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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冶炼产品产量稳中有增。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11月，我国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5632.0万吨，同比
增长4.6%，增幅比1-10月扩大0.3个
百分点。其中，精炼铜产量942.2万吨，
同比增长5.7%；原铝产量3381.7万吨，

同比增长4.0%；铅产量572.8万吨，同
比增长8.3%；锌产量582.1万吨，同比
增长3.1%。

二、加工材产量继续正增长。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11月，铜加
工材产量1927.5万吨，同比增长9.0%；

铝材产量5131.2万吨，同比增长7.8%。
三、主要品种价格持续向好。据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2020年
1-11月，国内铜现货平均价为47917
元/吨，同比上涨0.5%；铝现货平均价为
13985元/吨，同比上涨0.4%；铅现货平

均价为14767元/吨，同比下跌11.9%，
跌幅比1-10月收窄0.4个百分点；锌现
货平均价为 18200 元/吨，同比下跌
11.9%，跌幅比1-10月收窄2.1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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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铜原料成本上升，上游供应有
所减少，下游需求恢复增长，铜箔面对
涨价的压力，锂电铜箔需求紧张，但新
增产能释放较慢，预计明年锂电铜箔将
出现供应紧缺。

全球新能源汽车加速放量在即，作
为锂电池负极集流体的主要材料，锂电
铜箔的下游市场需求强劲。

与此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领域对
动力电池性能的要求不断提升，锂电铜
箔也在向高密度、低轮廓、超轻薄化、高
抗拉强度、高延伸率等方向发展，应用
薄化铜箔可以在提升电芯能量密度同
时减少锂电铜箔单位用量，性价比显
著。

2020年上半年，受新能源车需求
相对低迷影响，锂电铜箔产销状况也不
尽如人意，不少铜箔生产商转而生产标

准铜箔。
8月以来，新能源行业逐步复苏，铜

箔行业也快速回暖。锂电铜箔产能从8
月开始启动，10月中旬进入满产阶段，
短短三月间原有的库存被消耗殆尽，整
个市场开始呈现供应紧张的态势，催货
已成为近几月电池厂商的常规操作。

在2020高工锂电与电动车年会闭
幕式专场上，诺德股份常务副总裁陈郁
弼表示，当前铜原料成本上升，上游供
应有所减少，下游需求恢复增长，铜箔
面对涨价的压力，锂电铜箔需求紧张，
但新增产能释放较慢，预计明年锂电铜
箔将出现供应紧缺。

市场数据显示，12月，铜价超过5.7
万元/吨，较今年4月份上涨超过37%，
业内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有可能突破
6万元/吨。

2021年锂电铜箔的供应状况表现
为供应紧张、价格飞涨。从原因上来
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供应角度来看，受制于设备供
应、产能建设、员工培训，锂电铜箔扩产
周期较长，一般长达2-3年，核心设备
和工艺积累是影响其产能扩张的两大
主要因素。根据铜箔协会的数据统计，
2021年可供释放的新建产能很少，总
产能与总需求在数量上差额较大。

从生产角度来看，锂电铜箔存在分
切损耗的情况。

首先，铜箔工艺就是把铜加到硫酸
中得到硫酸铜溶液，而后再注入到生箔
机，通过钛辊加上阴极电，在电场的作
用下，把硫酸铜里的铜离子沉积到钛辊
的表面，剥离下来成为锂电池生产所需
的铜箔。

而铜生箔的主设备之一是钛辊，目
前高端铜箔几乎都采用日本进口的钛
辊，国内产能95%以上的设备钛辊的宽
度都是集中在1380mm这个宽度，新扩
建的会有一部分1.5m宽度的，但占比
较小。

但当这些锂电铜箔进入锂电池生
产工序时，由于锂电池厂商未标准化，
各个厂商自行设计提高效率，各厂商选
择的锂电铜箔宽度各不相同。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大部分电池厂
商都会选择700-800mm宽度的铜箔，
往往会对超过这一宽度的铜箔进行分
切，一个母卷的实际可用宽度在
1300mm左右，标准产能跟实际供应量
有所出入。

