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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8872.1亿元，同比下降
22.9%。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449.1
亿元，同比下降17.5%；股份制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6719.0亿元，下降19.4%；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761.3亿元，下降35.7%；私营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2559.3亿元，下降19.9%。
1-2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2343.7亿元，同比下降0.1%；制造业实
现利润总额5837.8亿元，下降32.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
现利润总额690.6亿元，增长38.6%。

1-2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1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个

行业减亏，28个行业下降，2个行业由
盈转亏。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53.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41.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8.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0.2%，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下降2.3%，农副食品加
工业下降6.3%，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

8.9%，纺织业下降37.1%，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下降 39.2%，汽车制造业下降
41.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
降56.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下降57.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下降77.1%，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均由盈利转为亏损。国家统计局

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2.9%

日前消息，嘉能可集团首席执行官
加里·纳格尔预测未来铜市将迎来景气
年份，采矿业将再次出现购并交易狂
潮。

纳格尔表示，在上次商品繁荣高峰
期，由于出现一系列灾难性的交易，采
矿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大宗交
易，但是由于绿色能源转型所需的金
属供应短缺已经迫在眉睫，这可能会
推动新一轮行业整合。规模更大的竞
争对手必和必拓和力拓集团在过去一
年已经斥资数十亿美元来发展铜业。
采矿业再次萌生对大型兼并和收购的
兴趣。

嘉能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
商之一，也是电动汽车电池中使用的钴
和镍的生产商，同时还有一个庞大且非
常有利可图的煤炭业务。

纳格尔说，如果有人想买铜企业，
他认为嘉能可是目前世界上估值最便
宜的铜企业，我们已经年产100万吨
铜。尽管如此，纳格尔认为，大型企业
的合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表示，提高
产量和降低成本的一个明显的方法是
将位于彼此相邻但由不同公司拥有的
大型矿场合并。

这位首席执行官强调了该公司在
加拿大萨德伯里的镍矿业务，该业务与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经营的类似矿山相
邻，以及嘉能可的科拉华西铜矿，这是
嘉能可与英美资源公司共同拥有的铜
矿，靠近泰克资源公司在智利的Que-

brada Blanca铜矿。
他还表示，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

之间存在潜在的协同效应，因此有很
多价值可以创造，而不仅仅是简单地

去收购另一家公司。他说嘉能可已
经与竞争对手的首席执行官讨论了
围绕其自身矿山的机会，并认为有可
能完成交易。他说，大家都知道关键

矿物的短缺正变得越来越突出。我
相信公司现在会走向做更多的并
购。

长江有色金属网

嘉能可首席执行官看好铜市前景

2023年一季度有色金属企业信心
指数为49.8，比上季度上升1.4个点。
信心指数在连续回落2个季度后再次
出现回升，接近临界点50。另外，本期
即期指数为48.6，较上期上升0.1个点；
预期指数为50.6，较上期上升2.4个点。

即期指数情况

即期指数为48.6，较上期上升0.1
个点。在10项指标中本季度即期指数
中多数指标未达到临界点50，但部分指
标出现上升，比较明显的是生产量、单
位产品售价和企业经营环境。尤其是
生产量指标上季度回落1.5个点，本季
度回升0.9个点。

（一）新订单量。新订单量即期指
数为48.0，较上期回落1.7个点。其中
11.6%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新订单量
比上季度“增加”，61.1%的企业认为当
前企业的新订单量与上季度“基本持
平”，27.4%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新订
单量比上季度“减少”。

（二）生产量。生产量即期指数为
49.1，较上期回升0.9个点。其中21.1%
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生产量比上季
度“增加”，50.5%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生产量比上季度“基本持平”，28.4%
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生产量比上季
度“减少”。

（三）原材料采购量。原材料采购
量即期指数为48.6，较上期回落0.4个
点。其中15.8%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
原材料采购量比上季度“增加”，56.8%的
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原材料采购量与上
季度“基本持平”，27.4%的企业认为当前
企业的原材料采购量比上季度“减少”。

