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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一

电积镍产能快速扩张冲击镍市 镍市“多角纠葛”再填一角

自2022年极端镍价后，纯镍较硫酸镍由贴水转为大幅升水。受此影响，22年6月中旬后国内便有多家

镍盐生产企业开始复产纯镍产线。同时，受电解镍较硫酸镍高溢价的驱动，国内多家企业在2022年开始布

局新增电积镍产能。这些新增产能预计陆续在2023年至-2024年释放。期镍受交割品不足影响颇大，电积

镍的产能扩张引发市场对于纯镍的关注度提升。SMM经过调研分析，以此文详述电积镍增量带来的一、两

事。

一、电积镍？电解镍？ 上面我们提到了纯镍、电积镍这样两个概念。在镍金属这个板块，大家可能还

会听到精炼镍、电解镍、镍豆、镍粉、镍饼、镍扣、镍珠等等一系列名词。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常说的纯镍（100%的镍）从实际生产角度看并不存在。市场所说的纯镍实际意义上等同于精炼镍。

而无论是电积镍、电解镍还是镍豆镍粉等等都属于精炼镍的范畴。但各种“精炼镍”的冶炼方式、成品含量

以及最终形态各有不同。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电积镍。那一字之差的电解镍跟电解镍之间又有哪些差异呢？

a.生产工艺差异：目前市场上所流通的高纯度精炼镍板生产工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硫化镍精矿铸

成的高锍阳极板为可溶性阳极或高冰镍直接作为阳极，在硫酸盐溶液中经电解精炼，阳极慢慢溶解并在阴

极析出，在此过程中原料中的杂质通过隔膜电解工艺也被去除获得纯镍，该工艺则为硫化镍阳极电解精炼

即电解镍；另一类电积工艺与此相反，电积镍生产过程中，通电电解时，，仅仅让电解质中的镍金属慢慢

在阴极中堆积，即镍从电解溶液富集到阴极。阳极是不能溶解的，而且本技术下解决的目标早已溶解在电

解液中，通电电积时，阳极并不溶解

b.原料差异：在电解工艺流程中通常以含镍量较高的原料为主。例如硫化镍精矿、高冰镍、硫化镍等。

而电积工艺中，原料通常为非硫化镍原材料。例如氢氧化镍、碳酸镍、硫酸镍等，其特点为易于酸溶。如

果镍原料为硫化物，受不易酸溶的特点则需经过高压反应釜，充压酸浸处理。以高冰镍生产电积镍的工艺

便归属这一类。

c.终端用途差异：由于生产方法和电解液体系的差异，成品品质上会有一些差异。之前市场上流通的

电积镍多用做不锈钢的原料，而电解镍多用于电镀、高温合金等高端领域。国内目前多数新建及复产电积

镍生产企业质量多对标俄镍。以合金为例，高温合金在镍合金中占比较大，高温合金受用途的特殊性以及

使用环境的恶劣性影响，其原料更偏向于金川镍板，金川大板在合金板块的使用占比高达78.43%。综合合

金板块，俄镍用量占比为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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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一

