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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日 期：2014 年 5 月 13 日

2014 中国铜加工行业发展论坛会议纪要
2014 年第九届中国铜加工行业发展论坛于 2014 年 5 月 10－13 日在浙江余姚隆重

举行，本次会议得到了余姚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上杭县铜业局、江西省鹰潭市铜产业

发展办公室，以及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晋西春

雷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大力支持，共有近 100 家企业的 160 余位代表出席。

从本次会议的与会嘉宾的发言中，我们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有色金属产业现状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低迷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使得有色金属工业高速发展带

来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临深层次调整压力，行业处于发展

增速的换挡期、矛盾的爆发期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正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尤其是去年以来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形势更为严峻。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显示，自 2013 年 9 月

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出现下行态势，并于 2013 年 12 月下探至“偏冷”区间，至目

前有色金属产业运行仍呈下行趋势，3 月份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为 46.7，位于

“偏冷”区间。

从今年 1-3 月份的统计数据看，目前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运行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产量增长放缓。今年 1-3 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1015.5 万吨，同比增长

6.68%，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了 3.94 个百分点；铜材产量为 362.7 万吨，同比增长

13.3%，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了 5.05 个百分点。

二是投资增幅继续回落。1-3 月，有色金属（不包括独立黄金企业，下同）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为 918.17 亿元，同比增长 11.51%，增幅较去年回落 13.8 个百分点。

三是市场消费偏弱。根据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中相关行业指标看，汽车产量、商

品房销售量、家电产量等下游行业均处于“趋冷”或“过冷”区。同时出口贸易也不

乐观。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3 月有色金属出口贸易额（不含黄金）下降

了 10.58%。

四是价格下滑。今年 1-4 月，国内市场铜、铝、铅、锌现货平均价分别为 4.9 万

元/吨、1.3 万元/吨、1.4 万元/吨、1.5 万元/吨，同比下降了 14.3%、10.5%、7.1%

和 2.2%。目前铜价格虽相对好于其他金属品种，但下行风险更大。

五是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今年 1-3 月份 8695 家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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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7.5%，增幅较去年回落了 11.3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 155.4 亿元，

同比下降 9.3%；亏损企业 2339 家，亏损面 26.9%，亏损额 92.6 亿元，同比增长 39.3%。

（二）中国铜及铜加工行业的现状与挑战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铜和铜加工材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但却不是铜加工

材料生产强国，中国铜加工行业仍然处在“求速度”大于“求质量”的发展阶段，转型升级

的压力大，呈现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铜加工行业整体运营情况稳中向好，稳中有忧。今年前3 个月，我国铜加工

材产量为362.7 万吨，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3%，增幅则同比回落了5.05 个百分点，反

映出我国铜加工材行业面临调整压力。

第二、铜加工材产能快速扩张、产能利用率下降。过于集中的产能扩张，导致大部

分铜材产品呈现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局面。

第三、产品的同质化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行业整体效益不佳，企业微利，

甚至亏损经营，生存困难。

第四、铜基新材料开发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与美、日等国家的合金多样化相比，

我国的铜加工材仍是产量多而合金品种少。

虽然目前铜及铜加工行业的总体运行态势要好于其他一些品种，但仍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挑战：

第一、市场需求放缓将是长期趋势。过去十年，我国有色金属产品消费量呈现爆发

式快速增长。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国内外需求从高增长转为中低速增

长，能源资源、技术、管理、市场方面的约束也日益凸显，有色金属工业需求增长将

进入较长时间的调整阶段。当前，我国精炼铜消费增速已经出现放缓势头，2013 年精

铜消费增幅已回落至6%以下。虽然我国仍处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进程中，对铜的需求尚未达到顶点，市场增长空间依然存在。但是，从发达国

家近100年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变化情况分析，对原材料特别是铜需求的快速增长，

只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持久性的。

第二、电解铜和铜加工材产能已有过剩迹象。根据铜业分会统计，2013 年底国内

精炼产能达到900 万吨，首次超过当年国内精炼铜消费量，产能呈阶段性过剩态势。

而目前投资资金开始从铜矿、铜冶炼转向加工领域，且聚集的趋势明显，各地在铜加

工项目建设还存在一些盲目跟风现象。此外，铜加工产能已超过1400 万吨，接近全球

产能的一半，但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多年徘徊在3%左右，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大

的改善。如此发展下去，中国铜冶炼和加工业很有可能步铝、铅锌行业后尘。产能过

剩导致全行业亏损，而产能过剩需要很长的时间化解，因此企业要有清醒地认识。

第三、外部环境仍旧复杂多变，要保持高度警惕。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国际利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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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调整十分复杂，贸易保护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影响行业发展。2014 年

印尼政府禁止铝土矿、红土镍矿的出口，将影响我国60%以上的铝、镍与原料的进口来

源。WTO 作出美欧日诉我钨、钼、稀土出口管理措施案终裁，将对我们优势稀有金属

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境外投资成本不断上升，几乎所有项目建设资金均超概

算，有的项目甚至超过概算数倍。中国铜加工材出口贸易持续收缩，特别是铜管材出

口因反倾销和反补贴而受到很大冲击。最近国际上大事不断，国际关系紧张，文化、

宗教、民族冲突频发，也加大了走出去的风险。

第四、环保压力不断上升，企业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决心十分坚定。仅去年一年，国务院、环保部、工信部等

就先后下发了多个和有色金属行业相关的环保文件，其中工信部下发的《关于有色金

属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就提出到2015 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10%。因此，铜行业

要早准备，要摆正效益和环境的关系，促进产业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转变。

综合来看，当前全球铜的供需过剩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但鉴于融资铜及铜金融属性

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未来铜价仍将保持较长时间的宽幅横盘区间震荡整理态势，如若

国内外宏观经济中的中黑天鹅事件集中发生，则将对铜价形成较大的压制，从而使得

铜价重新回到震荡下行的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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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黄臻，现为大地期货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与原油及宏观经济研究员，曾先

后服务于招商银行与中国银行、国海良时期货公司、中国有色金属价格研究所，拥有丰富的研究与

交易实战经验，将军事情报作战理论成功应用于交易实战中，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研究功底

及完善的经济数据监测体系，对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宏观经济整体走势与有色金属及国际原油价格运

行趋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始终遵循"价值投资"理念和"赢大亏小"的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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