其次，随着铜箔向超薄化方向发
展，生产效率也逐步下滑。生箔越薄，
其机械强度包括产生褶皱的概率就会
越高，容易发生断带。因此，为了连续

生产，铜箔生产商大都会相应降低生产
电流，生产效率也就相应降低。

从竞争行业角度来看，标箔市场对
于锂电箔市场也有所牵制。

铜箔主要应用于线路板铜箔和锂
电池铜箔两大市场。下半年国内锂电
铜箔市场复苏后，各大铜箔厂家又相继
回过头去生产锂电铜箔。

同时，标准铜箔的外部需求大增。
在疫情影响下，国外的供应链断裂，国
内的终端产品不断加码，标箔市场持续
升温，尤其是12μm和15μm的标准铜
箔，由于同锂电箔产能有一定的叠加
性，更是异常火爆。

标箔的价格不断疯长，而由于采用
1280mm或者 1290mm幅宽，标箔的
成品率更高，一些厂商也会在标箔和锂
电铜箔之间根据市场价格为主体来回
切换。

在上述原因的叠加影响下，2021
年锂电铜箔供应总量是有上限的，且在
短期内是无法形成突破，但需求端的增
长依旧非常迅猛，而供需一旦严重失
衡，锂电铜箔的价格势必会大涨。

目前，铜箔厂商多数处于满产状
态，优质产能尤其是薄片化的6μm及
以下的产能进入供需紧平衡。

陈郁弼表示，6μm铜箔的市场渗透
率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国内动力锂电铜箔
市场的主流产品。预计2020-2022年渗
透率分别为60%、80%、90%。2020年，
4.5um铜箔也开始进入量产期。

值得注意的是，4.5μm铜箔的开发
难度较大，对生箔机、阴极辊的一致性
和精度要求更高。目前能够实现
4.5μm铜箔批量化的只有诺德股份、嘉
元科技、灵宝华鑫等少数几家企业。

高工锂电网

预计锂电铜箔2021年“供不应求”

2020年11月，中国有色金属产业
景气指数为26.3，较上月回升1.0个百
分点；先行指数84.8，较上月回升2.1个
点；一致指数为70.4，较上月回升1.4个
点。数据显示，产业景气指数继续在

“正常”区间运行。

产业景气指数在“正常”区间
持续回升

2020年10月，中国有色金属产业
景气指数显示为26.3，较上月回升1.0
个点，总体看，近期景气指数仍在“正
常”区间持续回升。

在构成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的
12个指标中，LEMX指数、M2、汽车产
量、商品房销售面积、家电产量、有色金
属进口额、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发电量、
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等10个指标位于

“正常”区间；有色金属固定资产月投资
额及有色金属出口额2个指标位于“偏
冷”区间。

先行合成指数持续回升

2020年11月先行指数为84.8，较
上月回升2.1个点。在构成有色金属产
业先行指数的7个指标中，除有色金属
固定资产投资一项指数处于“偏冷”区
间，其余指标均处于“正常”区间。经季
节调整后，同比增长较明显的指标有汽

车产量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两项，增幅均
为14.6%；环比增长较明显的有家电产
量和LMEX指数，增幅分别是2.8%和
1.6%。

国内有色行业延续加速修复的趋势

国际方面，经历了三季度的强劲复
苏后，全球经济持续改善，美国11月制
造业PMI数据显著提高之56.7，高于此
前对美国市场的预期。但受疫情二次
冲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尤其受到重
创，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欧洲由于重启
封锁措施，经济再次陷入萎缩，欧元区
11月PMI回落，跌破50。日本由于受
疫情加剧影响，通缩压力加大。新冠疫
情仍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

国内方面，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生
产恢复加快，需求在缓慢回升。投资增
幅持续增长，基建表现延续改善，房地
产平稳增长，制造业稳步回升。贸易方
面，进出口持续增长。据统计公布数
据，2020年11月份，随着各地区各部
门持续推进“六稳”、“六保”工作，猪肉
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同
期，工业生产稳定恢复，市场需求持续
回暖，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5%，
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