SMM2023年精炼镍新增项目汇总（吨）

企业地区 项目 产线类型 原料 年产能 月产能 项目投产进度

A
衢州

二期
（扩建）

电积工艺 MHP
20000（2022
年已建6000）

2166 
预计2023年二季度投产
（目前产量爬升至1400,2022年复产的6000吨已为交割品）

广西 一期 电积工艺 MHP 30000 2500 2023年6月开始排产，目前处于爬产阶段

B 广西
一期 电积工艺 高冰镍 12500 1042 

预计2023年二季度投产，共两条产线，其中一条满产
（5月放量200吨，产能爬坡预计年底1000吨/月）

二期 电积工艺 高冰镍 30000 2500 暂无具体规划

C
陕西 一期 电积工艺 MHP/高冰镍 8000 667 

预计2023年二季度投产（因工艺、环保问题，推迟至2024
年Q1）

浙江 二期 电积工艺 MHP/高冰镍 14000 1167 预计2024年一季度投产（待定）

D 印尼 一期 电积工艺 高冰镍 50000 4167 
预计2023年8月投产，年底爬产至1000吨/月，2024年产能
扩大至10万吨/年

E
湖北 一期 电积工艺 高冰镍-硫酸镍 20000 1667 2023年1月放量（3月已达排产目标）

待定 二期 电积工艺 高冰镍-硫酸镍 18000 1500 暂无具体规划

F 浙江 一期 电积工艺 电镀废料 1200 100 2023年3月或4月放量（2023年4月18日投产）

G 江苏
一期 电积工艺 氢氧化镍废料 3600 300 已投产

二期 电积工艺 氢氧化镍废料 3600 300 4月已部分投产

H 江西
一期 电积工艺 MHP 6000 500 产线已经建好了，产能已具备了500吨/月，仅是没有放量

二期 电积工艺 MHP 9000 750
目前在建这个产线了，争取在2023年底达到1.5万镍吨
（1期，2期总和）的目标

I 天津 一期 电积工艺 MHP/硫化镍 3600 300 2023年6月开始排产，预计年底扩至1000吨

J 江西 二期 电积工艺 废料 3600 300
待定（环保证已办3000吨/年,无锡可交割，预计注册成上
期所交割）

原有产能

72%

新建产能

28%

2024年中国电积镍新建产能占总产能比

原有产能

92%

新建产能

8%

2023年全球电积镍新建产能占总产能比

原有产能

90%

新建产能

10%

2024年全球电积镍新建产能占总产能比

原有产能

81%

新建产能

19%

2023年中国电积镍新建产能占总产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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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二

20%

30%

50%

非法矿

非法矿合法矿

总需求量1亿湿吨

• 非法开采，盗采。

• 有用于生产的RKAB，但是对外出矿。

• 超出RKAB限制出矿。

没有IUP/IUPK资质

有IUP/IUPK资质

印尼镍矿产资源端乱象丛生 镍元素供应集中度过高隐患出现

2023年8月中旬，印尼政府查处非法镍矿，叫停矿山新增申请配额的批复。该消息引起市场密切关

注。印尼当地镍矿市场非法开采的现象众多。非法采矿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没有IUP资质但对外出矿的、

配额用完后继续出矿的、配额只能用于矿山自有冶炼厂冶炼使用不能出矿但是出矿的、以铁矿名义出口

镍矿的等等。 此次印尼政府针对矿业的廉政调查使得镍矿资源端非法交易暴露在大众视野中。据印尼镍

矿协会APNI统计了解，2022年印尼矿山总消耗量约1.01亿吨湿吨，2023年预计将达到1.68亿湿吨。据

APNI所述，以2022年数据为基础，其中50%都是以非法矿的方式进行出货。这50%的非法矿交易中，

大约20%来源于无IUP资质的盗采，该部分目前已然被叫停。余下的30%目前尚无定论。另外9月6日印

尼能矿资源部牵头讨论矿产配额审批新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下来，原本预计将于今年10月份批复的矿

山新申请配额很可能会面临延期的风险性。一系列的消息指向印尼当地镍矿供应短期将面临较为紧张的

局面。其中高品位镍矿（1.6%品位及以上的镍矿）受储量较少影响，竞争格局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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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一

一、印尼的镍矿还能用多久？

为何印尼突袭检查矿产资源问题？我们梳理了印尼政府在镍产业上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从印尼禁矿、

多次重申未来要对低品镍产品征收出口关税以及禁止火法冶炼企业再建设等等政策可以看出。印尼政府

在镍资源布局的战略目标主要为两个方向：1.延长镍矿使用周期，加快下游产业深入布局；2.布局新能源

电池材料产业链的倾向性高于布局镍铁不锈钢产业。无论是哪个目的，当前远超配额发放量的消耗将使

得印尼镍资源以很快的速度流出。这一现象对于印尼当地镍产业的深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009 2010 2011 2012

