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需求稳定上升也是此

次涨价的重要原因。

高梦涵表示，随着全球经济

好转，全球建筑、涂料、塑料等行

业对钛白粉的需求不断释放，现

货资源供应偏紧，价格随之上

涨。同时，国内钛白粉产线检修

节奏提前、库存偏低、下游积极

囤货，价格进一步攀升。

“供需方面，虽然今年稳地

产政策频出，对涂料行业形成利

好，钛白粉的需求或将有所增

加，但下游需求到底能增加多少

是未知数。”高梦涵认为，长期来

看，市场需求面支撑力度待考，

未来行业持续扩产，仍有新增产

能待落地，价格上行动力依然不

足。未来对于钛白粉企业来说，

要想获得稳定利润，要么抓住矿

产原料来源，持续降低成本，要

么大力发展第二产业。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长远

角度来看，钛白粉应用场景众

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人口众

多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发展，将刺激钛白粉产品需

求不断增长。全球涂料、油漆需

求呈增长态势，同时国内房地产

行业庞大的存量与翻新需求量，

也拉动了涂料、油漆需求增长，

成为钛白粉市场增长的额外推

动力。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数据显

示，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涂料产

量将达到 3000 万吨，2021 年至

2025年复合增速为4.96%。未来

随着房地产景气度好转，有望进

一步拉动钛白粉需求，带动钛白

粉价格上涨。

另外，龙佰集团方面表示，

由于涂料行业、塑料行业和造纸

行业等下游行业的需求日益增

加，全球钛白粉消费量出现稳定

增长。2016 年至 2021 年的复合

年增长率为 3.9%。“根据相关专

业机构统计及预测，因全球经济

低迷影响，市场需求不及预期，

2022 年全球钛白粉市场需求量

约为690万吨，预计2025年达到

750万吨。”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近日，龙佰集团（002601.SZ）、

中核钛白（002145.SZ）以及鲁北化

工(600727.SH)等多家钛白粉巨头

纷纷宣布上调产品价格。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家企

业了解到，此轮涨价的原因主要是

现阶段海外需求旺盛，企业订单充

足。同时，今年以来成本端长期处

于高位，因此本次涨价有助于改善

企业利润。

中研普华研究员高梦涵向记

者表示，此次钛白粉企业上调出口

价格，主要归因于发达国家市场的

复苏，导致钛白粉的需求不断增

长。同时，国内高质量产品竞争力

也在不断增强。而在国内市场，

由于原材料钛矿、硫酸价格一直

高位运行，厂家面临着较大的成

本压力，因此不得不相应地上调

产品价格。

需求增长叠加成本高企 钛白粉巨头纷纷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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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龙佰集团发布的信息，从

