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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7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投资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印尼华山镍钴公司年产 12 万吨镍

金属量氢氧化镍钴湿法项目 
1,596,273.92 1,220,000.00 

2 
广西华友锂业公司年产 5 万吨电

池级锂盐项目 
211,597.12 15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 400,000.00 

合计 2,207,871.04 1,770,000.00 

注：上述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涉及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统一按照 6.4:1 进行折算。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

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按照项目的轻重缓

急等情况，调整并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

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印尼华山镍钴公司年产 12 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镍钴湿法项目 

1、项目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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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和高镍化趋势快速拉动镍资源需求，加快镍产业链

布局势在必行 

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已成为引领世界绿色发展的重要产

业，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主流车企纷纷加快汽车电动化转型布局，电动汽车对燃

油汽车的逐步替代已成为产业未来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新能源汽车价值链

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锂电池及锂电材料产业将伴随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相

应不断扩大市场容量，迎来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三元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电

池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而高镍三元材料在续航里程、能量密度和材料成本

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高镍化已成为三元动力电池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动力电池高镍化的持续推进，镍在电池中的占比逐渐提高，高镍三元正

极材料出货量及占比亦有大幅增长。根据 GGII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高镍三元

正极材料出货量达到 17 万吨，同比增长 183%；高镍三元占全部三元正极材料的

比重达到 40%。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断升级，单车用镍量将持续提升，锂电

领域的镍资源需求量亦将大幅增长。公司作为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有必

要在镍资源领域继续深入布局，巩固现有镍资源优势，为公司的一体化布局提供

原料保障。 

（2）全球镍资源分布不均，“走出去”完善资源布局成必然选择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0 年数据，全球镍资源储量约为 8,900 万吨，

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古巴和菲律宾等国，这六个

国家储量合计占比 78.01%，镍资源集中度高。我国镍资源储量仅为 280 万吨，

占全球镍总储量的比重仅为 3.15%；另根据 USGS 数据，2021 年全球镍矿总产

量 270 万吨，我国产量占比仅为 4%，镍资源及产出均相对匮乏。但与此同时，

公司锂电材料一体化布局对于镍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走出去”是公司保障原

料供应安全，进一步奠定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地位的必然选择。 

印尼是世界红土镍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占有世界红土镍矿储量的 10%

以上，主要资源集中在苏拉威西岛，哈马黑拉岛及其附近岛屿。印尼新矿产法规

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印尼政府禁止所有品位的镍矿出口。同时，从商业角

度，在资源产出地对红土镍矿进行冶炼加工也是最经济、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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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合资建设 12 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镍钴湿法项目，有

利于保障镍资源的稳定供给，完善和巩固公司产业链布局，契合下游客户对于稳

定供应链的迫切需求，同时通过就近获取镍矿进行冶炼降低生产成本，构建成本

竞争优势。 

2、项目可行性 

（1）当地充足的原料供应和良好的项目实施条件 

本项目的建设地点印尼哈马黑拉岛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红土镍矿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本地的镍矿供应充裕。项目公司将通过多种方式保障原料的稳定

供应。同时，本项目的合作伙伴青山集团在印尼镍资源开发领域深耕多年，将为

本项目提供有力的经验和资源保障。此外，印尼煤炭资源丰富，品质较好，可为

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燃煤电厂提供充足的原料。 

本项目拟在纬达贝工业园（IWIP）建设，该工业园是印尼政府指定的国家重

点工业园区，园区内已完成“三通一平”工作，场地、电力、给排水、环保、消

防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园区交通便利。园区较好的产业集聚和矿冶一体化模式

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实施条件。 

（2）公司丰富的印尼项目经验和充足的技术储备 

公司已在印尼建设多个冶炼项目，包括华越公司年产 6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

镍钴湿法项目、华科公司年产 4.5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等，培养了一支极具

战斗力的人才队伍，拥有丰富的印尼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经验，为本项目的实

施提供了极佳的人才基础。 

本项目拟采用行业领先的湿法高压酸浸冶炼工艺，该工艺技术方案成熟可靠。

公司与青山集团合作的华越公司年产 6 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镍钴湿法项目已顺

利投料试产，其采用与本项目相同的湿法高压酸浸冶炼工艺，将为本项目提供丰

富的建设及生产经验。 

（3）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和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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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

带一路”倡议亦获得了印尼政府的支持。本募投项目充分发挥公司和青山集团各

自优势和资源，在印尼开展镍资源冶炼与深加工，符合印尼政府的产业规划和中

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公司“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的发