印尼颁布新《矿业法》，规定
印尼于2014年起全面禁止未加
工的65种原矿出口，镍产品需
满足镍含量大于或等于6%方可
出口

2月，ESDM签署监管法令，2014年起
将禁止全部未经加工的金属原矿出
口；并要求当地矿主提交后期建厂计
划。同年向15家矿商颁布了镍矿出口
配额

10月，印尼矿产能源部
出台新规，于每月初为
一煤炭、锡、镍、铜在
内的其他矿产品的出口
规定价格下限

8月，印尼政府颁布
矿业法草案，拟禁止
出口低等级镍产品，
禁令或于2014年后生
效

2013 2014 2017 2019

为加大税收，印尼政府于 8 
月底废除下半年镍矿配额出
口制度，各矿山缴纳 20%的
关税即可出口

12 月，决定将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开始禁矿。

印尼再次宣布禁矿，原
定于2022年实施的出口
禁令提前至2020年1月
实施，1.7%以下的低品
矿出口也被禁止

1 月，原矿出口禁令在印
尼正式生效。印尼政府
停止所有原矿出口，在
印尼采矿的企业必须在
当地冶炼或精炼后方可
出口

1月，印尼允许1.7%以下低品镍
矿出口，条件是在 5 年内完成
冶炼项目建设，并有 30%的镍
矿用于国内生产使用，并计划
于 2022 年1月开始暂停未加工
矿石出口

2020 2021 2022

1月1日起，印尼实施全面禁止镍
矿出口的政策

11月，政府将下游镍产业列入国
家战略项目（PSN）之一

ESDM提议限制建设2类镍冶炼
厂，即镍铁（FeNi）和镍生铁
（NPI），并探素对镍含量低于
70%的镍产品征收出口税的可能
性

ESDM提出按照LME*0.8*镍含量
*税率的方式制定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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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目录