（四）原材料购入单价。原材料购
入单价即期指数为49.1，较上期上升
2.6个点。其中16.8%的企业认为当前
企业的原材料购入单价比上季度“下
降”，58.9%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原材
料购入单价与上季度“变化不大”，
24.2%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原材料购
入单价比上季度“上升”。

（五）单位产品售价。单位产品售
价即期指数为50.0，较上期上升1.1个
点。其中22.1%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单位产品售价比上季度“上升”，
55.8%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单位产品

售价与上季度“变化不大”，22.1%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单位产品售价比上
季度“下降”。

（六）从业人数。从业人数即期指
数为47.8，较上期回落0.8个点。其中
2.1%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从业人数
比上季度“增加”，77.9%的企业认为当
前企业的从业人数与上季度“基本持
平”，20.0%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从业
人数比上季度“减少”。

（七）企业资金周转。企业资金周
转即期指数为49.3，较上期回落1.1个
点。其中7.4%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
业资金周转比上季度“加快”，80.0%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资金周转与上季
度“变化不大”，12.6%的企业认为当前企
业的企业资金周转比上季度“减慢”。

（八）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盈利水
平即期指数为47.5，较上期回落0.5个
点。其中15.8%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企业盈利水平比上季度“提升”，
48.4%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盈利
水平与上季度“变化不大”，35.8%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盈利水平比上
季度“减弱”。

（九）下游产业需求。下游产业需
求即期指数为47.5，较上期回落0.3个
点。其中10.5%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下游产业需求比上季度“上升”，
58.9%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下游产业
需求与上季度“变化不大”，30.5%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下游产业需求比上
季度“变缓”。

（十）企业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
境即期指数为48.9，较上期上升0.8个
点。其中21.1%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企业经营环境比上季度“向好”，
49.5%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经营
环境与上季度“变化不大”，29.5%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经营环境比上
季度“压力加大”。

预期指数情况

预期指数高于临界点50，为50.6，
较上期上升2.4个点。自去年3季度以
来，预期指数连续2个季度回落，本季度
预期指数首次出现上升局面，且增幅较
大，为2.4个点。10项指标中共有新订
单量、生产量等6项指标高于临界点50。

另外，本期共有 9项指标出现上
升，与上期相比可谓大幅好转。本季度
预期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前3位及增幅
分别是：新订单量（4.7）、下游产业需求
（4.4）和生产量（4.3）。

（一）新订单量。新订单量预期指
数为52.5，较上期上升4.7个点。其中
27.4%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新订单量
比上季度“增加”，65.3%的企业认为当
前企业的新订单量与上季度“基本持
平”，7.4%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新订
单量比上季度“减少”。

（二）生产量。生产量预期指数为
52.6，较上期上升4.3个点。其中30.5%
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生产量比上季
度“增加”，60.0%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生产量比上季度“基本持平”，9.5%的
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生产量比上季度

“减少”。
（三）原材料采购量。原材料采购

量预期指数为52.5，较上期上升3.1个
点。其中29.5%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
原材料采购量比上季度“增加”，61.1%的
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原材料采购量与上
季度“基本持平”，9.5%的企业认为当前
企业的原材料采购量比上季度“减少”。

（四）原材料购入单价。原材料购
入单价预期指数为48.7，较上期回落
1.2个点。其中3.2%的企业认为当前企
业的原材料购入单价比上季度“下降”，
83.2%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原材料购
入单价与上季度“变化不大”，13.7%的
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原材料购入单价
比上季度“上升”。

（五）单位产品售价。单位产品售
价预期指数为48.8，较上期回落0.6个
点。其中7.4%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单
位产品售价比上季度“上升”，75.8%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单位产品售价与上季
度“变化不大”，16.8%的企业认为当前企
业的单位产品售价比上季度“下降”。

（六）从业人数。从业人数预期指
数为49.2，较上期上升0.6个点。其中
5.3%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从业人数
比上季度“增加”，83.2%的企业认为当
前企业的从业人数与上季度“基本持
平”，11.6%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从业
人数比上季度“减少”。

