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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49239.5 亿元，同比增长
57.3%（按可比口径计算），比2019年
1-7 月份增长 44.6%，两年平均增长
20.2%。

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837.1亿
元，同比增长1.02倍；股份制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34871.1亿元，增长62.4%；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330.5亿元，增长46.0%；私营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14267.6亿元，增长40.2%。

1-7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4811.1亿元，同比增长1.45倍；制造业
实现利润总额 41374.7 亿元，增长

5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053.7亿元，增长
5.4%。

1-7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36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个
行业扭亏为盈，1个行业持平，2个行业
下降。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67
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2
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82倍，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
长1.62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1.28
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增长43.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增长 30.2%，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5.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1.0%，

汽车制造业增长19.7%，专用设备制造
业增长17.7%，纺织业增长4.2%，农副
食品加工业增长0.7%，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下降2.8%，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

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6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6%；发生营业成本58.11万亿元，增
长24.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09%，同
比提高1.43个百分点。

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
计133.41万亿元，同比增长9.0%；负债
合计75.16万亿元，增长8.2%；所有者
权益合计58.25万亿元，增长10.1%；资
产负债率为56.3%，同比降低0.4个百
分点。

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
款17.84万亿元，同比增长13.3%；产成
品存货5.08万亿元，增长13.0%。

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3.63元，同比
减少0.79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
为8.41元，同比减少0.61元。

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91.5元，同比增
加11.8元；人均营业收入为162.6万元，
同比增加32.7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
数为17.5天，同比减少2.1天；应收账款
平均回收期为51.6天，同比减少4.8天。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7036.7亿元，同比增长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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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个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两倍

一天之内，智利接连爆出多条大新
闻。先是智利央行公布近20年来最大
幅度的一次加息，之后智利政府对未来
30年的采矿政策蓝图、通过矿产企业税
的立法提案更是与智利的铜矿产业息
息相关。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
国，这里的一举一动不仅牵动着全球
大宗商品投资者的心，更影响着从去
年已经一路狂飙的铜价。

蓝图定调30年
当地时间周二，智利政府公布了

对未来 30 年矿业政策的蓝图，罗列
了要求本国矿企提高可追溯性、在长
期干旱的情况下减少用水量以及加
强领导层多样性的计划。

其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铜矿生
产量。具体而言，智利的目标是在
2050 年前保持目前 28%的市场份
额，并将年产量提高至900万吨。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据美国地
质调查局（USGS）数据显示，智利的
铜、锂供应量约占全球供应的 1/4，
2020 年全球铜矿产量约为 2000 万
吨，其中智利产量约为 570 万吨，排
名第一。而如果按照智利的打算，该
国需要将产量提高57％。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许多矿企已
经行动起来了。智利国有矿业公司
Codelco 是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商，目
前已经正式启动总投资高达14亿美
元的萨尔瓦多铜矿扩建工程，这将使
该矿的生产寿命延长 47 年，产量增
加近50%。

萨尔瓦多分部目前的生产力是
智利矿商所有矿床中最低的，去年产
量仅为 50600 吨，略低于Codelco 总
产量的 3%。通过露天开采，该矿每
年可生产 90000 吨。扩建后的全面
生产计划于2023年上半年开始。

除了产量的话题，智利政府还在
报告中表示，希望到 2050 年，将矿
业公司申请环境和经营许可的等待
时间减少一半，并增加稀土矿物和
锂的生产，后两者如今对电动汽车
和其他商品的生产至关重要。

矿业采集也与用水息息相关，对
此报告提出，希望到 2030 年矿业公
司能将来自冰川、河流和湖泊的用
水 量 减 少 到 总 用 水 量 的 10% ，到
2050年进一步减少到 5%，目前这一
比重约为 18%，并希望矿业公司能
在2040年实现碳中和。

