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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专用化学品的专业制造商，经过四十余年的

发展，目前已发展形成高性能电子化学品、高品质化学试剂与产线专用化学品、

新能源材料和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主营业务领域。其中，在新能源领域方

面，公司一直致力于以自有核心技术，打造国际先进水平的退役动力电池全生命

周期整体解决方案，从电池梯级利用、电池拆解、电池回收再到锂电材料制备实

现锂电池闭环。 

本次拟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珠

海中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125,000.00 万元（含

12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 123,863.45 117,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8,000.00 

合计 131,863.45 125,0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可

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

到位后，如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足

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将募集资金

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专款专用。 



二、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1、项目背景 

（1）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动力电池行业快速发展 

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2020年11月，研究机构EVTank联合中国电

池产业研究院共同发布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1年）》。白皮书

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331.1万辆，同比增长49.8%，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逆势增长，预计未来五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有望在30%

以上，到2025年销量将突破1,640万辆。 

新能源汽车在国内于21世纪初期逐渐兴起，已成为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5年4月财政部发布《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

知》，对新能源汽车购买给予补助，2017年开始推行的“双积分”政策继续推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上半年，我国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达603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达493万辆。受益于国家的政

策支持和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仍将保持快速发展，预计未来五年国内新能源汽

车销量增长率会稳定在30%-40%，到2025年有望超过600万辆。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带动下，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动力电池按照正极材料可分为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及其他电池。目前，

海外动力电池以三元锂电池为主，国内则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同步发展。全

球动力电池年新增装机量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光大证券发布的《2021年动力电池

回收行业研究报告》预测，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可达 623GWh；国内动

力电池装机量可达 312GWh，其中，三元电池装机量达 174.5GWh，磷酸铁锂电

池装机量达 137.4GWh。 

（2）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市场前景广阔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2021年10月发布的相关数据，2021年

1-9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92.0GWh，同比上升169.1%。其中，三元电池共计

装车47.1GWh，占总装车量的51.2%，同比上升99.5%；磷酸铁锂电池共计装车

44.8GWh，占总装车量的48.7%，同比上升332.0%。2021年以来，磷酸铁锂电池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相对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锂资源并不富裕，锂矿储量仅占全球7%。目

前，我国已形成青藏盐湖、四川锂矿、江西云母等成熟产业集群，本土锂资源远

期增量难以支撑我国动力电池行业全球龙头地位，退役锂电池回收资源循环利用

势在必行。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5-8年的使用寿命测算，国内2014年投产上

市的动力电池在2019年已经开始进入批量报废期，退役电池的回收市场广阔。根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1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达143亿元左右。

到2025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或将超400亿元。 

（3）退役电池回收行业利好政策频现 

“十四五”时期，我国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两大目标的时间节点、基本思路

和主要举措。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资源利

用水平的需求十分迫切，且空间巨大。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推

广应用工作有序推进，在可预见的未来，动力电池将大规模退役并进入回收利用

环节。为了推动退役电池回收市场的发展，规范新能源汽车行业，国家陆续出台

了相关利好政策。 

国务院早在2012 年就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强调要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建立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和回收管

理体系。2018年3月，工信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决定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区域等选择部

分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2019年12月，工信部发

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19年本）》和《新能

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废旧电池回

收责任主体，加强行业管理与回收监管。2020年，国务院《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到实施电池技术突破行动，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

发展，建设动力电池高效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推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等规划。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增加停车场、充电桩、换电

站等设施，加快建设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

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

源管理平台建设，完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体系。推动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和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企业通过自建、共建、授权等方式，建设

规范化回收服务网点。推进动力电池规范化梯次利用，提高余能检测、残值评估、

重组利用、安全管理等技术水平。加强废旧动力电池再生利用与梯次利用成套化

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完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培育废旧动力电池综

合利用骨干企业，促进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产业发展。 

2、项目必要性 

（1）保护生态环境，响应国家号召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环保督查严格执行，对

于问题企业强制停产整改，重点污染企业实施排放监测，环保力度不断加大。动

力电池中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和其他对环境有害的污染物是其退役后面临的重大

环境问题，如未经妥善处置，将威胁公共安全，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污染。“高

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主要利用本公司等拆解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得到的正极粉和

负极片作为原材料，延伸了公司退役电池回收利用产业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减少了退役电池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2）推动行业技术升级，带动产业协同发展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大部分处于分散经营状态，企业

规模小、回收技术和设备水平落后，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及梯级利用体系尚不健全。

锂回收存在经济性问题，故未形成产业化规模。寻求一种经济有效、高值化和成

熟化的磷酸铁锂电池回收技术，实现回收盈利，已成为我国磷酸铁锂电池产业发

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公司采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回收综合利用工艺可提高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的综

合利用率，降低回收成本，实现公司盈利的同时兼顾环境问题，促进退役磷酸铁

锂电池拆解回收行业的健康发展，形成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发展。对于引领锂电池回收行业的优化升级，促进锂电池回收行业由大变强、形

