对转动装置进行

润滑，尽量降低噪声。 

3) 当噪声级达不到要求时应采取隔声、消声、吸声等综合措施。 

4、 高温作业控制的对策措施 

煅烧设备的外壁设置保温性能良好的隔热层，保温层外壁温度不得超过50℃。

通过合理组织，应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对高温场所进行全面或局部送风。对于夏

季室外作业人员应在作业地点设立遮阴棚，避免作业人员长时间暴晒，并就近设

有空调的休息室。 

6.2 职业病防治管理的对策措施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第 47 号令的《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

管理规定》的要求在以下方面给予关注，并在职业卫生管理中加以实行。 

1、设专人负责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日常监测，并及时向作业人员公布。 

2、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确保符合职业健康环境和条件的要求。 

3、对所有接触职业危害从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

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从业人员。 

4、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职业危害防护用品，并督促、

教育、指导从业务人员按照规则正确佩戴、使用。 

6.3 消防安全对策措施 

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建立消防安全管理机构，建立由厂内职工组成的义务消

防队，制定厂内消防灭火预案，参与园区组成联合消防协作体系。在厂区内生产

厂房、罐区、仓库周围应设置环状消防水管网和消防水栓，其它区域设置分支消

防水管网和消火栓，并配置一定数量的移动式灭火设备和器材。 

依据项目规模确定同一时间内火灾次数按一次考虑。消防水量不小于 25 升/

秒。火灾延续时间：工艺装置 2 小时。消防一次用水量不小于 180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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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企业组织与劳动定员 

 

7.1 公司体制及组织机构 

江苏当升成立于 2012 年 5 月，位于江苏省海门市临江新区灵甸工业集中区

东区扬子江路。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的要求，确立了一套产权明晰、组织到

位、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执行总经理负责制。 

7.2 生产班制及定员 

7.2.1 生产班制划分 

根据本项目工艺特点和生产规模，年工作时间按 360 天；生产装置按三班两

运转工作制，管理和技术人员实行单班制。 

7.2.2 劳动定员 

根据国家《劳动法》有关规定，生产岗位定员按工艺生产过程需要设置，管

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按设计的组织机构配置。 

7.3 人员来源及培训 

7.3.1 人员来源 

1、 工人：本项目部分工艺较为先进，对技术操作有一定的要求，需要一定

专业技术常识，因而项目工人部分从现有车间中调配经验丰富的人员，不足部分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经考核后录用。 

2、 管理人员：本项目管理人员主要为江苏当升内部培养的年轻骨干员工，

包括专业技术强的设备、技术、质量人员。 

7.3.2 人员培训 

本项目工艺装备均比较先进，对工人素质有一定要求，车间工人要具备一定

的知识基础，因此应从社会上招收有一定学历或具有同行业生产经验的工人，通

过考核、培训、试用，合格后方能上岗。对于已有一定生产经验的职工或管理人

员，经过车间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但对于新招收的员工，采用集中专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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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公司已制定了年度系列培训，在项目投产后，生

产人员还应分期分批次参加本公司举办的在岗新知识新业务技术培训，员工岗位

轮训等多种方式的再教育，以提高员工自身的整体技术水平。 

主要的培训项目有：岗前安全培训、消防培训、设备操作与维保培训、操作

技能培训、质量意识与质量管理能力提升的培训、企业文化的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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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项目组织与实施进度  

 

8.1 项目组织 

本项目的工程技术要求较高，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建设条件，加

强工程管理，科学和合理地组织施工，确保工程有序进行。 

根据该工程自身的特点，由建设单位组建精干高效的项目组。项目组要分工

明确、职责清楚、负责到底，对工程质量、实施进度、合同、资金、施工现场等

进行管理协调和成本控制。 

8.2 项目管理 

8.2.1 质量管理 

根据工程特点，本项目应从选购设备和建筑材料，以及施工质量等方面加强

质量控制，坚持质量高标准，质量控制规范化，使质量管理工作制度化。要聘请

监理机构，建立分包自检、总包复检、施工监理跟踪检验的制度、隐蔽工程验收

制度和质量一票否决制度。要牢牢把住材料和设备选用关，严把工程质量关。 

8.2.2 进度管理 

针对工程特点合理的安排建设进度，根据工程前后逻辑顺序组织工序交叉和

立体交叉施工，以提高效率，控制工程总进度计划，设计实验与施工要交叉进行，

上部结构与地下工程要交叉施工，多工种要交叉作业，立体交叉施工，以确保工

程有序进行。 

8.2.3 资金管理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及时支付工程款，防止承包商以此为由拖延工期，对

项目资金实行分阶段验收报帐管理，对不达进度、不合质量标准的工程不予验收

和拨付资金。 

8.2.4 现场管理 

工程建设期间，将会有多支队伍共同施工，要确保施工现场有条不紊、文明

施工。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制定不同的总平面图，以总平面图为依据检查各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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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施工的落实情况。对出入施工现场的施工人员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作为基

本行为准则，以保证施工现场人员的管理得到有效的控制。 

8.3 建设周期计划 

本项目是江苏当升锂电正极材料生产基地规划中的二期工程第二阶段，二

期工程第一阶段主体工程已完成建设并开始陆续投产。本项目计划建设时间为

22 个月，分以下四个阶段并行开展： 

第一阶段为项目立项筹备阶段，计划时间 6 个月，分项目立项、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预评价、能源评价、报批报建和其他

