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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 美国发布锂电产业规划。2021年6月7日，美国先进电池联盟（FCAB）发布“国家锂电蓝图
2021-2030”。FCAB是由美国能源部、商务部、国防部和国务院共同组建而成。此次发布的
锂电蓝图基本代表了美国政府对锂电产业链的长远规划。

◆ 此次锂电蓝图发布的大背景是，今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要求在100天内，
对包括锂电池、半导体等四大类关键产品进行供应链风险审查。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100天
审查结果报告。明确在锂电池方面，目前美国面临缺乏上游资源加工、本土电池产能不足、缺
乏熟练劳工等三大风险点。

◆ 锂电蓝图2021-2030指出，未来十年锂电需求量将增长5到10倍，增长点主要是新能源车，另
外在储能、飞行器和国防等方面对锂电需求都会增加，但是在美国本土锂电池产能供应占比不
到50%，而锂电池材料美国本土供应更少。

◆ 锂电蓝图2021-2030提出五大目标，对锂电池上游资源、中游材料、中游电芯制造和pack、
下游电池回收、以及下一代锂电池研发进行了全面覆盖。技术迭代方面，目标2025年量产低
钴或者无钴电池，2030年量产无钴和无镍的锂电池。

◆ 投资建议。随着美国政府全面进入锂电产业链，意味着汽车电动化将在全球加速。目前全球新
能源车渗透率不到5%，我国锂电产业必然受益全球新能源车扩张。锂电产业链中各细分领域
的优质企业，均有巨大发展空间。建议关注，动力电池：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国轩高科、孚
能科技等；正极：当升科技、容百科技、德方纳米、中伟股份、格林美等；隔膜：恩捷股份、
星源材质、沧州明珠等；负极：璞泰来、中科电气、翔丰华等；电解液，天赐材料、新宙邦、
多氟多等；锂电辅材：天奈科技、科达利等。

◆ 风险提示：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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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锂电蓝图发布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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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新政

◆ 2021年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14017，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要求对美国本土的供应链进行全面风险审查和评估，通过一定的

措施提高美国本土供应链的弹性、多样性和安全性，实现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 主要方案是，在100天内由四部门分别对四类产品（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高容量电池、

关键矿物和战略性材料（稀土等）、医疗用品和原料药），进行供应链风险审查。然后由

七部门在一年内对供应链进行评估，最后出台具体政策并不断改进。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美国供应链行政令14017主要内容

商务部 → 半导体制造

和先进封装

能源部 → 高容量电池

国防部 → 关键矿物和

战略性材料

卫生部 →医药

100天内风险审查 1年内评估报告 具体措施

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信息和通信基础供

应链报告

能源部：能源供应链报告

国防部：国防工业供应供应量报告，包括

民用领域依赖竞争对手情况

卫生部：公共卫生和生物防御供应链报告

交通部：交通领域供应链报告

农业部：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报告

由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和总统经济

政策助理，协同各

部门负责人，提出

强化供应链措施、

建立四年一次供应

链审查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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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发布100天供应链审查报告

◆ 2021年6月8日，美国政府完成第一阶段工作，发布100天供应链审查报告。

◆ 从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将大力推动制造业本土化。目前美国在高容量电池产业方向，主要

风险点有上游缺乏资源加工能力，中游本土锂电产能不足，此外还缺乏熟练工人等。

◆ 此外，在半导体制造、锂电池制造、部分种类矿物和部分原料药这四个方面，中国（包括

台湾）均具备较大的领先优势。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美国100天供应链风险评估报告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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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全力扶持锂电产业

◆ 为了促进美国本土大规模制造动力电池，以及相应拜登政府号召，2021年6月8日，美国能

源部公布了四项措施，包括提供2亿美元用于动力电池研发，提供170亿美元贷款，推进储

能应用，以及由美国先进电池联盟发布“美国锂电蓝图2021-2030”。

◆ 美国先进电池联盟（Federal Consortium for Advanced Batteries，FCAB）是在2020年

9月，由美国能源部、商务部、国防部和国务院共同组建而成，目的是为了推动美国本土电

池产业快速发展。美国先进电池联盟是美国官方机构，其发布的“美国锂电蓝图2021-

2030”基本上代表了美国政府对锂电产业链的长远规划。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局、FCAB，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美国锂电蓝图2021-2023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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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未来锂电需求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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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储能带动锂电需求

◆ 根据彭博预测，到2040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到5600万辆，其中美国市场销量为

960万辆，此外到2040年全球储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95GWh。

◆ 2015年中国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2018年欧洲发布的“电池战略行动计划”，

都包含了建立本土电池供应链战略规划。

资料来源：FCAB, Bloomberg NEF, ANL, 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全球新能源车销量已经动力电池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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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锂电产能分布预计

美国本土锂电产能供给不足

◆ 2020年全球锂电池产能约747GWh，

中国市场占比76%。美国市场仅有

59GWh，占比8%。

◆ 预计到2025年，全球锂电产能将扩

产到2492GWh，中国依然是主力，

产能1811GWh，占比73%。美国

本土224GWh，占比9%。

◆ 需求端，根据预测，到2025年，美

国本土仅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对锂电

的需求就达到224GWh，美国本土

锂电产能将会供给不足。

资料来源：FCAB,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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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等多领域增加锂电需求

◆ 民用市场除了新能源车，还有储能、飞行器等市场。2020年美国锂电储能市场规模为

1.5GW，预计到2025年增长到7.8GW。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在城市交通和城市物流配送方

