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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日，哪吒汽车发布车型
价格调整说明，受上游原材料价格
上涨、供应链供货紧张等诸多因素
影响，从 18日零时起对在售车型的
价格进行上调。奇瑞新能源、小鹏
汽车等多家车企也纷纷在近期上调
了价格。这一轮车企调价，和碳酸
锂等原材料价格走高紧密相关。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
动力电池的发展对资源具有高度的
依赖性，用到的关键材料包括锂、镍、
钴等金属。其中，在正极材料制作成
本中，锂占到近一半。市场公开数据
显示，2021年，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
从年初的每吨6.8万元持续上涨，时
至今日，价格每吨约50万元。

“目前市场上，一辆新能源汽车
生产大概用到 50千克碳酸锂。尽
管由于厂商提前备货等原因，碳酸
锂实际成交价格也许没有达到最高
市价，但成本溢价也很可观。”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秘书长
吴艳华说。

“锂价上升大幅增加动力电池
生产成本。”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说，10多
年来，通过在技术上的改善，锂电池
成本下降超过80％。如今原材料成
本快速上涨，冲淡了产业链在技术
降本方面投入的资金和努力。

业内人士认为，锂价高企主要
源于供需不平衡。

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迅猛，产销量均超过 350万辆，
同比增长1.6倍。2022年初至今，快
速发展势头延续。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超预期，必
然会推高对上游材料的需求，带来
短期内供给的紧张。”国投创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杜硕告诉
记者。

“在 2016、2017年，锂价也出现
走高周期，当时是因为新能源汽车
补贴等带来需求上升。”吴艳华说，
不论是锂盐还是上游矿产，资源建
设扩产都需要一定时间周期，新建
产能短期内很难释放，这些都造成
了价格的波动。

据统计，2019至2021年，税务部
门累计办理留抵退税12339亿元，对
促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留抵退税可以直接为企业提供
现金流支持，有效促进企业加快设
备更新、扩大技术投资，也有利于凸
显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特点，更符合

现代增值税税制要求。”北京国家会
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
李旭红说。

在她看来，今年对留抵税额实
行大规模退税、优化征缴退流程，增
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有望进一步完
善，将为我国进一步迈向现代增值
税制度奠定坚实基础。据新华社

碳酸锂价格居高不下

新能源汽车如何化解“原材料之困”？
今年以来，碳酸锂成为影响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不确定
因素。碳酸锂价格持续高企产生
的效应不断向产业链下游传导，给
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企业带来不
小压力。是什么原因让锂价持续
走高？新能源汽车如何化解“原材
料之困”？

加快健全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业内人士也认为，不必对锂价

高企过度紧张。一方面，市场机制
本身会实现调整作用；另一方面，相
关部门也在加快产业链上下游供需
对接和市场保供。“我们预计，2022
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可释放的产能
比较可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保
持在稳定增速情况下，上游供应是
可以保障的。”吴艳华说。

近日，工信部召开锂行业运行相
关座谈会，听取了重点企业生产、扩
产和销售情况，要求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加强对接，协力形成长期、稳定的
战略协作关系，共同引导锂盐价格理
性回归，更好支撑我国新能源汽车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着
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
度加快国内锂资源的开发进度，打
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
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加快健全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工信部数
据显示，目前已在 17个地区及中国
铁塔公司开展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
点。截至 2021年 12月底，173家有
关企业已在全国设立回收服务网点
10127个。动力电池回收、处理，形
成正极材料的技术不断提升，机制
不断完善，都有助于释放更多碳酸
锂产能，推动价格回归正常。
据新华社

碳酸锂价格波动带来的传导效应

进一步落实留抵退税有关政策

今年约1.5万亿元退税“红包”直达企业

▶广交会上比亚迪展台的“刀片电
池”，被视为目前最佳的磷酸铁锂
电池方案之一 新华社发

今年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退税减税规模历史空前，其
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确进一
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实施力度有关政策。

退税“红包”将退达到哪些企业？如何确保政策落地落实？记者就此
采访了权威部门和专家、企业。

留抵退税，就是把增值税期末未
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税人。简单
说，就是把将来交税时抵扣的增值税
留抵税额，提前退还企业。相当于真
金白银直达企业，直接改善现金流。

今年我国退税减税规模约 2.5
万亿元，其中六成左右来自留抵退
税。这么大规模的退税“红包”如何
退达企业？

两部门发布的公告，明确了政
策实施“路线图”。

——优先支持小微企业：将先
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
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并一
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重点支持制造业等行业：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制造业等6个行业企业（含个
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制造业等
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公告还明确了“时间表”：增量留
抵税额将于 4月 1日起按月全额退
还，并将分别在4月30日、6月30日、
9月30日、12月31日前，在纳税人自
愿申请的基础上，集中退还微型、小
型、中型、大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为确保基层退税有资本、有底
气，中央层面部署了一系列举措：

在按现行税制负担 50％退税资
金的基础上，中央财政 1.2万亿元转
移支付资金将按时点要求及时下
达；建立资金预拨机制，逐月预拨、
滚动清算，保障地方国库动态存有
半个月的退税所需资金……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首批支
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的专项转移支
付 4000亿元已于 21日下达，其他专

项资金根据相关工作进度也将尽快
下达。

为确保税款及时退达企业手
中，财税部门还采取了一系列真招
实招。在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
表示，财政部、税务总局将会同相关
部门，抓紧组织实施，做实做细各项
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解
读和培训辅导，帮助企业用足用好
政策。

真金白银直达企业，惠及小微企业、制造业等

真招实招确保落地，中央转移支付确保退税资金落袋落实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