展战略。 

3、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在纬达贝工业园（IWIP）内，位于印度尼西亚马鲁

古群岛中的哈马黑拉岛，属马鲁古省北马鲁古县。 

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山镍钴（印尼）有限公司。公司将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以向该公司增资或借款的形式实施本项目。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洗矿、选铬、高压酸浸湿法工艺、硫磺制酸厂、石灰石

厂及尾矿坝等工艺和配套设施，其他设施如供电、供水、生活区等由项目所在地

的工业园区配套提供。建成后，本项目将有能力处理红土镍矿干矿量约 1,040 万

吨/年。 

（3）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出氢氧化镍钴中间产品 32.6 万吨/年，折合镍金属量 12.3 万吨/年，

钴金属量 1.57 万吨/年；另有选矿副产品铬精矿约 50.6 万吨/年。 

（4）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 3 年。 

4、项目投资概算及财务评价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额为 1,596,273.9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220,000.00

万元，具体投资概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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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美元）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金额占比 

1 工程费用 200,787.00 1,285,036.80 80.50% 

1.1 建筑工程 35,159.80 225,022.72 14.10% 

1.2 设备购置 127,757.30 817,646.72 51.22% 

1.3 安装工程 37,869.90 242,367.36 15.18% 

2 
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 
15,184.00 97,177.60 6.09% 

3 预备费 16,063.00 102,803.20 6.44% 

4 建设期贷款利息 12,669.00 81,081.60 5.08% 

5 铺底流动资金 4,714.80 30,174.72 1.89% 

合计 249,417.80 1,596,273.92 100.00% 

注：本项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采用 6.4:1。 

（2）财务评价 

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8.14%（所得税后），

预计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 7.74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好。 

5、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涉及的境外投资发改、商务部门备案和环评批复等相关手续正在办

理之中。 

（二）广西华友锂业公司年产 5 万吨电池级锂盐项目 

1、项目建设必要性 

（1）新能源汽车+储能双轮驱动，锂金属需求量有望继续高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寄予实现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的厚望。近十年来，国家密集出台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对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方

位支持。全球范围来看，主要国家和国际主流车企亦在加快电动化转型布局，电

动汽车对燃油汽车的逐步替代已明确成为未来长期发展趋势。 

随着《“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风电及光伏等新能源发电装机量有望快速提升，预计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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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期间风、光发电量将实现翻倍。在减少弃风弃光、最大限度提升风光发电

利用率的需求推动下，风光配储已成为新能源发电模式的必选项。 

作为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系统的核心部件，锂电池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

锂金属作为锂电池最重要的金属原材料，其在正极材料、电解液等多个锂电池重

要材料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其需求量亦随着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增长而大幅提升。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数据，锂电池行业对锂产品的消耗逐年增长，电池行业用锂量

占比从 2015 年的 35%增长至 2021 年的 74%。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

续爆发式增长及储能行业的快速渗透，锂电池对于锂金属的需求量预计将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 

作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公司认为有必要抓住锂金属行业市场

机遇，发挥公司在资源开发、一体化布局等方面的优势，在锂业务板块强化布局，

充分享受新能源汽车及储能行业的发展红利。 

（2）把握新能源行业发展机遇，为公司持续提升盈利能力注入优质增量 

受益于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电池生产所需的核心

原材料需求量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据亚洲金属网统计，2021 年我国电池

级碳酸锂均价达到 121,533 元/吨，较 2020 年碳酸锂均价上涨 175.60%；2021 年

我国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均价达到 114,344 元/吨，较 2020 年氢氧化锂均价上涨

120.41%。 

在行业需求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公司认为有必要在锂盐板块加强布局，充分

享受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红利。锂盐项目的建设投产将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景气

度提升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和产业链延伸，为公司

持续提升盈利能力注入优质增量。 

（3）实现锂业务板块一体化布局，巩固公司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的

地位 

作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在镍、钴等三元锂电池重要金

属原材料领域已有深入布局，并形成了从资源到材料的一体化业务模式，在锂金

属亦有所布局。公司通过参股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AVZ布局了刚果（金）Ma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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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矿，并积极布局锂电池回收业务，衢州制造平台成功入选工信部发布的符合《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第一批 5 家企业名单。2021

年，公司通过收购取得津巴布韦 Arcadia锂矿，有利于公司强化上游锂资源布局，

对公司中下游产业链形成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本次在广西玉林布局电池级锂盐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新增电池级碳酸锂

产能 27,724吨/年、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产能 25,286吨/年，可以有效加强公司在