而对于矿企提高可追溯性，报告
希望矿业公司确保到2030年大型矿
山的生产实现100%可追溯，到2050
年中小型矿山的生产实现 100%可
追溯。

智 利 能 源 与 矿 业 部 长 Juan
Carlos Jobet 表示，根据国家矿业
政策，该行业的公共和私人参与者
有责任团结起来，保持智利在现代
矿业世界的领先地位。他在智利北
部矿业城市 Calama 的一次演讲中
称，“这个政策框架不仅对企业有吸
引力，对公共当局也有吸引力”。

铜矿国中最高税
在蓝图出炉的同时，智利矿业目

前正处于紧要关头，因为该国政府
正试图更多分得矿业强劲营收的

“一杯羹”。就在同一天，智利国会
参议院矿业委员会以 3 票对 2 票批
准了一份关于铜矿特许权使用费的
立法草案，可能使该国成为全球矿
税最为沉重的铜矿国。

加税是因为智利和全球其他铜
矿国一样，正在寻求更大份额的矿
业利润，以解决因疫情而加剧的不
平等问题，从而帮助智利经济尽早
从新冠疫情的打击中复苏。

不过，此法案还没有最终落定，
还将交由该国参议院全体表决，并
可能提出修改意见。但这项法案的
支持者们表示，它将取代目前的利
得税。此前，智利众议院已于5月通
过早于 2018 年就提出的法案，要求
对矿业巨头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并
与国际铜价挂钩。

据了解，智利的大多数大型矿业
公司都签署了税收稳定协议，直至
2023 年。所以也有政府官员建议两
种制度可以同时运行。

彭博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几大铜
矿国的铜矿特许使用费征税标准在
41%左右，秘鲁为 40.7%，南澳大利
亚 为 44.6% ，英 属 哥 伦 比 亚 为
40.1%，墨西哥是41.6%，智利现行的
是 41.6%。而智利提议的铜矿许可
费增长到 82.3%，提议的另一项用来

取 代 当 前 利 润 税 的 征 税 标 准 为
56%，都较现行的标准有大幅度的
提高。

高额的税率自然引发了行业的
不满。智利矿业行业此前曾警告，
若按照目前的情况将销售税等级随
着铜价上涨而上调，料将阻碍投资，
削弱智利矿业领域的竞争力。

还有经济学家对此评论称，该法
案将使智利铜矿企业税收远远超出
其他铜生产国，从而削弱其竞争力，
并在智利造成沉重的税收负担。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目前智利
正在起草一份新宪法，可能会在 11
月总统选举之前，在水资源、矿产和
社区权利方面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对全球铜价影响几何
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

的一系列操作影响着全世界铜产业
的走向。比如8月初，位于智利北部
的世界最大的铜矿Escondida、智利
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 的 Andina 和
日本矿业金属公司的 Caserones 三
家铜矿因为员工对薪资不满而停
工。

彼时，不少行业人士担心，在全
球经济持续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
响中复苏之际，此举可能会导致铜
这一关键金属的供应出现中断。而
一旦铜供应出现问题，全球铜市场
将掀起“轩然大波”。

自去年以来，乘着大宗商品的
风，全球铜价也一路飞涨，成为了

“疯狂的石头”。今年8月 6日，沪铜
价格为 69790 元/吨，再次逼近 7 万
关口。铜价上一次进入7万元/吨区
间还是在2010年 12月。

8月早些时候，必和必拓和工会
达成补偿协议后，Escondida 铜矿在
最后时刻避免了罢工的命运。但
Caserones 铜矿公司和工人们的谈
判仍未取得进展。

Capitalight Research 预 测 ，
2022年全球铜需求将增长3.8%，达到
约2500万吨。需求不断上涨，供应却
面临危机，可能使铜价再攀高峰。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从基本
逻辑而言，增产总的来说会使供应
端有所缓和，但智利政府向铜矿公
司征收的税收增加将大大降低生产
意愿，将引发市场对铜供应前景的
担忧。

