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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锂电铜箔是锂电池负极材料载体和集流体的首选材料。锂电铜箔在具备良好的导电性、延展

性、化学性质稳定等特性的同时，拥有原料资源丰富、加工技术成熟、加工成本低廉等优势

，因此是锂电池负极材料载体和集流体的首选，起传导、汇集电流以产生最大输出电流的作

用。

2021年中国锂电铜箔产量为25.8万吨，标准铜箔产量为35.2万吨，铜箔总产量61万吨，同比增

长20%。主要生产企业包括龙电华鑫、诺德股份、嘉元科技、中一科技、铜冠铜箔等。锂电

铜箔产能近年来不断扩张，国内锂电铜箔产能从2019年的23万吨，增长至2021年的40万吨，并

有望在2025年增长至110-120万吨，增产的企业包括江西铜业、龙电华鑫、德福科技、嘉元科

技、华创新材等等。  

2021年锂电铜箔总需求为26万吨，较2020年翻一番。预计三类锂电铜箔总消费量将从2021年

的26万吨增加至2025年的超过100万吨，年复合增长率约为50%。未来几年随着全球新能源汽

车、储能、3C数码等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全球锂电铜箔市场需求维持较高增长态势，中国

电解铜箔出货量将保持高速增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锂电铜箔市场评估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五章。报

告首先介绍了锂电铜箔的相关概念，以及铜箔整体行业经营情况。然后对锂电铜箔行业发展

环境及锂电铜箔国内外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接着，报告针对于锂电铜箔行业所涉及

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详实的介绍。随后分别针对锂电铜箔行业上游的材料、设备行业，以及锂

电铜箔下游应用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后，报告对国内外锂电铜箔重点生产企业的经

营情况以及国内标杆企业锂电铜箔投产项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报告对锂电铜箔的投资

潜力、投资风险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

行业协会、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

单位若想对锂电铜箔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锂电铜箔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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