锂金属领域的一体化布局，使得公司成为横向覆盖镍、钴、锂三种核心金属原料，

纵向覆盖从资源到材料全产业链的一体化龙头企业。本次锂业务布局符合公司

“十四五”期间战略发展规划，切实落实把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

核心业务，坚持走“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的转型升级之路的发展思

路。 

2、项目可行性 

（1）项目建设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 

为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国家陆续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新时代的中国能

源发展》《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

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划、指导意见及管理方案，以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着力

点，引导以新能源汽车及储能行业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不断发展，增强以可持续

性发展为核心的企业竞争力。 

本项目作为公司完善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拼图，可以在现有锂电新材料的基

础上增加电池级碳酸锂和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产能规模，进而支撑下游新能源行

业对锂盐产品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共同

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受政策鼓励，具有可行性 

（2）充分发挥公司市场渠道协同效应，全面渗透锂电池行业客户市场 

公司作为国内三元前驱体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产销规模和技术开发能力

处于行业前列，已建立覆盖国内外市场的销售网络。公司下游主要客户包括 LG

化学、浦项、容百科技、当升科技、巴斯夫杉杉等行业内主流正极材料企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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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业生产三元正极材料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三元前驱体及碳酸锂、氢氧化锂

等锂盐材料。因此，公司锂盐业务与公司现有三元前驱体业务在客户资源以及销

售渠道上可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 

凭借领先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稳定的产品供应，公司已在行业内积累了较高的

声誉，与业内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通过上述项目的建设

投产，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市场渠道协同效应，继续扩大公司与下游客户的合作伙

伴关系，加速渗透锂电池行业客户市场，进而为公司拓宽业务布局奠定坚实基础。 

（3）公司已为该项目配备了专业的人才队伍和技术储备 

公司具备专业的人才队伍，团队核心成员已在行业内深耕多年，具有丰富的

锂盐项目建设及运营经验，可以为本项目提供强大的人员保障。 

本募投项目以锂辉石为原料，采用硫酸法工艺技术生产电池级碳酸锂和电池

级单水氢氧化锂，该工艺技术方案成熟可靠。此外，本项目由中冶科工下属中国

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总体设计。中国恩菲拥有有色行业唯一的全行业工程

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其强大的有色行业工程设计能力和丰富的项目设计经验将为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3、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白平产业园区。 

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以向该公司增资或借款的形式实施本项目。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硫酸法生产工艺的所有生产系统及其配套的生产辅助

设施和生活办公设施等。建成后的锂辉石精矿处理规模达到 38.9 万吨/年。 

（3）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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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产出电池级碳酸锂 27,724 吨/年、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 25,286 吨/年及

副产品元明粉、锂硅粉。 

（4）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4、项目投资概算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额为 211,597.1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50,000.00 万

元，具体投资概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占比 

1 工程费用 148,502.87 70.18% 

1.1 建筑工程 36,341.02 17.17% 

1.2 设备购置 91,105.76 43.06% 

1.3 安装工程 21,056.09 9.95%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16.94 6.10% 

3 预备费 24,212.97 11.44% 

4 建设期贷款利息 6,042.34 2.86% 

5 铺底流动资金 19,922.00 9.42% 

合计 211,597.12 100.00% 

（2）财务评价 

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36.51%（所得税后），

预计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 4.73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好。 

5、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涉及的立项备案、环评批复、能评批复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三）补充流动资金 

1、补充流动资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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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40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完善产业布局，加快推动创新升级转型。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已完成了总部在桐乡、资源保障在境外、制造基地

在中国、市场在全球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资源、有色、新能源三大业务板块，打

造了从钴镍资源开发、冶炼，到锂电正极材料深加工，再到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的

新能源锂电产业生态，在保持全球钴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致力于成为全球新能

源锂电材料领导者。随着公司在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链的一体化投资布局，业务

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链上游资源端布局、冶炼能力提升、三元前驱体和正极

材料业务延伸，以及锂业务板块新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创新研发等，均不断增加对

运营资金的需求，因而亟需补充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为公司新建项目产能释放提供保障，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自 2015 年上市以来，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和自筹资金的方式相继投

资建设了从钴镍资源开发到锂电材料制造一体化产业链的多个新建产能项目，伴

随相关投资项目的陆续建成，未来三年，公司亟需大量的流动资金来保证投资项

目的顺利达产，保障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顺利实现。 

（3）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4.84%，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流动比率为 1.33，速动比率 0.94，处于较低水平。通过股权融资优化资本结构，

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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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有效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力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开拓，巩固公

司领先的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助推公司发展成为全

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均将增加，可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

债率和财务成本，提高公司财务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公司盈利

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发展潜力也会随之增强。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

中长期来看，随着项目陆续产生效益，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逐步上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及盈利稳定性将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

的需要，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会

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为股东带来丰厚回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