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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现代企业的创新，需要人们运用新的理念、手段和方法来整合资源，以创造一种新的经营模 

式。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迎合市场，满足顾客需求，最终赢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那么，经营的创新方向是什么？ 

创新模式有哪些？

下面，我们先从钛行业市场进行分析，然后重点分析并解答以上问题。

相信通过本文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解答，您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与把控，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这将为您经营管理、战略部署、成功投资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价值，也为您抢占市场先机提供有力 

的保证。

第二章 2023-2028 年钛市场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钛：未来金属，前景广阔

一、未来金属：钛

钛：未来金属，应用广泛。钛（Ti）是一种稀有金属，具有强度高、低密度、 抗腐蚀、低阻 

尼、超导性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力、冶金、制盐等传统 领域，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疗、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型领域中的应用 也越来越多，被誉为“太空金属”“海洋金属”和“全能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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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采价值的含钛矿物主要为钛铁矿、金红石。地壳中含钛矿物近 140 多种， 目前具有开 

采价值的主要为钛铁矿、金红石。全球近 90%的钛资源从钛铁矿分 离提取，而高品质的钛产品主 

要依赖金红石类矿物， 我国主要利用的有钛铁 矿、金红石和钛磁铁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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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钛矿床有三种：岩矿型、变质型和沉积型。（1）我国以岩矿型为主， 该类型矿床多具 

有成矿区集中、贮量大的特点，但是多是共生矿，主要矿物有 钛铁矿、钛磁铁矿等，矿石品位

（质）较低，矿石选矿分离较为困难。（2） 与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有关的金红石钛矿床，该类  

型矿床具有品位相对较高， 成分简单，可综合回收利用矿物多，经济价值高等特点。（3）沉积型 

钛矿分 布在海岸、河滩等地，矿物有金红石、砂状钛铁矿、板钛矿、白钛矿等，该类 矿床具有

Fe2O3 含量高、结构疏松、杂质易分离等特点。

二、钛主要用于生产海绵钛和钛白粉

钛的中间品主要为海绵钛和钛白粉。钛白粉可以通过硫酸法和氯化法两种方式生产，最终用于 

涂料、塑料、造纸等行业；海 绵钛主要通过镁热还原法生产，目前国内大部分大型的海绵钛产业  

与钛冶金企业都是镁钛联合生产企业。

海绵钛可加工为钛材、钛粉，用于航空航天、 3D 打印等新兴领域。海绵钛可以进一步加工为 

钛材，可用于于航空航天、船舶、 化工等领域，还可以使用氧化脱氢法、雾化法等将海绵钛或钛 

合金液等加工为钛粉，用于粉末冶金或 3D 打印等领域。

第二节 钛精矿：资源丰富，价格相对稳定

一、钛铁矿储量/产量占比高，金红石品级更高

全球钛矿资源储量丰富，钛铁矿储量/产量占比最高。钛在地球上的储量十分丰富，地壳丰度 

为 0.61%，海水含钛 1×10^-7，其 含量比常见的铜、镍、锡、铅、锌都要高。根据 USGS，2022 年 

全球钛储量 7 亿吨，其中钛铁矿储量为 6.5 亿吨，占比 92.86%， 较去年下降 7.14%，主要受澳大 

利亚老矿山关停影响，金红石储量为 0.49 亿吨，占比 7.54%；产量上，钛铁矿产量为 890 万吨，

占比 93.68%，金红石产量为 59 万吨，占比 6.21%。

金红石品级更高，产量成下降趋势。虽然金红石的储量/产量占比不足十分之一，但全球金红 

石的品级（品位高、杂质含量少） 远高于钛铁矿，其面向对象主要是高端需求，且近几年一直处 

于下滑状态，2022 年产量较 2016 年的 80 万吨下滑 26.25%。

二、全球钛矿集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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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铁矿主要分布在亚洲、大洋洲和欧洲，国内钛铁矿储量居前。储量前五的国家分别为中国 

（29.23%）、澳大利亚 （24.62%）、印度（13.08%）、巴西（6.62%）和挪威（5.69%），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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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储量占比就达到全 球储量的一半以上。

金红石主要分布在北美洲、非洲和亚洲，澳大利亚储量占比达 63.27%。储量前五的国家分别 

为澳大利亚 （63.27%）、印度（15.10%）、南非（13.27%）、乌克兰（5.10%）和莫桑比克

（1.82%）。

三、钛矿进口依存度高

钛矿进口依存度高，莫桑比克为最大进口国。我国虽然存在众多钛原料生产企业，但产量和质 

量难以满足国内需求，每年需 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精矿。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数  

据，2022 年我国钛矿产量约 314.4 万吨（以TiO2 含量计）， 同比增长 10.1%，全球占比 36%，钛 

矿进口量约 155.3 万吨，进口依存度达 33.06%。从进口来源国看，我国钛精矿进口主要 集中在莫 

桑比克、肯尼亚、越南、挪威、澳大利亚等国，从上述国家进口量占比达 78%，莫桑比克进口矿占 

比 44%。

四、国内主要钛矿生产商

钒钛股份、龙佰集团、安宁股份、重钢西昌是国内主要钛矿生产商。国内我国钛矿采选主要集 

中在四川省攀枝花-西昌地区，该地 区钛矿产量占到我国钛矿总产量的 87%以上，主要生产企业包 

括钒钛股份、龙佰集团、安宁股份、重钢西昌，其中钒钛股份、龙 佰集团以自用为主。产量上，

钒钛股份 2022 年钛矿经营量超过 150 万吨；龙佰集团 2023 年自有矿山产量或超过 120 万吨，在收 

购丰 源矿业后进行资源整合，目标在十四五末期实现钛精矿年产能 248 万吨。安宁股份 2022 年钛 

精矿产量为 49.30 万吨；重钢西昌 2021 年钛精矿产量为 46 万吨。

第三节 海绵钛：产能持续扩张，高端产品依赖进口

一、国内海绵钛扩张驱动全球产能增长

国内海绵钛产量全球第一。海绵钛是钛加工材的原料，我国是海绵钛主要生产国，目前海绵钛 

产量已居世界第一，根据 USGS， 2022 年全球海绵钛行业产量为 27.9 万吨，同比增长 14.6%。其  

中，中国海绵钛产量占到 62.7%，达到 17.5 万吨，具体来看， 2017-2022 年我国海绵钛产量年复  

合增长率达 20.42%，海绵钛产业呈现飞速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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