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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钾盐概况 

钾被称为农作物的“品质元素”，它能增加作物蛋白质的含量，提高油料作

物的含油量，增强农产品抗碰伤和自然腐烂能力。 

然而，缺钾一直是中国农田之痛。钾矿是我国紧缺的 9种矿产资源之一。据

报道，我国缺钾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60%。约 50%的钾盐需要进口，不利于

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缺乏可溶性钾资源的国家之一，探明的可溶性钾资源十分有

限。钾盐储量仅占全球 5.53%左右，且钾盐资源分布不均，据国土资源部储量统

计数据，全国查明钾盐资源储量

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青海以

氯化物型钾矿为主，新疆以硫酸

盐型钾矿为主。 

由此，进口钾肥是中国“补

钾”的主要支撑。预计我国钾盐

消费量在 2025-2027 年之间达到

峰值，届时中国氯化钾消费量将

达 2300-2500万吨/年。 

 

二、行业背景 

中国化工人一直试图改变农田缺钾状况。1958 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前身察尔汗钾肥厂，用土法——洗涤法生产了 953吨氯化钾，填补了中国

钾肥的空白。 

   上世纪 60年代起，国家加大在这块的投入。1986年，国家批准在盐湖新上

年产 20 万吨氯化钾项目，到 2005 年，钾肥规模达到 150 万吨，2014 年青海盐

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生产氯化钾 430万吨，截止到目前，盐湖股份的氯化钾

年产值已突破 500万吨。然而，目前国内的产量仍然远远无法满足农田需求。 



全球钾资源其实不少，已探明量达 95 亿吨（氧化钾），但资源和产量集中

在少数国家，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居前三位，占世界钾盐储量 89%。 

   丰富的全球资源为我国农田改善缺钾现状提供了巨大的腾挪空间。走出去买

钾矿，成为中国农田走出“缺钾时代”一个不错的选择。据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

钾盐钾肥行业分会的资料显示，2014年开始，钾肥供应实现了从“国产+进口”

的“二维格局”向“国产+进口+境外”的“三维格局”转变。中国企业已在海外

10 个国家有 30 个钾肥项目在不同工程阶段中运作，计划产能超过 1000 万吨，

在老挝建成投产的 4 个项目产能近 100 万吨，2014 年，开元集团老挝钾肥项目

首次实现反哺国内市场，运回国 11万吨氯化钾。2011年 8月，兖煤加拿大资源

公司在加拿大萨斯卡通市注册，在当地拥有 19个钾矿勘探许可权，矿权面积 5364

平方公里，2019年，一期钾

矿项目可建成投产。 

    2015世界钾盐钾肥大会

信息显示，随着国内盐湖工

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

国产钾肥的供应能力已有显

着提高，从 2008年开始，行

业自给率超过 50%，且这一

状况可以长期巩固。（“2015

世界钾盐钾肥大会”是由青海格尔木市政府、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主办，由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钾肥

行业分会承办，国内外众多行业巨头企业参展的；2018 年的世界钾盐钾肥大会

将于 8月 21日开启。） 

 

 

 



三、行业指数现状 

 

此图为近五年的

氯化钾批发价格指数

走势图 

最高点是 2013 年

5 月，到达了 2519.28

点；最低点是 2016 年

11月，下滑到 1858.85

点。 

由此可见，氯化钾在 2015年之前的市场比较景气，甚至有超过 2500的高点，

而从 2015 年开始，钾肥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全球供应过剩，市场需求低迷，

价格持续下滑，钾肥巨头各自为战，争夺市场份额，及土壤日益酸化。经历过更

低迷的 2016 年及 2017 年，氯化钾市场在 2018 年虽然有所回升，但之前高点的

日子已经不再重现。 

 

 

四、国内生产情况 

受资源因素制约，我国钾肥主要的生产

省份在青海和新疆。其中，青海产量占

总产量的 80%左右，新疆占 14%左右；两

地集中占到全国的 95%左右。青海以氯化

钾为主，新疆以硝酸钾为主。 

 

 

 



我国资源型氯化钾企业生产规模大于

100 万吨的大型企业有 3 家，分别是

青海盐湖，藏格钾肥，和中信国安，

约占总产能的 65%。 

 

 

从下图可以看出，青海在全国的钾盐产量占比从 2011年的 68.17%提升到了 2015

年 80.79%，新疆的钾盐产量占比略微有些下降，但基本维持在 14%左右。不难看

出，青海的钾盐企业近几年在扩大生产，尤其是盐湖和藏格冬季不停车，使得产

量集中上升。 

 

 

青海盐湖 

藏格钾肥 

中信国安 



五、部分上市企业 

（一）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青海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省属

大型上市国有企业,主要从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公司位于青海省格尔木

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钾肥工业生产基地,是国际信用企业、中国钾肥制造行业排

头兵企业、中国企业形象 AAA级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企业、青海省财政支柱

企业,是国家级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内的龙头骨干企业、国家第三批创新型企

业。1997 年上市，简称“盐湖股份”，股票代码“000792”。 

 

 



（二）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6月 25日。2017年 6月 13日经国家

工商总局核准,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原公司名称“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更名为“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氯化钾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察尔汗盐湖开采面积 724.3493 平

方公里,年生产能力达 200 万吨。子公司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氯化钾行业第二

大生产企业,青海省 30 家重点企业之一,氯化钾产品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国

家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之一。1996年上市，简称“藏格控股”，股票代码“000408”。 

 

 



（三）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二师铁门关市唯一一家上市公司,1999

年 12月 30日由二师五家国有企业共同发起成立。公司先后荣获“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第一批国家星火计划龙头企业技术创新中心”、 “首批科技

创新试点企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及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中国西部上市公司 50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上市公司”、“2014 年度最

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生态农业企业”、“中国最具

发展潜力生态农业企业”、《影响力对话》栏目农业行业合作伙伴、中国品牌创

新发展工程“荣膺农业行业推介行业”、“2016 中国上市公司诚信企业百佳”、

“上市公司监事会积极进取 50强”等荣誉称号。2003年 6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简称“冠农股份”,股票代码“600251”。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 

          中国钾肥钾盐网 

          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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