对 于 铜 价 的 走 势 ，丁 少 将 认
为，短时间铜价依然不稳定，或将
进一步上涨。他进一步分析道，推
动铜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
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预计 2021
年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达 5.5%左
右，包括铜在内的原材料的需求会
稳步提升；二是碳中和等大背景下
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对铜产品的
需求极速提升；三是各国刺激经济
政策的出炉带动了大宗商品价格
的上涨，无疑也会推动铜价的继续
攀升。

北京商报网

智利扩产又增税 全球铜业揪心

中铝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姚林
指出：“改革是背水一战，不是改进。
改进只要有进步就可以，改革是革命，
绝不能只打雷。”这就要求我们以自我
革命的勇气推进改革，赶超逆袭。

近日，中铜华中铜业有限公司职
业经理人改革一周年期满，终结了连
续11年的亏损局面。洛阳铜加工、昆
明铜业今年年初实行职业经理人改
革，上半年，实现扭亏。从3家铜加工
企业改革前后的经营状况看，职业经
理人改革的“撬动效应”正逐步显现，
初步证明职业经理人改革是提升企业
运行质量、效率，提高企业发展活力、
动力的有效途径，是企业经营回归市
场本质和企业“市场避险”的必然选
择。今年，中国铜业有限公司还要完
成12户子企业职业经理人改革和54
户企业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用改革

“金钥匙”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增强企
业竞争力。

深融合，用好党建“法宝”。职业

经理人的身份变了，不变的是听党指
挥、为党工作的责任和党性。要在党
建融合上下功夫，以制度的融合、人的
融合、事的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
思想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
为企业治理优势、竞争优势，把党员队
伍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转化为企业
核心竞争力，做讲政治的企业家和善
于管理企业的政治家，在改革中打造
具有鲜明红色底色的国有企业家队
伍。要传承好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
统，确保“兵撒万里，心想一处”，把基
层党组织建强建过硬，确保各项改革
措施最有效率在基层落地、落实。要
激发党员活力，不讲条件冲在前，在支
持改革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破解难题
中当尖兵、挑重担，在经营创效中创佳
绩、作奉献。

活机制，从“要我改”到“我要
改”。改革不是权宜之计和应付之策，
而是动真碰硬。干部员工要以市场化
思维认识改革、对接改革、参与改革，

通过三项制度改革实现新突破。用市
场化思维、市场化标准、市场化措施启
动三项制度改革“开关”，坚持业绩决
定用人、效率决定用工、效益决定薪
酬、多元多层中长期激励，切实从“低
成本养人”向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
人工成本要对标行业水平，实施总量
控制、差异化分配和精准激励，实现职
工收入结构性增长。要通过抓住用工
机制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牛鼻子”，让
原来“不想改”的主动作为、投身改革，
让原来“不敢改”的卸下包袱、迎难而
上。“负面清单”管理把权力放下去，把
效率提上来，确保企业接得住、用得
好，做到精准、科学、客观，进一步提高
管控效率，强化“管”的能力和“管”的
权威。

提效率，从“要我干”到“我要干”。
提效率就是“企业多创效、职工多挣
钱”，以效益为中心，实现销售围绕市场
转，生产围绕销售转，采购围绕生产转，
一切围绕效益转。要用好考核指挥棒，

强化正向激励，激活人力资本，加快构
建业绩导向鲜明的激励约束机制，在考
核分配、中长期激励、职级晋升、荣誉奖
励等方面形成“政策包”和“工具箱”，使
改革措施直达基层。要坚持精准激励，
建立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核心关键人
才薪酬激励制度。在激励对象上，突出

