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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镍产业链报告

 2020-2023年E印尼-中国NPI市场供需格局如何演变

 2020-2023年E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带动原生镍消费幅度展望

 2020-2023年E全球镍湿法中间品项目展望

 2021年中国不锈钢市场供需平衡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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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国NPI市场供需格局如何演变

由于无可比拟的资源成本优势，印尼镍生铁投产进程如火如荼。2020年，是印尼镍生铁产量首

次超过中国的一年，并且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印尼镍生铁对中国镍生铁的替代趋势还将持续进行。

2020年1-9月印尼镍生铁累计产量41.29万镍吨，累计同比增加56.04%；中国1-9月镍生铁累计产量

为38.90万镍吨，累计同比减少9.69%。印尼镍生铁的快速投产，叠加中国镍生铁的减产，是否会令

镍生铁行业逐渐走向过剩，是左右中国乃至全球原生镍平衡表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了众多行业人士

关注的热点问题。

市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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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带动原生镍消费幅度展望

虽然目前新能源汽车对镍消费的带动还十分有限，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和高镍三元的发展，

未来多年后该板块贡献的消费增速仍被寄予厚望。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被预计将以每年30%

的增速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有分析机构认为，到2025-30年，平均每辆车的镍含量将从20公斤增

加到40-50公斤，取决于NCM811电池技术发展。新能源汽车发展能够为原生镍消费带动多少幅度？

能否在未来成为带动镍价进一步冲击高位的引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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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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23年E全球原生镍供需平衡 INSG，SMM

2010-2023年E中国原生镍供需平衡 SMM

2010-2023年E中国不锈钢供需平衡 SMM

2017Q1-2021年Q4E国内红土镍矿供需平衡 SMM、USGS

镍矿 进出口 2008-2020年中国月度进口红土镍矿数量 SMM、海关

2010-2020年中国分主要国别进口红土镍矿量 SMM、海关

2015-2020年中国进口氢氧化镍钴数量 SMM、海关

库存 2010-2020年中国主要港口红土镍矿库存 SMM

价格 2011-2020年中国进口红土镍矿FOB、CIF月均价 SMM

镍冶炼 产能/产量 2016-2020年全球主要镍企产能产量 SMM

2009-2020年中国精炼镍产能产量分企业 SMM

2016-2020年全球镍生铁产能产量（中国+印尼） SMM

2010-2020年中国镍生铁分品位、分地区产量 SMM

2018-2020年中国硫酸镍产能产量分地区 SMM

2015-2023年E中国分工艺镍生铁产能产量 SMM

2016-2023年E全球镍生铁产能产量 SMM

2016-2023年E全球硫酸镍产能产量 SMM

2015-2023年E中国硫酸镍产能产量 SMM

2016-2023年E全球镍中间品产能产量 SMM

进出口 2009-2020年中国精炼镍进出口量 SMM、海关

2008-2020年中国镍铁进出口实物量、平均品位及金属量 SMM、海关

2008-2020年中国硫酸镍进出口量 SMM、海关

2008-2020年中国氢氧化镍钴进出口量 SMM、海关

2008-2020年中国镍氧化烧结物进出口量 SMM、海关

库存 2015-2020年中国精炼镍库存（含国内库存及保税区） SMM

2014-2020年全国镍生铁社会库存 SMM

价格 2009-2020年SMM 1#电解镍、金川镍及俄镍均价 SMM

2015-2020年金川镍及俄镍现货升贴水 SMM

2009-2020年进口俄镍美元升贴水 SMM

2020年镍豆均价及现货升贴水 SMM

2008-2020年分品位镍生铁均价 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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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目录

数据大类 数据明细 数据来源

镍下游 产能/产量 2008-2023年E世界粗钢产量 SMM、ISSF

2010-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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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印尼不锈钢企业产量列表 SMM

2012-2023年E不锈钢新增产能明细 SMM

耗镍量 2010-2023年E中国不同下游耗镍金属量、比例 SMM

镍原料比例 2010-2023年E中国不锈钢中不同镍源消耗量、比例及预测 SMM

进出口 2010-2020年中国不锈钢进出口量 SMM、海关

库存 2010-2020年中国分市场（佛山和无锡）、分系别不锈钢库存 SMM

价格 201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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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18年中国进口废不锈钢量 SMM、海关

价格 2013-2020年201,304,430废不锈钢价格 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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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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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1-2023年E全球镍供需平衡及价格预测
1. 镍消费面面观

1.1 中、印不锈钢行业分析

1.1.1 不锈钢之中国市场分析

1.1.1.1 2010-2023年E中国不锈钢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1.1.1.2 2010-2023年E中国不锈钢产能/产量

1.1.1.3 2010-2023年E中国不锈钢不同镍原料消耗分析

1.1.1.4 2010-2020年中国不锈钢进出口分析

1.1.1.5 2020年不锈钢终端消费结构比例

1.1.1.6 2019-2020年中国不锈钢社会库存分析

1.1.2 不锈钢之印尼市场分析

1.1.2.1 印尼不锈钢产能/产量

1.1.2.2 2017-2023年E印尼不锈钢产能产量

1.1.2.3 2017-2020年印尼不锈钢进出口分析

1.2 电池行业

1.2.1 新能源电池行业

2013-2023年E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耗镍量分析

1.2.2 传统电池行业

2013-2023年E传统电池消耗镍量分析

1.3 其他行业耗镍分析

2. 镍供应总览

2.1 一级镍

2.1.1 2011-2023年E全球一级镍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2.1.2 2011-2023年E全球一级镍产能产量分析

2.1.3 2011-2023年E中国一级镍产能产量分析

2.1.4 2011-2020年中国一级镍进口量分析

2.1.5 2014-2020年全球一级镍库存分析

2.2 二级镍

2.2.1 2011-2023年E镍生铁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2.2.2 2011-2023年E全球镍生铁产能产量

2.2.3 2014-2020年全球镍生铁利润分析

2.2.4 2014-2020年全球镍生铁库存分析

2.2.5 2011-2023年E全球水萃镍（feni）产能产量分析

2.3 硫酸镍

2.3.1 2016-2023年E全球硫酸镍产能产量

2.3.2 2016-2023年E中国硫酸镍供需平衡表及价格预测

2.3.3 不同主流原料的硫酸镍生产成本比较

2.3.4 2017-2023年E全球镍中间品产能产量

2.3.5 全球主要镍中间品投资成本比较

2.4 镍矿

2.4.1 2013-2023年E中国红土镍矿供需平衡及价格预测

2.4.2 2013-2023年E中国红土镍矿进口量分析

2.4.3 2013-2020年中国港口红土镍矿库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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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3中国锌产业链研究报告(分析报告+核心数据包) 年报

2020-2023中国镍产业链研究报告(分析报告+核心数据包) 年报

2011-2023中国锡产业链数据包 年报

2008-2023中国硅产业链数据包 年报

2020-2023中国镍钴锂新能源产业链研究报告

(分析报告+核心数据包)
年报

2020-2023中国锰产业链研究报告(分析报告+核心数据包) 年报

2020-2023中国稀土产业链报告(分析报告+核心数据包)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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