产业方面，随着疫情在国内基本得
到控制，有色金属产业正在逐步加速修
复。生产方面，有色金属行业生产平
稳，2020年11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549.2万吨，同比增加6.2%，继续保持
上升趋势。市场方面，国内外金属价格
总体上延续上涨趋势，且主要金属的价
格大多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以铝为例，
国内供应处于上升态势，但需求依旧保
持旺盛，海外需求也在逐渐恢复，伦铝
快速补涨，内外铝价联动性增强，全球
铝市场表现持续向好趋势。2020年11
月，国内方面，SHFE三个月期铝最高
至 16600 元/吨，最低降至 14200 元/
吨，收于16485元/吨，环比上涨16.5%；
国外方面，LME三个月期铝最高涨至
2047.5美元/吨，最低跌至1734.5美元/吨，
收 于 2040 美 元/吨 ，环 比 上 涨
10.39%。利润方面，2020年10月份单
月实现利润环比出现回落，同比保持增
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年10
月份8539家规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包
括独立黄金企业)实现利润达173.7亿
元，环比回落20.2%，同比增长30.3%。
消费方面，有色金属下游终端行业延续
向好势头仍然以铝为例，进入2020年
11月，铝行业进入到传统消费旺季，下
游订单数量逐渐增多，进一步推涨了原
铝的消费量。房地产累计投资同比增

速继续扩大，空调行业虽进入淡季但其
表现有望优于上年同期，汽车行业需求
继续释放，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根
据有色行业协会会制定的2020年四季
度有色金属企业信心指数测算结果，本
期信心指数为50.1，与2020年三季度
持平，依然保持在临界点以上，表明有色
金属产业运行整体平稳，大部分企业对
市场的信心基本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与上季度相比，除从业人数一项指
标回落外，绝大多数指标都出现不同程
度的上升。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企业盈利
水平，增幅达3.6个点。企业盈利水平之
所以出现大幅上升，与下游消费市场回
暖有关。2020年四季度以来，建筑、交
通及电子等多个有色金属消费领域表现
均呈现出向好态势。需求的回暖带动国
内外有色金属金属市场活跃，各类金属
价格启动底部回暖，并且一路上行。

尽管如此，也应注意到海外多国多
地出现新冠疫情持续反弹的现象，给有
色金属产业的恢复造成一定困难。另
外，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通胀预期推涨
商品价格，且使得出口环境造成屏障。这
些因素也不可避免地给有色金属产业的
修复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此需要保持
警惕。综上预计，近期景气指数仍将在

“正常”区间内运行，并有望持续回升。
中国有色金属报

2020年11月有色行业景气度：延续修复趋势

外媒报道，惠誉解决方案在其最新
的行业报告中预测，在经历了数年的下
滑之后，全球锌矿产量将在未来几年恢
复，并补充说，在2013年至2020年间
收缩近10%之后，年产量将从2021年
开始呈现多年上升趋势。

以历史标准衡量，高昂的价格鼓励
了对一系列新项目的投资，这些项目将
在2021年继续上线。

惠誉称，锌价相对于历史水平的上
涨将鼓励对新项目、扩张和重新启动的
投资，因为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仍具有
吸引力。分析师还认为，一些闲置的产
能还有重新启动的空间。惠誉预测，
2021-2029年，全球锌矿产量将以年均
1.8%的速度增长，而此前十年的增长率
为0.2%。

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

惠誉预计，由于矿石品位下降和环
境法规日益严格，未来几年中国锌矿产
量将停滞不前。

惠誉表示，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提
出的矿产保护和矿业整合力度加大，
将对锌产量构成压力，而该规划中

对国有企业的大力支持，将确保中
国锌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小型矿
商的整合力度将加大。紫金矿业仍
将是中国锌行业的主要生产商，拥
有中国第二大锌矿乌拉根的所有
权，并拥有庙沟-三桂口矿 95%的所
有权。