（七）企业资金周转。企业资金周转

预期指数为50.9，较上期上升0.9个点。
其中12.6%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
资金周转比上季度“加快”，82.1%的企业
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资金周转与上季度

“变化不大”，5.3%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企业资金周转比上季度“减慢”。

（八）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盈利水
平预期指数为49.7，较上期上升2.4个
点。其中17.9%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企业盈利水平比上季度“提升”，
62.1%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盈利
水平与上季度“变化不大”，20.0%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盈利水平比上
季度“减弱”。

（九）下游产业需求。下游产业需
求预期指数为51.1，较上期上升4.4个
点。其中21.1%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下游产业需求比上季度“上升”，
66.3%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下游产业
需求与上季度“变化不大”，12.6%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下游产业需求比上
季度“变缓”。

（十）企业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
境预期指数为50.3，较上期上升3.2个
点。其中22.1%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
的企业经营环境比上季度“向好”，
57.9%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经营
环境与上季度“变化不大”，20.0%的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企业经营环境比上
季度“压力加大”。

综合来看，2023年一季度有色金
属企业信心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局面，
特别是预期指数转好迹象明显。自去
年三季度开始回落以来，受地缘政治及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信心指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回落。但
今年以来，随着多项稳经济政策措施效
应逐步显现，叠加疫情影响消退等有利
因素，国内复工复产不断加快。制造业
各产业间平稳复苏，也提振了整个宏观
经济景气水平，广大有色金属企业信心
也因之出现好转，这在预期指数中的各
项指标信息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虽然
如此，也应看到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
峻，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信心
指数还未完全恢复到临界点50以上，
说明行业整体经营环境与企业信心的
修复需要一定的周期。

有色新闻

2023年一季度中国有色金属企业信心指数报告

日前，全球部分大型铜生产商表
示，目标是到2050年将直接和间接温
室气体排放降至零，此举可能会提高该
行业对环保投资基金的吸引力。

到2050年，铜需求预计将从2020
年的水平增加一倍，达到5000万吨。

国际铜协会(ICA)周二发布的路线
图为成员设定了到2030年将直接和间
接排放减少30%-40%，到2040年减少

70%-80%，到2050年达到零排放的目
标。

成员包括必和必拓集团、智利国家
铜业公司、嘉能可、自由港麦克墨兰、日
本JX矿业与金属公司和波兰KGHM。

铜生产商计划通过电力供应脱碳、
提高效率和废料收集来减少直接和间
接排放。用废金属生产铜通常可以通
过电力来实现，因此更容易脱碳。

ICA的成员还将与客户合作，到
2030年将“范围3”的排放量减少10%，
到2040年将排放量减少30%-40%，到
2050年将排放量减少60%-70%。

ICA说：“这些共同的雄心显示了
到2050年实现高达85%的既定减排目
标的清晰轨迹，将通过先进技术和加强
合作来解决平衡问题。”

整个铜行业产生的排放量占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0.2%。2018年，精
炼铜生产的平均排放强度为每吨铜4.6
吨二氧化碳当量，较1990年的5.4吨二
氧化碳当量下降13.4%。

ICA表示，鉴于铜在能源转型中的
关键作用和“雄心勃勃的”脱碳计划，该
行业应该是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标准的基金的有吸引力的投资。

文华财经

全球主要铜生产商计划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3月25日，记者从青海省西部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西部矿业控股西藏
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抢抓市场机
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强化成本管控，精心组织生
产，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强现场操作管
理，严格控制工艺流程，提升生产指标。
据统计，今年1-2月，企业各项指标均
按计划完成，累计完成处理量265.57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12.3亿元，同比增长
10.95%，全力冲刺新年首季“开门红”。

玉龙铜业是国内品位最高的露天铜
矿，位于西藏昌都市江达县青泥洞乡境
内。铜金属是我国战略性资源，被广泛
应用于电气、轻工、机械制造、建筑工业、
国防工业等领域，自玉龙铜业年采选矿