2024年1月1日起，该公司各种型

号的钛白粉产品销售价格在原价

基础上，对海外市场上国际各类客

户上调100美元/吨。此外，另一家

行业巨头中核钛白也发布了相同

涨幅的涨价公告。

高梦涵认为，此次涨价反映了

全球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发达国家

市场对钛白粉的需求不断增长。

作为全球最大的钛白粉生产国，我

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

能够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事实上，今年以来钛白粉国外

出口市场保持良好态势。海关数

据显示，2023年10月，中国钛白粉

出口量达到 11.88 万吨，尽管环比

下降了 18.02%，但同比 2022 年同

期仍实现了19.95%的增长；2023年

1—10月，钛白粉累计出口量约为

137.34 万吨，同比增长 17.19%，出

口量增加约 20.15 万吨。这表明，

中国钛白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不断提升。

隆众资讯分析师王晓倩向记者

分析指出，2019—2023年，中国钛白

粉出口量逐年递增，目前出口依存度

达到41%。2022年出口量达140.58

万吨，同比增加7.17%，创下近5年来

的新高。她预计，2023年出口量将

达到162万吨，有望再创新高。

随着国内钛白粉项目的改扩

建，我国钛白粉产量增长率长期高

于表观消费需求增长率。为了缓

解这一问题，钛白粉生产企业积极

拓展海外市场。

王晓倩表示：“国内钛白粉行

业随着产能的增加，在国际上的地

位不断提升。中国钛白粉产能占

全球产能的50%以上，是全球钛白

粉第一生产大国。国产的硫酸法

钛白粉在国际市场有价格优势，利

好出口市场，且供应稳定，质量优

良，市场份额逐渐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3年，国

外钛白粉企业泛能拓关停了意大利

和德国的两家工厂，并随后宣布申

请破产保护。此外，8月科慕也宣

布关闭中国台湾观音钛白粉工厂。

“这些关停事件导致全球钛白

粉产能缩减，更加利好我国钛白粉

出口市场。”王晓倩说。

涂多多分析师齐宇也表示，钛

白粉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截至12

月 21 日，中国金红石型钛白粉含

税 出 厂 价 格 为 15200 元 —16500

元/吨，锐钛型钛白粉含税出厂价

格为 13600 元—14200 元/吨。受

外贸市场需求增加，钛白粉企业

订单增加，厂家库存处于低位，市

场报价维持坚挺。

海外需求旺盛

市场需求稳定增长

在国内市场，钛白粉企业

也面临着成本上升的压力。鲁

北化工、湖南创大玉兔等公司

对国内价格上调 500 元/吨。

记者注意到，这是今年钛

白粉企业集中第 7 轮涨价。此

前，国内钛白粉企业分别在 2

月 1 日、3 月 1 日、4 月 12 日、7 月

26 日、8 月 24 日、9 月 19 日宣布

涨价。

高梦涵告诉记者，此次国

内 市 场 涨 价 主 要 是 钛 白 粉 的

主要原材料包括硫酸、钛矿石

等 价 格 的 上 涨 直 接 推 高 了 钛

白粉的生产成本，进而导致价

格上涨。

鲁北化工在涨价函中也提

到，根据近期钛白粉原材料价格

上涨，以及实际库存情况，公司

决定自 2023 年 12 月 18 日起，调

整金海硫酸法及祥海氯化法钛

白粉的市场价格。此次调价涉

及国内客户，在原价基础上上调

500元/吨。

高梦涵进一步指出，钛白粉

原材料钛精矿和硫酸占比达到

50％左右，上述两个产品价格走

势，均处于近十年价格的历史高

位区间。尤其是去年受多重因

素影响，原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持续上涨，国内硫酸、氯气等基

础 材 料 价 格 出 现 了 阶 段 性 暴

涨，这也导致钛白粉原材料成

本 上 涨 明 显 。 钛 白 粉 的 另 一

重要原材料——钛精矿也出现

了暴涨。

齐宇表示，截至12月21日，

攀矿钛矿价格高位运行，导致

下游成本压力较大，采购多仍

较为谨慎；下游市场开工恢复，

钛矿需求稳定，市场供需基本

平衡。然而由于成本高位，市

场维持刚需，后期价格预计平

稳运行。

生意社方面也表示，目前原

料行情高位，钛白粉厂家压力较

大，多交付前期订单，新单成交一

般，整体来看以维稳运行为主。

产品价格持续上调

氢能产业化加速 系列基础设施持续落地

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12月20日，西南地

区最大的燃料电池车用

氢供应中心在重庆正式

投运，该项目具备3000

标准立方米/小时的供

氢加氢能力，这是中国

石化在西南地区的首个

供氢中心。

《中国经营报》记

者注意到，近年来，我

国氢能产业呈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随着

全球对清洁能源需求

的 日 益 增 长 ，氢 能 作

为 一 种 高 效 、环 保 的

能 源 形 式 ，受 到 广 泛

关 注 。 在 此 背 景 下 ，

我国氢能产业正在加

速 推 进 ，围 绕 氢 能 的

一系列基础设施持续

落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

企 业 将 目 光 聚 焦 于

此。12 月 7 日，许继电

气提出拟设立许继电

气氢源技术分公司，拓

展其在氢能领域的业

务布局。同时，国鸿氢

能科技(嘉兴)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鸿

氢能”）和河南金源氢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也相继在港交所上市，

这意味着氢能产业的

市场化进程正在加速

推进。