惠誉预测，中国锌产量将略高，从
2021年的385万吨增至2029年的387
万吨。尽管增长缓慢，但中国仍将是全
球最大的锌生产国，而且惠誉预测，到
2029年，中国在全球锌生产中的份额
将从2021年的29%下滑至26%。

秘鲁

惠誉预测，秘鲁在未来几年仍将是
锌精矿生产大国。根据能源和矿业部
的数据，该国拥有大约57家矿业公司，
这些公司既有泰克资源和嘉能可等国
际公司，也有国内矿业公司。

尽管参与者众多，秘鲁的锌行业仍
由Antamina业务和Nexa Resourc-
es 的 Cerro Lindo 和 El Porvenir 业
务所主导。Antamina公司2019年产
量为30.3万吨，较2018年的40.9万吨

同 比 萎 缩 25.8% 。 2019 年 ，Cerro
Lindo 和 El Porvenir 分别生产了 25
万吨和9.7万吨锌。

由于covid-19大流行，Antamina
的运营从2020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
暂停，但嘉能可报告称，在 2020 年
上半年 ，该地区锌产量同比增长
4.0%。

锌价上涨将使企业能够推进规划
内的项目，支持稳定增长。惠誉指出，
截至2020年11月，Tinka Resources
将继续开发Ayawilca资产，最近开始
了一项资源扩张钻探计划，该计划将持
续到2021年。该公司目前的计划旨在
2021-2022年完成可行性研究，然后在
2023年开始运营，第一年生产约14万
吨锌精矿。

惠誉还预计，Nexa Resources将
恢复其Shalipayco项目的开发，该项
目在2020年第三季度处于预可行性研
究阶段，因其针对covid-19改变了资
本支出战略而被搁置。惠誉全球矿业
数据库(Global Mines Database)显
示，秘鲁在建的新锌项目数量排名第
三，为16个。

澳大利亚

在经历了 2019 年的强劲增长之
后，惠誉预计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十年保
持其正增长轨道。2019年，MMG的
Dugald River矿产量增加，以及嘉能
可在伊萨山的Lady Lorreta矿重新开
工，导致澳大利亚锌矿产量同比增长
14%。

惠誉预计，随着该公司扩大其
Century 矿 山 资 产 ，New Centruy
Resources 将成为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该矿已成功整修了12mtpa的锌
浮选厂，并重新开始运营。相应地，
2020年第三季度锌产量达到3.336万吨，
同比增长28.2%。惠誉估计，该公司的
年产量约为12-13万吨。

惠誉预测，由于锌价上涨和项目规
划稳固，该国锌产量将从 2021 年到
2029年，平均同比增长2.4%。鉴于未
来几年锌价前景乐观，初级矿商将继续
推进澳大利亚的锌项目。澳大利亚目
前在全球矿业数据库中拥有27个与锌
相关的新项目、扩建和重新启动。

长江有色金属网

惠誉报告：全球锌产量将在未来几年反弹

据SMM了解，CSPT小组日前在
上海召开了小组季度会议，并敲定明年
一季度的TC/RC地板价为53美元/吨
及5.3美分/磅，较2020年四季度地板
价下降了5美元/吨及0.5美分/磅。

由于四季度铜精矿供给量恢复不
及预期，而炼厂库存又处于较低水平，
因此铜精矿现货市场仍旧十分紧张，市
场预期中随着南美疫情对矿冲击修复
带来的现货价格回升并未出现，现货加
工费迟迟难以突破50关口，距离小组
敲定的四季度铜精矿加工费 Floor
Price更是有一定距离。SMM铜精矿
指数（月）在10-12月分别报48.45美
元/吨、48.62美元/吨、48.69美元/吨，
现货实际成交亦集中于40高位。