数据大类 数据明细 数据来源

镍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

2011-2027年E全球原生镍供需平衡 INSG，SMM

2010-2027年E中国原生镍供需平衡 SMM

2010-2027年E中国不锈钢供需平衡 SMM

2017Q1-2023年Q4E国内红土镍矿供需平衡 SMM、USGS

镍矿

进出口

2008-2023年中国月度进口红土镍矿数量 SMM、海关

2010-2023年中国分主要国别进口红土镍矿量 SMM、海关

2017-2019年印尼镍矿出口配额批准明细 SMM

2015-2023年中国进口氢氧化镍钴数量 SMM、海关

库存 2010-2023年中国主要港口红土镍矿库存 SMM

价格
2011-2023年中国进口红土镍矿FOB、CIF月均价 SMM

2008-2018年中国主要港口红土镍矿现货均价 SMM

镍冶炼

产能/产量

2016-2023年全球主要镍企产能产量 SMM

2009-2023年E中国精炼镍产能产量分企业 SMM

2016-2023年全球镍生铁产能产量（中国+印尼） SMM

2010-2023年中国镍生铁分品位、分地区产量 SMM

2019-2023年中国硫酸镍产能产量分地区 SMM

2015-2027年E中国分工艺镍生铁产能产量 SMM

2016-2027年E全球硫酸镍产能产量 SMM

2015-2027年E中国硫酸镍产能产量 SMM

2016-2027年E全球镍中间品产能产量 SMM

进出口

2009-2023年中国精炼镍进出口量 SMM、海关

2008-2023年中国镍铁进出口实物量、平均品位及金属量 SMM、海关

2014-2023年中国镍氧化烧结物进出口量 SMM、海关

2017-2023年中国镍锍进出口量 SMM、海关

2010-2023年中国硫酸镍进出口量 SMM、海关

库存
2013-2023年中国精炼镍库存（含国内库存及保税区） SMM

2014-2023年全国镍生铁社会库存 SMM

价格

2009-2023年SMM 1#电解镍、金川镍及俄镍、电积镍月均价 SMM

2015-2023年金川镍及俄镍、电积镍现货升贴水 SMM、海关

2009-2023年进口俄镍美元升贴水 SMM

2020-2023年镍豆均价及现货升贴水 SMM

2008-2023年分品位镍生铁均价 SMM

2008-2023年中国硫酸镍区间及指数价格均价 SMM

镍下游

产能/产量

2014-2027年E世界粗钢产量 SMM、ISSF

2010-2027年E中国不锈钢分系别产量及全国不锈钢粗钢产能/产能利用率 SMM

2020-2023年中国+印尼不锈钢企业产量列表 SMM

2021-2027年E不锈钢新增产能明细 SMM

耗镍量 2010-2027年E中国不同下游耗镍金属量、比例 SMM

镍原料比例 2010-2027年E中国不锈钢中不同镍源消耗量、比例及预测 SMM

进出口 2010-2023年中国不锈钢进出口量 SMM、海关

库存 2010-2023年中国分市场（佛山和无锡）、分系别不锈钢库存 SMM

价格 2010-2023年中国200系、300系、400系不锈钢均价 SMM

废料

供应量 2013-2023年E中国废料镍供应量 SMM

进出口 2003-2023年中国进口废不锈钢量 SMM、海关

价格 2013-2023年201,304,430废不锈钢价格 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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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2-2026年E全球镍供需平衡及价格预测 2 镍供应总览

1 镍消费面面观 2.1 一级镍

1.1 中、印不锈钢行业分析 2011-2027年E全球一级镍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不锈钢之中国市场分析 2011-2027年E全球一级镍产能产量分析

2010-2027年E中国不锈钢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2011-2027年E中国一级镍产能产量分析

2010-2027年E中国不锈钢产能/产量 2023-2027年E中国电积镍产能产量细分分析

2010-2023年中国不锈钢进出口分析 2011-2023年中国一级镍进口量分析

2023年不锈钢终端消费结构比例 2014-2023年全球一级镍库存分析

2019-2023年中国不锈钢社会库存分析 2.2 二级镍

2010-2027年E中国不锈钢不同镍原料消耗分析 2011-2027年E中印镍生铁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不锈钢之海外市场分析 2022-2027年E印尼镍生铁转产高冰镍产能产量分析

2017-2027年E印尼不锈钢产能/产量 2011-2027年E全球镍生铁产能产量

2017-2023年印尼不锈钢进出口分析 2014-2023年全球镍生铁利润分析

2017-2027年E海外不锈钢产能/产量分析 2014-2023年全球镍生铁库存分析

2017-2027年E全球不锈钢耗镍量分析 2011-2027年E全球水萃镍（FeNi）产能产量分析

不锈钢原料铬市场分析 2.3 硫酸镍

2016-2027年E中国铬铁供需平衡及价格预测 2016-2027年E中国硫酸镍产能产量及价格走势

2016-2027年E中国铬铁产能/产量 2016-2027年E中国硫酸镍需求分析

2016-2023年中国铬铁进出口分析 2016-2027年E中国硫酸镍供需平衡

2016-2023年中国铬矿市场供需分析 2016-2027年E全球硫酸镍产能产量

1.2 电池行业 2016-2027年E全球硫酸镍供需平衡

2017-2027年E中国三元前驱产能/产量 2016-2027年E中国硫酸镍产量、需求量占全球比例

2017-2023年中国三元前驱进出口分析 2.4 镍中间品

2017-2027年E海外三元前驱产能/产量分析 2016-2027年E全球中间品产能产量走势图及2023E投产列表

2017-2027年E全球三元前驱耗镍量分析 2023年中国市场镍中间品价格走势图

传统电池行业 2023年不同主流原料的硫酸镍生产成本比较

2013-2027年E传统电池消耗镍量分析 2023年印尼镍中间品成本分析

1.3 其他行业耗镍分析 2.5 镍矿

2016-2027年E中国其他行业耗镍量分析 2013-2027年E中国红土镍矿供需平衡及价格预测

2013-2027年E中国红土镍矿进口量分析

2013-2023年中国港口红土镍矿库存分析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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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或所有信息，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

法规及适用之国际条约中有关著作权、商标权、域名权、商业数

据信息产权及其他权利之法律的保护，为上海有色网及其相关权

利人所有或持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转载、修

改、使用、销售、转让、展示、翻译、汇编和传播或以其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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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承担合同违约责任、返还不当得利、赔偿直接及间接经济损

失。

*此本报告中的观点是基于市场采集到之信息及上海有色

网研究小组综合评估后得出，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仅供

参考，风险自负。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研究决策的直接

建议，客户应当谨慎决策，勿以此代替自主独立判断，

客户所作出的任何决策与上海有色网无关。另外，若未

经授权、非法使用本报告观点的行为导致的相关损失及

责任，与上海有色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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