成新的经济増长点与竞争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开辟磷酸铁锂电池原材料供给新渠道 

碳排放政策的推出带动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锂电池企业布局逐渐扩大，锂

资源的稀缺性日渐凸显。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探明的锂

矿储量约为2,100万吨。其中，智利、澳大利亚分别占据43.81%、17.62%的市场



份额，位居前两位，而我国锂矿储量仅占全球的7%，总量约150万吨。 

目前，我国主要从锂矿石中提取锂。但是，我国的锂矿石开采规模和采选技

术与国外仍有一定差距，锂辉石矿没有得到高效综合开发利用；锂精矿也存在品

位低、质量不稳定、采选成本高等问题。近年来，我国锂生产企业所需的矿石主

要依靠进口，而澳大利亚则成为我国锂矿石的主要进口国。虽然我国也在积极开

采盐湖锂资源，但由于资源、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开发速度相对缓慢。“高性能

锂电池材料项目”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料进行处理的同时产出碳酸锂等产品，

锂资源得以再生利用，实现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的高值化回收，为锂资源的供给开

辟新的渠道。 

（4）打造公司在退役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国内从事磷酸铁锂退役电池回收的企业较少，主要原因系其回收成本较高，

经济性较低。公司针对传统回收工艺的锂和磷铁渣全组分回收率低、废水处理成

本高的技术难题实施攻关，实现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的高值化回收利用。通过本

项目的实施，公司将打造“电池梯级利用-电池拆解-电池回收-原料再造-材料再造”

的新能源材料全生命周期循环体系，提升公司在退役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 

（二）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2020年，国务院《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到实施

电池技术突破行动，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建设动力电池高效循环利用体

系，加快推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等规划。 

2018年3月，工信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

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决定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区域等选择部分地

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2018年9月工信部发布了《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公司顺利入选首批5家符合该

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2、本项目符合行业和市场需求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在国家及行业政策的引导和市场

需求增加双向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从世界锂资源的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820/03/30882805_991804411.shtml


探量来看，总体锂资源能够满足供需，但存在着区域上的资源约束。首先，由于

锂资源量集中在盐湖中，目前的提纯技术决定其生产成本仍旧较高。其次，我国

优质的锂资源相对较少，锂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再者，从锂盐产能、成

本分布和锂价趋势看，不同资源禀赋和地区政策导致开采难度和投资成本不同，

未来不同时间、区域的供需存在一定的错配。因此，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处理

势在必行。面对即将来临的锂电池集中退役期与我国锂资源约束，锂电池回收行

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行业机遇，尤其是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市场空间巨大，本

项目通过自有的先进技术综合回收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可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3、公司具备实施本项目的经验和技术  

公司拥有40余年的纯化学品提纯、分离、结晶等纯化技术积累沉淀，公司从

化学试剂、电子化学品再到退役锂电池综合利用业务的发展路线，是一个技术横

向、纵向拓展的过程，具备一定的产业化实践经验，为顺利切入退役锂电池综合

回收利用领域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锂电材料全产业链，先后开展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梯

次利用、拆解及再制造等业务，并入选首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5家企业之一。公司生产的磷酸铁、碳酸锂等磷酸铁锂

电池拆解得到的正极粉和负极片原材料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较高，具备丰富的生产、

质量管理水平和人才。 

公司自主开发并掌握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的关键核心工艺技

术，针对传统回收工艺的锂和磷铁渣全组分回收率低、废水处理成本高等关键技

术难题实施技术攻关，实现退役磷酸铁锂电池的高值化回收利用，形成锂离子电

池闭环的产业链并大幅降低锂电池成本。综上所述，本项目具有生产操作简单、

经济实效、绿色环保等优势。 

因此，公司在退役锂电池综合利用领域具备较高的技术基础和一定的处理运

营能力，具备实施本项目的经验和技术。 

（三）高性能锂电池材料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中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拟采用本



公司等拆解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得到的正极粉和负极片作为主要原材料，计划建设

年产5万吨磷酸铁和1.15万吨碳酸锂的综合回收生产线，项目总投资123,863.45万

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00,829.79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铺底流动资金

19,572.67万元。 

2、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18个月。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回收期为5.63年（含建设期），

达产年净利润23,139.06万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8,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

增长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产结构，增加抗风险能力，

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二）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45.78%。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将充实股权资本、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使公司财务结构更为

稳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政策和法

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资本实力与资产规模将得到显著增强，竞争优

势更加明显，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对企业可持

续发展、股东长远利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完善新能源

材料板块的布局，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保障。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

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进而提

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补充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现金

流，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和盈利能力。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

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将得以提升。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高性

能锂电池材料项目后，公司退役电池处理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经营规模进一步扩

大，流动资金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公司增强财务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良好保障。 

由于募投项目建设期及产能释放、效益产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不排除

发行后由于总股本增加使得公司每股收益下降的可能，但从长远来讲，项目投产

实现盈利的前景较好，随着项目的正常运营，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持续

盈利能力，项目带来的现金流量逐年体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也将提

升。 

五、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的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丰富原材料来源，优化产业链，提高盈利水平，增

强财务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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