近年来，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

团、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等央企直接参与制氢、加氢、装备制

造等环节的研发生产。其中，中国

石化以打造规模最大、科技领先、管

理一流的中国第一氢能公司为目

标，聚焦氢能交通、绿氢炼化两大领

域，大力发展氢能一体化业务。

12 月 20 日，西南地区最大的

燃料电池车用氢供应中心在重庆

正式投运。该项目由中国石化主

导，具备 3000 标准立方米/小时的

供氢能力，是中国石化在西南地区

的首个供氢中心。满负荷运行条

件下每天可向社会供应纯度为

99.999%的高纯氢 6400 公斤，可满

足 260 辆氢燃料物流重卡用氢需

求。该项目采用中国石化自主提

纯技术，综合成本较常规氢气生产

可降低30%以上。

此外，11月20日，国家管网宣

布国内首次全尺寸掺氢天然气管

道封闭空间泄漏燃爆试验成功。

实施这次实验选用323.9毫米管径

管道最大掺氢比例为30%，是我国

最大尺度的管道掺氢天然气燃爆

试验。

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是将氢

气与天然气进行不同比例混合，再

利用现有天然气管网进行输送，掺

氢天然气可被直接利用也可以将

氢和天然气分离后单独使用。我

国现阶段天然气掺氢利用的比例

为 3%，欧美部分国家天然气掺氢

运输最高比例已经达到20%。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我

国能源产业正在加速转型。新能

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持续增

加。氢能以其能量密度高、全环

节低碳排甚至零排放的优势，在

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正在持续

上升。12 月 10 日，齐齐哈尔百万

吨级氢基绿色能源基地在讷河市

启动。该项目由国家电投集团黑

龙江公司主导建设，总投资420亿

元，规划建设 350 万千瓦离网风

电，配套 16.4 万吨/年制氢系统，

可实现年产40万吨绿色航煤和40

万吨绿色甲醇。

记者了解到，2022年我国氢气

产量3781万吨，占全球37.1%。目

前我国以煤制氢为主，但随着“双

碳”政策的实施以及对清洁能源的

需求增加，将持续增加更加清洁的

制氢方式比例。

中国石化方面表示，除了加快

加氢站布局外，其还在氢能产业链

上持续加大投入。截至目前，已在

全国先后建成11个氢燃料电池供

氢中心。

央企加大布局

近年来，我国围绕氢能产业

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持续强化，氢

能管理规范陆续出台。地方政府

围绕项目投资、装备制造、企业引

进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以引导产

业发展。

在政策层面，26 个省、区、市

已公开发布氢能及燃料电池产

业专项政策 316 项，新增政策中

明确给予财政补贴的政策占比

超过 40%。氢能项目审批流程制

度逐步明确。此外，38 个地方政

府发布了加氢站建设审批规范

文件，如山东、吉林、广东、上海

等多个省市非化工园区制加氢

项目管控放开。氢能标准体系

逐步健全，已发布氢能相关国家

标准 102 项、行业标准 30 项、团

体标准 136 项。

根据《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 年）》的 指 引 ，到

2025年，我国将形成较为完善的氢

能产业发展制度政策环境，产业创

新能力显著提高，基本掌握核心技

术和制造工艺，初步建立较为完整

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届时，燃料

电池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部署建

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

量达到10万—20万吨/年，成为新

增氢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 100 万—200 万吨/

年。到 2035 年，形成氢能产业体

系，构建涵盖交通、储能、工业等领

域的多元氢能应用生态。

随着政策的密集出台和企

业 对 氢 能 产 业 的 重 视 度 的 提

高。“现在新增燃气发电机组都

会预留掺氢的空间。这是客户

的要求。”某发电设备制造企业

人士告诉记者。

随着氢能市场的不断扩大，多

家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布局。12月5

日，国鸿氢能在香港证券交易所首

发上市。12月7日，许继电气发布

公告称，为把握新型能源领域的战

略机遇，培育孵化公司新兴产业，

公司拟设立许继电气氢源技术分

公司。此外，12月20日，河南金源

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港

交所上市。

外资企业也看到了我国在氢

能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广阔前景。

“作为一种可再生清洁高效的二

次能源，氢能是应对气候变化和

建设脱碳社会的重要产业方向，

对能源转型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在中国‘双碳’目标的要求下，氢

能是有助于交通、储能、工业等领

域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选择。”霍

尼韦尔UOP副总裁兼中国总经理

石文才表示，“霍尼韦尔看好氢能

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相信氢能

产业的发展将有效助力中国能源

结构转型。”

