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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使用计划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电化”、“公司”、“发行人”）

本次拟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8,700万元（含48,7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

材料项目 
48,510.17 48,5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 200.00 

合计 48,710.17 48,70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

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

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年产 3 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 

1、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 

实施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湘潭

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逐级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

投入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建设内容：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 48,510.17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48,500.00 万元，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及拟投入募资资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支出类别 

1 设备购置 23,678.55 23,678.55 资本性支出 

2 建筑工程 9,693.48 9,693.48 资本性支出 

3 安装工程 3,379.84 3,379.84 资本性支出 

4 其他基建 4,207.35 4,207.35 资本性支出 

5 预备费 2,867.15 2,856.98 非资本性支出 

6 铺底流动资金 4,683.80 4,683.80 非资本性支出 

合计 48,510.17 48,500.00  

“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的资本性支出主要包括设备购

置、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其他基建，其价格和费用分别按照相关市场报价计算；

非资本性支出主要包含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按照行业规则和建设经验进行测

算。 

（3）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 15.45%（税后），总投资回收期 7.44 年（税后），项目

经济效益较好。 

（4）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本项目相关的审批或备案事项情况如下： 

事项 备注 

项目备案 

2023年 8月 25日，发行人已经取得雨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备案证明》（雨湖

新管备〔2023〕17 号），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8月 24 日在湖南省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项目代码 2306-430300-04-01-108048。 

土地使用权证 

2023 年 11 月 16 日，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已经完成招拍挂手续，本次募

投项且实施主体湘潭立劲已通过竞拍方式竞得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并

已签署土地成交确认书。 

环评事项 

2023年 9月 27日，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年产 3万吨尖晶石

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潭环审（雨湖）

〔2023〕018号）。 

能评事项 

2023年 9月 28日，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湘潭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节能报告的批复》

（潭发改环资〔2023〕437号），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 



2、项目的必要性 

（1）本项目是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把握市场机遇的需要 

全球“双碳”目标已达成共识，我国、欧盟、美国等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

纷纷制定了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全社会向清洁能源发展趋势日渐明朗，

能源消费结构迎来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将保持快速发

展的态势，动力型锂电池需求量将大幅提升；同时，电动车、电子消费、电动工

具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对锂电池的需求将会不断增长，从而带动锂电正极材料需

求快速增长。根据高工锂电公开数据，2021 年、2022 年中国锂电池正极材料总

出货量分别为 113万吨、190 万吨，同比增长分别为 121.57%和 68.14%。 

锂电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键材料，也是决定锂电池性能和制造成本的

关键组成部分之一。锂电池正极材料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目前市场上形成规模化

应用的包括磷酸铁锂、三元正极材料、锰酸锂、钴酸锂等。在市场导向下，不同

技术路线的正极材料各有其特点和优势，适应不同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满足

不同市场需求，未来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多种材料共存的格局仍将持续。近年来

随着材料改性技术的进步，且鉴于锰基材料具有锰源丰富、成本低廉、电压较高

等特点，锰基正极材料受到了诸如特斯拉、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主流

电池厂商的重视，已经成为了业内动力电池研发的一个突破点。从长远来看，庞

大的市场规模为行业参与者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锰酸锂具有资源丰富、材料成本较低、电压平台高、安全性更优、倍率性能

及低温性能好等优势，其在 3C 数码、电动两轮车、电动工具、A00 级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具备较为清晰的应用场景；同时锰酸锂材料与三元等其他材料的混合使用

也是当前锂电池企业为降低成本和改善电池安全性能选择的重要技术路线之一。

一方面，随着供给的增加，碳酸锂价格将逐渐回归理性正常水平，锰酸锂相比铅

酸、钠电在两轮小动力电池领域的竞争优势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随着锰酸锂

高温循环、高温存储性能的不断改进，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应用场景将更

广泛。 

公司凭借多年来在锰系电池正极材料行业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技术沉淀，通

过打造完善的研发体系和创新管理机制，致力于锰基正极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

公司于 2021 年开始布局锰酸锂产业，计划通过本次募投项目扩大产能，优化产



品结构，不断升级产品性能，增加优质产能供给，以把握市场机遇，进一步提高

市场份额，谋求长远发展。 

（2）本项目是深化产业布局，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的需要 

根据鑫椤资讯公开数据，2019 年至 2021 年国内锰酸锂正极材料出货量分别

为 7.5万吨、9.1 万吨和 10.2 万吨，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2 年国内锰酸锂正

极材料出货量 6.6 万吨，同比下降 35.6%，主要系 2022 年受国内经济下行、上

游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空前成倍上涨以及消费不振等因素影响。但随着经济逐步复

苏以及“双碳”等政策的持续推进，锰酸锂终端应用领域预计在未来会持续得到

扩张和提升。根据公开数据整理，预测 2025 年国内锰酸锂需求量为 17.95 万吨，

2030 年将增长至 41.56 万吨。 

公司目前锰酸锂年产能 2 万吨，产品性能优异，部分产品技术指标处于国内

同行业领先水平，市场反应良好，下游客户有比亚迪（002594.SZ）、亿纬锂能

（300014.SZ）、博力威（688345.SH）、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等。从竞争格局