面，越来越有前景。预计到2025年，电动飞行器市场规模将超过1.6亿美元。

◆ 国防市场，需要开发各种极端环境下使用的电池。并且随着作战平台融合和战术微网引入，

都会增加电池需求。

资料来源：FCAB,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锂电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Page 11

加强锂电供给

◆ 美国经济领域，预计到2028年美国新能源车销量将达到320万辆，储能超过200GW，需要

锂电池超过320GWh，而美国本土供应仅148GWh，供应不到50%。如果不采取行动，美

国将会在交通、飞行器等领域，长期依赖外部电池供应。

◆ 国防安全方面，维持和扩张本土锂电供应链，可以有效解决对等对手带来的威胁。此外，

国防部需求开发各种先进电池，而仅靠国防部力量，难以做到。需要联邦政府和国际合作

伙伴共同建立电池供应链，保证对于先进电池需求。

◆ 国际竞争方面，中国通过补贴等措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并且主导了

全球锂电池供应链。欧洲和印度正在建立本土供应链。日本和韩国在非中国市场，处于领

先地位。

◆ 根据美国先进电池联盟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出于经济需求，还是国防安全，全球竞争等，

均应该加强美国本土锂电供应。

资料来源：FCAB, Bloomberg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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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锂电产业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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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锂电产业SWOT分析

◆ 美国先进电池产业联盟对美国当前锂电产业进行了全面的SWOT分析

资料来源：FCAB，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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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锂电产业SWOT分析

◆ 美国锂电产业优势包括：拥有全球领先的车企和电池企业、熟练的工人、研发和生产上的

创新、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大的合作伙伴以及大量资本投入。

◆ 劣势：缺乏产业政策和国家战略、竞争对手容易进入美国市场、缺乏综合性供应链、劳工

成本和环保政策。

◆ 机会：主要是当前锂电市场快速扩张，可以带来就业、经济增长等。

◆ 威胁：竞争对手掠夺性定价破坏本土供应，供应链中断和价格上涨都会带来影响，此外，

电芯生产企业数量有限。

◆ 根据美国锂电SWOT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美国本土拥有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车制造企业特斯

拉，以及在动力电池方面有日韩的松下、LG化学和SKI在美国扩产，因此在日韩企业的帮助

下，美国建立本土锂电池供应链体系会相对比较容易，只是在成本方面可能会面临挑战。

资料来源：FCAB，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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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锂电产业 五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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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锂电池全产业链

五大目标

◆ 针对锂电产业链，美国锂电蓝图

明确了五大目标。

◆ 其中四个目标覆盖了当前锂电池

全生命周期，包括：上游矿产资

源、中游锂电材料、中游电芯制

造和pack、下游锂电池回收。

◆ 第五个目标是面向下一代锂电池。

资料来源：FCAB，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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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一：上游原材料

◆ 对于锂钴镍锰等上游资源，目标是保证安全供应，并且开发新的体系用于民用和国防。在

NMC811电池体系下，美国本土镍资源储备最少，仅支持生产167GWh动力电池，锰资源

最丰富。

◆ 美国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与合作伙伴/同盟国建立上游原材料供应体系，支持美国本土研

发和开矿工作，并且制定相关政策。长期目标是到2030年，开发出不含钴和镍的锂电池，

并且整合资源回收。

资料来源：FCAB，AGL，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美国主要资源储量和对应能够生产动力电池量（NCM811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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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二：锂电材料

◆ 对于锂电材料，美国当前主要依赖进口。2019年美国负极产量全球占比为10%，隔膜6%，

电解液2%，正极为零。

◆ 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出台美国本土制造电池材料的刺激政策，量产低钴或者无钴正极材

料，并推动电芯成本降低到60美元/kWh。

◆ 长期目标是到2030年，制造无钴和无镍的锂电材料。

资料来源：FCAB，Bloomberg NEF，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2019年全球锂电池材料供应格局（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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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三：电芯和pack

◆ 随着锂电技术成熟，近十年电池包成本下降了85%，2020年成本仅有143美元/kWh。

◆ 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开发新的电芯设计方案，加速新技术的应用，开发统一用于国防、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应用的电池尺寸，以及制定相关的联邦政策。

◆ 长期目前是到2030年，能够满足各种电池需求，并且应用下一代电池材料、设计创新等，

实现电池包成本再降低50%。

资料来源：FCAB,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2020年全球动力电池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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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一吨锂/钴消耗的盐湖或者矿石等，以及回收具备很大的价值

目标四：回收（梯次利用与再生）

◆ 锂电池回收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率。根据美国阿贡实验室研究结果，使用回收材料可以降低

成本40%，降低能耗82%，减少水资源使用77%，并减少硫化物排放91%。

◆ 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设计方便回收的电池包，低成本实现回收，增加回收比率等。

◆ 远期目标是到2030年，出台刺激政策，实现90%的消费，EV和储能方向电池回收利用，并

制定相关的联邦政策。

资料来源：FCAB, ANL, 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Page 21

目标五：大力支持研发、教育和培训

◆ 加大对各类电池材料和锂电池的研发，是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一部分。

◆ 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支持开发无钴电池材料，加强IP保护，加大工人培训等。

◆ 长期目标是到2030年，开发出固态电池和锂金属电池，成本降低到每度电60美元，并且是

无钴和无镍的锂电池。

资料来源：FCAB，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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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5%之间

看淡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下

公司评级

买入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15%以上

增持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持有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5%之间

减持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