由于氢是一种低密度的易

燃气体，并且无法在气态形式下

高 效 运 输 ，霍 尼 韦 尔 UOP 的

LOHC 解决方案则可利用现有

的炼油设备设施制造和运输载

体。在霍尼韦尔 LOHC 解决方案

中，氢气通过霍尼韦尔 UOP 甲苯

饱和工艺以化学方式合成与现有

设施兼容的便捷液态载体，随后

用汽油或类似烃类相同的方式

运输。

产业端未雨绸缪

我国燃料电池整车虽然仍处

于起步阶段，现阶段相比传统油车

和纯电动汽车，其竞争力仍有提升

空间，但随着产业的不断集聚，增

长势头已初露端倪。

目前，产业面临着成本高、

氢气价格昂贵、加氢站稀缺、关

键零部件自主化不足以及产业

链协同效率低下等多重挑战，导

致市场端对氢燃料电池汽车持

观望态度。

业内人士指出，燃料电池的

高成本直接影响了燃料电池汽

车的市场价格，而高昂的氢气价

格和稀缺的加氢设施则限制了

加氢的便利性。此外，关键零部

件的自主化程度低和产业链协

同效率的不足也制约了产业的

发展速度。

不过，随着我国氢燃料电池

的发展，市场空间正在打开。企

业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

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2022 年

中国氢燃料电池电堆出货量及出

货价值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

76.3%和25.4%，2023—2027年预测

复合年增长率为 98.2%和 64.5%。

2018—2022 年 中 国 氢 燃 料 电 池

系统销售量及销售价值的复合

年增长率分别为 79.0%和 41.5%，

2023—2027 年预测复合年增长率

为99.2%和64.2%。按2022年出货

量及销售量计，前五大中国氢燃

料电池电堆及电池系统的市占率

分别为 84.9%和 90.7%，市场集中

度高利于现有行业龙头。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

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聚焦商用车，运

输车、自卸车、牵引车等重型商用

车装载的燃料电池功率以 110 千

瓦—130 千瓦为主，客车、公交车

功率以60千瓦—90千瓦为主。大

功率燃料电池取得突破，多个企

业发布的燃料电池产品功率超过

200千瓦。

记者注意到，已登陆港交所的

国鸿氢能以氢燃料电池为核心产

品，其氢燃料电池电堆及氢燃料电

池系统的终端客户包括巴士公司、

物流及运输公司、港口、工厂及铁

路公司。

目前，随着企业在氢能关键技

术持续迭代，装备制造成本进一步

下探，部分制氢技术路线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依托“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群”重大示范项目，2022 年

中国燃料电池汽车销售量比上年

增 长 约 36% ，加 氢 站 增 幅 超 过

40%。重型交通领域加快试点，工

业领域示范项目陆续开建，累计建

成运营发电/热电联产项目55个，

总规模超 12 兆瓦，比上年增长

118%。截至 2022 年年底，中国石

化已建成加氢站98座，在全国加氢

站占比近30%。

燃料电池仍处起步阶段

受外贸市场需求增加，钛白企

业订单增加，厂家库存处于低

位，市场报价维持坚挺。

此次国内市场涨价主要是钛白粉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硫酸、钛矿石等价格的上涨直接推高了钛白

粉的生产成本，进而导致价格上涨。

近日，龙佰集团、中核钛白以及鲁北化工等多家钛白粉巨头纷纷宣布上调产品价格。图为中

国国际涂料油墨及黏合剂展中核钛白展台。 视觉中国/图

预计到2025年，我国涂料产量将达到3000万吨，2021年至2025年复合增速为4.96%。未来随着

房地产景气度好转，有望进一步拉动钛白粉需求，带动钛白粉价格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