而在本次一季度地板价出炉前，
12月14日中国铜业、铜陵有色、江西

铜业及金川集团与Freeport 商定了
2021年铜精矿加工费长单BM为59.5
美元/吨，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因此对现
货市场并无明显指引。但随着BM议
定，现货市场逐渐趋向活跃，目前现货
TC成交价格居于40高位至50低位，
显露出上升态势，主因市场对远期供应
存乐观预期，加之韩国炼厂意外检修，
市场上有铜精矿货源流出。12月25
日 SMM铜精矿指数（周）报49.34美
元/吨。

从成交的时间结构上看，2、3月船
期精矿成交TC亦偏高，现货TC随装
运时间呈现倾斜向上趋势，因此SMM
认为一季度现货TC仍有望回升，但货
源紧张仍为市场共识，若想TC价格中
枢上移仍需等待后续大型铜精矿项目
产量释放。 上海有色网

CSPT小组敲定2021年一季度铜精矿加工费地板价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1月中
国废铜进口（含再生铜、黄铜原料）共
93254吨，环比大幅增长38.88%，同比
增长0.75%，主要得益于2020年11月
再生资源标准执行，高品位废铜可自由
进口，以及年底地方海关通知企业在
2020年12月中旬前使用完批文，促使
企业尽早进口等因素。

2020年1-11月累计进口827051
吨，累计同比减少41.95%。再生铜（黄
铜）资源标准没能如期在2020年7月使
用，前十月废铜只能利用批文进口，而在
生态环境部有意减少固体废物进口量的
背景下，前13批废铜批文核定进口量仅
885455吨，导致2020年废铜进口量萎
缩，大部分时间国内废铜供应保持偏紧。

2019年共进口铜废六类碎料共
149.6万吨，据SMM对样本测算，90%
以上的废六类符合再生原料标准，由此
可知，即使明年废铜只可按严格的再生
标准进口，对海外供应符合新标准的高
品质废铜的能力仍较今年的进口量显
得充足。随着国内再生铜加工、冶炼产
能处于快速扩张的阶段，对废铜的潜在
需求仍巨大，政府放开再生铜(黄铜)原

料的进口资质、不设置数量限制后，极
大地刺激了企业进口积极性，预期
2021年废铜进口将大幅回升，并且平
均铜品位更高。

不符合再生标准的废铜将严禁进
口，继续转化为铜锭等方式进口，而高
品质的铜米、1#紫铜、废黄铜则不必花
费额外成本熔炼铸锭，可直接自由进
口，预期自2019年以来激增的铜锭数
量回落，但铜锭依然是相对低品位废铜
流入国内的一个重要途径。

总体来看，再生铜标准实施2个月
后，已有不少贸易商进口废铜回到国
内，叠加年底废铜消费减弱，供需转为
充裕，春节前上下游企业在高铜价的
压力下，继续清理库存为主，短期内
废铜流通或维持偏松，而 2021 年全
年则由于进口端供应增加，整体供应
情况应较 2020 年有所改善，不过多
数再生铜制杆企业受原料限制仅以
一半左右产能运行，且产业规模快速
发展，国内的废铜缺口巨大，因此仅
明年的进口情况以长期保证废铜供应
充足的可能性较小。

上海有色网

2020年11月废铜进口环比大增38.88%
明年废铜进口如何演绎？

近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山东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有
关情况。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宇向
东表示，山东省胶东地区新发现4个储
量在100吨以上的超大型金矿床、8个
大型金矿床、121个中小型金矿床，新
增金资源储量 2957.62 吨，超过山东
1949年至2010年累计查明金资源储
量的总和(1932吨)，一跃成为世界第三
大金矿区，稳固了山东省中国最大黄金
生产基地的地位。

山东省自2011年至2020年组织
开展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宇向东在当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经过十
年勘查，该省富铁矿勘查实现重大突
破，新发现大型铁矿产地4处、中小型
铁矿产地 35处，新增铁矿石资源量
28.17亿吨，形成了淄博、莱芜、苍峄、东
平-汶上等大型铁矿资源基地，莱芜张
家洼铁矿成为中国最大的矽卡岩型富
铁矿，在齐河-禹城整装勘查区新发现
了最厚达97.45米、平均品位55.95%的
富铁矿体，开创了中国在深覆盖区寻找
富铁矿的先河。