“精准+有效”，聚焦骨干员工、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人员和企业家。激励措施要
突出“组合+协同”，用好精神激励，营造
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职业经理人改革不是升级版的业
绩考核，不会有“考核剔除”，不会实
行“从众法则”。这是压力，是挑战，
更是机遇。部分企业在改革成效初显
之际，更要鼓足那么一股子气和劲，以
思想上的破冰、行动上的突围，增强深
化改革的紧迫感。其他单位更要向改
革起步早、成效好的企业学习，聚焦改
革重点全力突破，借势借力，以点带
面，握指成拳，实现“盆景”变“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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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赶超逆袭

今年以来，受主要是国际传导等多
重因素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
涨，一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于
中下游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近段
时间密集加强部署。

5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
研究了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
多措并举加强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市场
监管，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会议指出，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

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
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等重
要文件。会议强调，要加快健全统一的
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要完善战
略储备市场调节机制，增强大宗商品储
备和调节能力，更好发挥战略储备的稳
定市场功能。

中央有部署，有关部委和行业协会
积极行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努力
平抑大宗商品价格。

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8月27日
发布公告，将于近期投放第三批国家储
备铜铝锌合计15万吨，包括3万吨国
家储备铜、5万吨国家储备锌、7万吨国
家储备铝。公开竞价时间为9月1日。

据了解，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已
分别于6月22日、7月21日发布公告，
进行了两轮铜铝锌储备投放，合计27
万吨。其中，两轮合计投放铜5万吨、
锌8万吨、铝14万吨。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对前
两轮投放给出的评价是：从市场反应
看，相关企业积极参与竞买，成交价均

低于市场价格。两轮储备投放基本实
现了预期目标，社会各界普遍反映，储
备投放体现了国家确保大宗商品市场
供应和价格稳定的决心信心，引导了价
格预期，缓解了部分行业企业的原材料
成本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持续
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情况，统筹利用
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综合采取多种措
施，包括加大增产增供、适时储备投放、
加强进出口调节、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等，切实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8月30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召开骨干电解铝企业视频会指出，防
范铝价恶意炒作和非理性大幅上涨。
中铝集团、魏桥创业、国家电投、山东信
发、东方希望、酒钢集团、河南神火、天
山铝业、杭州锦江、伊电集团等10家电
解铝企业参加会议，与会企业电解铝产
能合计超过3000万吨，占全国电解铝
总产能比例超过70%。与会企业一致
认为，铝价维持在合理区间有利于行业
行稳致远，有利于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稳定。

在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
调局局长黄利斌看来，本轮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更多的是短期因素叠加作用的
结果，而全球债务高企、贫富分化、人口
老龄化等深层次矛盾决定了需求难以
长期扩张，且供给明显收缩的可能性也
比较小，难以形成“超级周期”。工信部
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支持上下游行业建立长期稳定
合作关系，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稳定原材
料供应和产供销配套协作，协同应对市
场价格波动风险，要坚决打击囤积居
奇、恶意炒作、哄抬价格的行为。

系列精准措施的持续发力，相信会
收到较好的效果。 中国矿业报

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再发力

据MiningWeekly 报道，国际数
据分析和咨询企业环球数据预测，今年
世界铅产量将回升4.6%，达到469万
吨，增长主要来自中国（3.3%）和秘鲁
（9.9%）。

该公司发现，直到2025年，中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都是未来铅
产量增长的推动力。

“去年，几座矿山临时停产影响了
供应。2020年第二季度，受到疫情部
分防控措施影响，秘鲁安塔米纳矿山暂
停了大约六周，而墨西哥圣拉斐尔矿山
因为受到工人非法封锁道路的影响也
暂停生产”。

“另外，也出现了其他影响供应的
情况，比如韦丹塔公司在纳米比亚的斯
科皮翁矿山，以及波利登公司在爱尔兰
的塔拉矿山矿石输送带断裂”，环球数
据公司矿业分析师温尼特·巴贾杰表
示。