前置审批工作等。 

第二个阶段为设计和施工阶段，计划时间 11 个月，包括初步设计、详细设

计、设备选型和采购、施工单位选择、桩基施工、厂房建设、水电安装和消防安

装等过程。 

第三个阶段为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计划时间 8 个月，包括设备安装及调

试、人员培训、试生产等过程。其中，窑炉的加工和安装过程既是关键环节，也

是限制性环节。 

第四个阶段为验收评价阶段，计划时间 3 个月，包括工程验收和投产试运

营后的评价等过程。 

项目竣工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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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分析 

 

9.1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由生产设备及配套、公用工程、工程其他费用、预

备费用和和铺底流动资金构成。 

项目总投资 24,17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共 16,507 万元，总投资中贷款金额

为 14,173 万元，贷款利率按 5.5%计算，其余 10,000 万元为自有资金。建设期利

息 209 万元。具体见下表 

表3 项目投资费用及其分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比例 

一 土建工程 2,335.00 9.66% 

二 生产设备及配套 9,385.60 38.83% 

三 公用工程 3,128.40 12.94% 

四 工程其他费用 1,212.11 5.01% 

五 预备费用 445.47 1.84% 

固定投资总额 16,506.58 68.28% 

建设期利息 209.16  0.87% 

流动资金 7,457.14 30.85% 

总投资 24,172.88 100.00% 

 

9.2 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评价期为 11 年，分期建成达产，总建设周期 1.8 年，预计开始项目生

产第一年销量达到产能 12.5%，第二年 75%，第三年 80%，全部项目竣工后达产

率达到 90%。 

项目投产后年平均销售收入为 45,700 万元（不含税），年平均销售税金及附

加为 134 万元，年平均总成本费用为 43,158 万元（不含税），年平均息税前利润

为 2,780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11.50%，项目税后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4.48%，

在 10%的折现率水平下，项目投资税后财务净现值为 3,950 万元，项目全投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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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期（含建设期）为 6.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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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项目风险分析 

 

10.1 政策性风险 

在国家和地方补贴政策的双重推动下，新能源汽车得到较快发展，但整个行

业对政策有非常大的依赖性。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是市场起步期，政府以各种方式

给予补贴的目的是培育市场，这种支持的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为降低政策性风

险，公司应加快技术研发，同时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10.2 市场风险 

多元材料作为动力汽车用锂电正极材料的技术路线已经获得广泛认可，但现

有动力市场导入并大规模使用多元材料尚需一定的过程，且动力锂电正极材料认

证周期普遍较长，要快速提升销量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公司将重点加大动力汽车用锂电正极材料市场的开发力度，初步建立公司与

锂电池制造商、动力汽车制造商的产业合作联盟，积极探索“材料企业—电池企

业—汽车企业”的战略合作模式，在动力汽车用锂电正极材料产品上形成实质性

进展，实现在动力汽车上的稳定应用和批量供货，扩大动力汽车用锂电正极材料

的销售。 

10.3 替代品风险 

锂电池的市场需求在 2014 年仍保持 29%左右的增长率，目前多元材料作为

替代材料已经占正极材料市场 30％的份额，所占份额还在不断增加。动力锂电

市场目前使用的正极材料主要是 LFP、NCM、NCA 和 LMO。但从长期来看，高

镍多元材料是主打材料，富锂材料和 5V 尖晶石材料发展还不成熟，离商业化应

用还有一段距离。其他电池替代技术（如 Li-S 电池、锂空电池、燃料电池等）

还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成熟。 

多元材料生产线及其辅助设备也可直接用于钴酸锂和锰酸锂的生产，具有互

换性，经过改造后也可用于固体电解质等新材料的生产。所以进行多元材料的工

程投资，风险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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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原材料价格风险 

生产所需的多元前驱体、碳酸锂、氢氧化锂等原材料市场价格存在一定波动，

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影响。为缓释因金属镍、钴和氢氧化锂价格持续波动带

来的风险，同时保持公司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公司进一步强化了供应链管理，通

过与国际供应商开展长单合作的模式，加强与战略供应商的长期合作，持续降低

采购成本，同时也为后续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5 工艺技术风险 

当升科技在多元材料研究方面积累了多年基础研究及产业化经验，先后解决

了多元材料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拥有不同粒度分布、不同组成、不同用途等各

种规格的多元系列化产品的制备技术，是行业内少有的同时拥有湿法沉淀多元前

驱体制造技术和多元正极材料火法合成技术的供应商。 

本项目采用自主开发的多元材料系列产品批量生产工艺，是以江苏当升多元

材料生产工艺为基础优化而成，采用的主要关键设备已经在江苏当升一期工程中

得到验证，工艺设计或设备选型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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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的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政策，项目产品以其优良的综合性能、

稳定可靠的质量、有竞争力的成本等特点符合移动能源和车用动力电池的应用需

求，市场前景广阔。项目总投资 24,17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共 16,507 万元，流

动资金 7,457 万元，建设期利息 209 万元。项目建成后，新增锂电正极材料生产

能力 4,000 吨/年，为公司增加营业收入 45,700 万元/年，并实现利润总额 2,408

万元/年，6.83 年（含建设期）可收回投资。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当升科技加快产业化步伐，进一步提升当升科技在国内

外动力锂电领域的市场份额。 

因此，本项目实施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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