“新发现大型及以上煤矿产地4
处、中小型7处，新增煤炭资源量17.76

亿吨。”宇向东表示，山东曹县煤田的张
湾和青岗集勘查区发现大型优质焦煤
田，新增资源量近10亿吨，潜在经济价
值达5000亿元(人民币，下同)，实现了
鲁西南找煤重大突破，成为中国深部找
煤的成功范例。此外，该省通过开展老
矿山深、边部的“探边摸底、攻深找盲”，
推动矿产勘查开发向深部、边部拓展，
新增金资源储量13.54吨、铁矿石资源
量0.46亿吨、铜金属量10.98万吨。老
矿山服务年限平均延长10年，提高了
该省重要矿产资源接续能力。

矿产勘查过程中，山东在大汶口、
单县、莘县等地新发现3处大型岩盐矿
床，新增岩盐资源量21.46亿吨，潜在
经济价值近1000亿元。在蒙阴县常马
庄等地金刚石勘查取得新进展，新增金
刚石资源量63.2万克拉，巩固了临沂
金刚石在中国的地位。

据了解，山东作为中国矿业大省，
已发现矿产148种，查明资源储量的矿
产有90种，其中金、石油、金刚石、石
膏、晶质石墨、钾盐等矿产储量丰富，位
居中国前列，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15
种支柱性重要矿产均有探明储量。

中国黄金报

找矿获重大突破！
山东胶东地区成为世界第三大金矿区

2020年 12月 18日，全球海拔最
高、国内第二大单体铜矿玉龙铜矿改扩
建工程生产正式启动。玉龙铜矿改扩
建工程从2019年 4月启动到正式生
产，前后用时不到两年时间，项目拥有
年采选规模1800万吨采选能力，每年
产生效益约20亿元，预计2022年全面
达产后，其规模将成为仅次于德兴铜矿
的国内第二大在产矿山。

玉龙铜矿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
区，海拔4569-5118米，属特大型斑岩
和接触交代混合型铜矿床，矿权范围内
总资源量为10.27亿吨矿石量，铜金属
量658万吨，钼金属量40万吨。其铜
金属储量居中国第二位，仅次于驱龙铜
矿，矿床规模与经济价值巨大。

玉龙铜矿项目共分两期，一期于
2016年完工，已实现湿法及浮现采选
能力230万吨/年，铜金属产能约3万
吨；二期改扩建工程2019年4月全面
启动建设，在2022年全面达产后，可实
现年新增铜金属量10万吨，规模将成
为中国第二大，仅次于德兴铜矿。

目前，西部矿业持有其56%股权，
紫金矿业持有21%股权，玉龙铜矿二

期投产对两家公司意义重大。
玉龙铜矿二期投产后，西部矿业预

计2021至2022年矿产铜权益产量将
由8万吨增长至10万吨，经营主业将
逐步转变为铜。西部矿业“以铜当家”
的产业布局也逐渐清晰，深耕有色事业
的西部矿业或将步入“收获期”。

6月，紫金矿业以约38.83亿元收购了
西藏巨龙铜业50.1%股权，西藏巨龙铜业
持有驱龙铜多金属矿、荣木错拉铜矿和知
不拉铜多金属矿三个矿权，根据经备案的
资源储量报告，三个矿区合计拥有铜金属
量为795.76万吨，伴生钼金属量合计为
37.06万吨。玉龙铜矿二期投产后为紫金
矿业开发巨龙铜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铜作为宏观属性最强的基本金属，
其未来走势与全球宏观经济复苏进程
紧密相关。

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继续深化，
流动性环境保持宽松，带动通胀温和回
升。铜矿端供给增加有限，海内外铜需
求有望同步修复，供需基本面维持紧平
衡，同时库存继续维持历史低位，预计
2021年铜价将进一步打开上行空间。

矿业汇

年产铜10万吨、中国第二大铜矿启航
西部矿业、紫金矿业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