总体上看，秘鲁产量降幅最大，同
比下降21.9%，其排名从第三位降至第
五位。

世界最大和第二大铅生产国中国

和澳大利亚的产量也出现下降，其中中
国下降1.8%，澳大利亚下降2.1%。

“尽管这些国家产量下降，但在预
测期内，全球铅产量到2025年将达到
520万吨，年均增幅2.5%。”

“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
将是世界铅产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这些国家合计产量将从2021年的280
万吨增至2025年的310万吨”，巴贾杰
表示。

在预测期内将要投产的主要项目
为西澳州的亚布拉铅锌矿以及其他矿
山。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响，该项
目的债务融资被迫推迟，公司计划
2022年投产，年产铅9.5万吨。

沃特兰廷和卡敏在巴西的阿里普
亚纳矿山正在建设之中。该项目工程
建设预计12月份之前完成，明年初投
产。

最后，澳大利亚的索比山项目正在
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等待批复。该项目
预计2023年初投产，产能为5万吨/
年。

自然资源部

环球数据：今年世界铅产量增长

中国黄金协会日前对外发布的
《中国黄金年鉴2021》显示，近年来我
国黄金资源量逐年稳定增长。按照新
资源储量分类标准，截至2020年底，
全国黄金资源量为 14727.16 吨。我
国黄金资源量已实现连续15年增长，
并连续5年突破万吨大关。

根据年鉴，受自然保护区内矿业
权清退、矿业权出让收益政策和新冠
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我国
黄金产量（不含进口原料产金）与上年
同期相比减少 14.881 吨，为 365.345
吨，同比下降3.91%。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几年相比，
2020年我国黄金产量下降速度明显
放缓，行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态势明显。当年，我国黄金产量
继续位居全球首位。

年鉴显示，2020年我国黄金消费
量 为 820.98 吨 ，比 2019 年 减 少

181.80吨，同比下降18.13%。其中，
黄金首饰用金 490.58 吨，比 2019 年
减少 185.65 吨，同比下降 27.45%。
黄金首饰仍是我国黄金消费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占总消费比重的近六
成。

根据年鉴，2020年我国黄金市场
交易总量约9.55万吨（单边），交易规
模排在美国、英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三
位，占全球黄金市场总交易量的比重为
13.72%，比 2019 年提升 0.52 个百分
点。

《中国黄金年鉴2021》是中国黄
金协会编撰的关于中国黄金产业发展
情况和黄金市场发展趋势的年度分析
报告，分为产业、企业、科技、消费、市
场五大板块，内容涵盖黄金勘探、开
采、冶炼、交易、加工、销售、应用、投资
等上下游全产业链。

中国矿业网

中国黄金年鉴：我国黄金资源量连续15年增长

8月27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铜”）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
报告、2021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以及关于制定《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发展委员会
工作细则》等3项议案。

会上，江铜董事长郑高清报告了
2021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上
半年，江铜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积极应对原料供应持续紧张、铜加
工产品销售困难、客户履约风险加剧等
压力和挑战，抢抓铜价上涨机遇，努力
提升技经指标，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上半年，江铜顺利完成各类产品产量
计划。其中，生产阴极铜 90.13万吨，同比
增长12.58%；生产铜精矿含铜10.30万
吨，同比减少1.53%；生产黄金38.87吨，同

比增长0.96%；生产白银614.37吨，同比
增长12.76%；生产硫酸263.44万吨，同比
增长5.55%；生产钼精矿折合量（45%）
4288吨，同比增长1.61%；生产硫精矿
122.56万吨，同比减少8.47%；生产铜加工
产品75.01万吨，同比增长10.95%。

江铜董事、财务总监余彤报告了上
半年公司财务情况。受益于产品价格上
涨等因素，江铜上半年营业收入经审计
为2267.94亿元，同比增加798.09亿元，
增长54.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30.43亿元，同比增加22.98
亿元，增长308.30%。江西铜业每股盈
利为0.88元，同比增长308.30%。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西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及
管治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其他两项
议案。 中国有色金属报

江铜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