石产能1890万吨改扩建工程建设达产
后，为我国铜产业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一直以来，西部矿业为实现玉龙铜
业高质量发展，加强设备管理，做好设备
的点、巡检及润滑工作，提高设备运转
率；面对昌都地区电力供应的限制，倒排
计划，严格执行生产计划，积极采取措
施，确保公司年度生产经营目标顺利实
现。同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流程改造，
加强现场管理，进行流程改造，减少系统
内循环，提高选矿回收率；改造石灰添加
系统，实现分系列调整pH值，生产指标
稳步提升，至2022年底铜回收率由上年
末85.22%提升至86.65%，钼回收率由
49.87%提升至55.04%。

中国有色金属报

青海高质量打造国内品位最高露天铜矿

日前，万众瞩目的紫金矿业的年报
正式公布，2022 年，紫金矿业营收
2703.29亿元，利润总额299.93亿元，净
利润200.42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主营
矿种资源量、储量、主要经济指标、市值
均迈入全球矿企前10位。

除了紫金矿业之外，江西铜业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4799.38亿元，同
比增长8.40%，较紫金矿业营收还要多
2000亿元；中国第二大铅锌精矿生产商、
第五大铜精矿生产商西部矿业2022年
营业收入约397.62亿元，同比增加3%，
净利润约34.46亿元，同比增加18%，经
营效益创公司成立以来最好水平。

几家欢喜几家愁，由于原材料采购
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铝产品销售单价的上
涨幅度，国内两大铝业巨头业绩纷纷出
现下滑，其中，中国宏桥2022年全年营
收1317.0亿元，同比增长15%，但净利
润87.02亿元，同比减少45.9%。中铝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909.88亿元，同
比下降2.64%；净利润41.92 亿元，同比
下降27.22%，据测算，中铝2022年公司
氧化铝吨毛利为554 元，同比下降22
元（2021年为调整后口径），电解铝产品
吨毛利为2573元，同比下降770元。

2022年，有色金属市场跌宕起伏，
影响了企业效益。但受市场供求关系影
响，2022年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各煤
炭企业煤炭售价同比大幅上涨，有的日
进斗金，有的利润翻倍！赚钱效应明显！

3月24日，国内动力煤龙头企业兖
矿能源披露年报。2022年，兖矿能源共
实现营业收入2008.3 亿元，同比增长
32.1%；实现净利润307.7亿元，同比增
长89.3%，经营业绩创出历史最好水平。

在此之前，陕西煤业2022年实现营
业收入1692.09亿元,净利润351.49亿
元；我国煤炭龙头中国神华2022年营收
达到3445.33亿元，实现净利润696.26
亿元，日赚近2亿元。

据Mysteel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
27日，已有11家上市煤企公布2022年业
绩报告。其中，潞安环能、山西焦煤和上海
能源等3家企业实现净利润翻倍增长。

看去年涉矿企业的业绩，锂资源企
业自然是绕不开的存在。

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电池级碳酸
锂均价近50万元/吨，同比2021年上涨

了4倍左右；锂精矿价格从2021年年底
的2500美元/吨一路飙升至2022年年
末的5600美元/吨。

2022年，新能源行业景气度持续提
升，锂电材料及其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产
业链公司主营业务产能释放增厚业绩。
多家锂矿企业披露业绩大幅增长的“喜
报”，净利润倍级增长较为常见，有的甚
至增长几十倍。

预告显示，天齐锂业预计2022年
净利润 231 亿~256 亿元，同比增长
1011.19%-1131.45%；赣锋锂业预计
2022年净利润180亿-220亿元，同比
增长244.27%-320.78%；盐湖股份预计
2022年净利润150亿-156亿元，同比
增长234.94%-248.33%……

据上海钢联数据显示，截至3月24
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为27.75万元/吨。
实际的成交价可能更低，据业内人士透
露，市面上已经有21万元-22万元/吨
的订单落地了。锂资源产业的阵痛期开
启，新一轮行业洗牌即将到来。未来一
段时间，锂资源企业真正进入比拼成本
和运营能力的时候了。

国家统计局1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84038.5亿元，比上年下降4%。
其中，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15573.6亿元，
比上年增长48.6%，利润保持较高增速。