来看，锰酸锂细分行业内，生产制造商产能普遍较小，头部企业产能较为集中，

部分同行业制造商也相继进行产能扩张，积极抢占市场。为满足广阔的市场需求，

做好前瞻性布局，提升规模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是公

司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 

（3）本项目是数智化转型，提高制造质量的需要。 

为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本项目在设备选型上将选择更加

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将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生产制

造和运营管理深度融合，最大程度实现先进智能制造，项目建成后锰酸锂产品的

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力等将进一步提高。 

3、项目的可行性 

（1）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

的政策基础 

锂电池行业是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大力支持和推进新能源产业及锂电池行业的推广和应用。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2021 年修订）



中，将锂电池、锂电池用磷酸铁锂等相关产业列为国家鼓励类行业，明确当前应

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中包括了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高性能锂电池正

极材料等。本次募投项目属于上述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行业。 

2019 年 4 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2018》正式实施（以下

简称“《新国标》”）。《新国标》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的质量、尺寸、时速等参

数指标，有利于电动自行车产业的规范化运行，轻量化趋势为锂电池电动自行车

市场带来了机会。锂电池具有环保、轻量化、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其逐步替代传

统铅酸电池已成大势所趋；同时，在锂电版电动两轮车领域，锰酸锂系该领域主

要技术路线。 

2020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新能源产业规划及相关扶持政策，如《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等，对进一步扩大锂电池下

游终端市场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为推动新能源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公

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为新增产能消化提供

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以及“双碳”等政策的持续推进，锰酸锂终端应用领域预

计在未来会持续得到扩张和提升。根据公开数据整理，预测 2023 年至 2030 年国

内锰酸锂正极材料需求量稳步增加，2023年国内锰酸锂需求量预计为 9.74万吨，

2025 年国内锰酸锂需求量预计为 17.95 万吨，2030 年将增长至 41.56 万吨，将

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公司深耕锰系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多年，一直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研发

生产，凭借优良且稳定的产品质量、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

和高效的服务能力，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与国内外多家知名一次电池和

二次电池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 

锰酸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且公司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本次募投项目具

备市场及产能消化的可行性。 



（3）技术研发优势为新增产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多年来，公司一直专注于锰系电池正极材料产业，通过长期生产运营过程中

形成的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公司锰系

材料深加工的生产工艺技术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具备全面的技术储备和

丰富的研发经验，拥有完善的研发体系和创新管理机制以及经验丰富的产品质量

控制管理团队，公司产品性能优异、品种齐全，一致性和稳定性强，能满足市场

的差异化需求。 

公司技术研发优势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锰酸

锂性能的不断提升和突破提供充分保障。 

（4）前驱体自给优势为新增产能运行提供了良好的供应基础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锰酸锂专用型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和四氧化三锰产品都

是制备锰酸锂的前驱体。前驱体的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锰酸锂的综合性能，

公司生产的前驱体品质稳定、性能优异。一方面，公司可充分利用现有电解二氧

化锰富余产能来满足本次募投项目的前驱体供应，实现公司产能利用最优化；另

一方面，公司可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把握产品应用场景特征，灵活选择产品制

备过程中的前驱体类型，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公司通过自主供应前

驱体，能有效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公司前驱体自给优势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生产运行提供了原料供应

保障，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 200.00 万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降低经营风险，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2、项目的必要性 

最近三年，公司经营规模稳步扩张，营业收入由 2020 年度的 123,416.67 万

元增长至 2022 年度的 210,030.29 万元，导致所需营运资金规模不断增加。随着

本次募投项目的达产，公司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将进一步

增加，仅依靠自身积累和债务融资，难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规模持续扩大的需求。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将一定程度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

营运资金需求，缓解公司资金需求压力，从而集中更多的资源为业务发展提供保

障，提高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3、项目的可行性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

所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有效缓解经营活动扩展的资金需求压

力，确保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另一方面可改

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本项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00.00 万

元，加上“年产 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中拟用募集资金投入的预

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 7,540.78 万元，合计 7,740.8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

例为 15.89%，未超过 30%，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具有

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完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可实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与现有业务板块的联动，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有利于提升公司行

业地位、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上升，但公司的资金实力会得到增强。随着投资者陆续将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公司净资产规模将逐步扩大，资产负债率

将逐步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将逐步增强。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筹资活

动现金流量将有所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经

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将逐年提升，公司现金流状况将进一步优化。 



（三）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需要

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此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短期内可能出现

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项

目建成后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可对公司

未来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形成有力支撑，增强公司未来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

基于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竞争格局和公司自身优势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并通过了

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同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

政策导向，符合公司制定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竞争力，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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