细分来看，无论是传统矿企还是新
能源企业，上游资源有保障且有资源增量
的一体化矿业企业，无疑将迎来更大的发
展空间，并在价格高企下获得更多的利
润。谁拥有了更多优质的矿产资源，谁便
拥有了赢得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2022 年 10 月 ，陕 西 煤 业 作 价
347.63亿元收购控股股东陕煤集团等
持有的彬长集团99.5649％股权和神南
矿业100％股权。两项收购完成后，将
有3500万吨/年的产能扩增。

2022年，紫金矿业年内累计完成并
购10桩，累计金额达319亿元，堪称行
业之最。

除此之外，矿业企业尤其是大型矿
企的业绩增长与其持续推进精益管理、
结构优化、改革创新，以及不断提升的运
营能力高度相关。尤其是里资源企业，
经历了野蛮扩张后，调整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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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国矿企2022年成绩单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
一句出自《论语·为政》的关于传统美德
的格言。自古以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
诚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
历经五千年沉淀的文明精华，是为人处事
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品质。人生之路，须与
诚信一路同行。

孟子说:“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
立。”诚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履行诺
言。法国作家巴尔克说过:“遵守诺言就像
保卫你的荣誉一样。”可想而知，诚信多么
重要。诚信无处不在，在我们身边就有许
多关于诚信的生动事例，比如，“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就是诚信，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不以规矩，何成方
圆”就是诚信，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都
要按章办事，坚持用规矩意识做人做事，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就是诚信，讲话要算数，承诺的事情就要尽
力去办成，做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
衰。只有拥有诚信，才能够赢得尊重与
信任。诚实守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民族、
国家的生存之基。纵观历史，守信之人
不乏其例，耳熟能详的有“言而有信杀
猪”的曾子、“立木为信”的商鞅、“过五关
斩六将”的关羽……他们的诚信故事尽
人皆知，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在现实生
活中，无论做什么事，治国、治军、做人还
是经商，都要讲一个“信”字。不仅要讲
信用，还要守信用。一个人讲一两次信
用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守信用。诚信
是人生成功的基石，它像盛开的茉莉香飘
人间，像一盏明灯照亮你前行的路。坚守
诚信意味着你生活中充满了高尚、光明和
快乐。同样，诚信也是一面镜子，一旦打
破，人格的裂痕将永远无法修复。跋涉在
漫长的人生路上，谁不踏踏实实留下诚信
的足印，谁将永远走不出渺小与狭隘。

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有幸生于和
平富强的伟大国家和伟大时代，理应接
过诚信的接力棒，将诚信薪火相传，勇做
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传承
诚信之美德，践行诚信之风尚，让个人奋
斗汇入国家发展洪流！ 胡静怡

人生之路须与诚信同行

外媒3月29日消息：加拿大伦丁矿
业公司正在和阿根廷的潜在合作伙伴就
铜矿项目进行谈判。

伦丁矿业首席执行官彼得·罗坎德
尔周二表示，为了寻求融资，公司可能将
位于圣胡安省的Josemaria项目的多数
股权卖给一家矿业公司，或将少数股权
出售给一家日本贸易公司。他补充说，
如果伦丁与另一家矿业公司达成交易，
对方希望处于控股地位的可能性更高。

随着清洁能源转型对电池金属的需
求加速，大型矿业公司正在寻求收购铜
资产。必和必拓，力拓以及嘉能可等矿
业巨头都在积极寻求增加铜资产，而巴

里克黄金公司等贵金属巨头已表示有兴
趣增加更多的铜矿资产。

罗坎德尔表示，伦丁矿业以9.5亿
美元收购了一家智利铜矿的多数股权，
这让该公司有更多时间来决定如何推进
Josemaria项目。他说，人们会意识到
这次收购确实会立即增强公司的自由现
金流，这对公司的发展长期有利。

伦丁公司在2021年以4.83亿美元
的价格收购了Josemaria，并预计在该
项目19年的矿山寿命期内年平均产量
为130000吨。预计将于2026年开始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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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伦丁矿业在寻找阿根廷铜矿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