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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元）

单位名称

中铁建铜冠

金冠铜业

金隆铜业

铜冠池州

金通铜业

冬瓜山铜矿

庐江矿业

铜冠建安

铜冠矿建

安庆铜矿

铜冠投资

金磊矿业

天马山矿

设计院（技术中心）

金泰化工

金威铜业

月山矿业

动力厂

矿产资源中心

工程公司

铜冠铜箔

池州资源

铜冠电工

铜冠冶化

铜山铜矿

质检中心

张家港铜业

凤凰山矿

铜冠机械

铜冠地产

公司机关
（挂靠单位）

单位捐款
(元)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100000

10000

20000

1050000

3830000

个人捐款（元）

中层管理人员

人数

6

8

8

6

5

8

8

5

8

8

5

5

10

16

5

7

3

4

7

5

7

7

8

8

8

4

6

2

4

4

100

295

金额

3000

4000

4000

3000

2600

4000

4000

2500

4000

4000

2500

2500

5000

8000

2500

3500

1500

2000

3500

2500

4000

3500

4500

4000

4000

2100

3000

1000

1800

2000

66500

165000

高级技术
（业务）主管

人数

1

4

5

0

2

3

4

4

3

3

2

0

7

7

0

3

4

4

1

2

4

1

1

0

3

1

0

0

2

0

18

89

金额

300

1200

1500

0

600

900

1200

1200

900

900

600

0

1500

2100

0

900

1200

1200

300

600

1200

300

320

0

900

300

0

0

600

0

5400

26120

科干（主管、主办）

人数

67

173

116

45

24

160

84

142

163

120

49

22

70

115

23

57

37

38

56

53

51

47

74

63

62

15

67

30

33

87

406

2549

金额

10100

32040

18050

9000

4800

21800

12000

18050

23050

16240

6700

3400

9550

16600

2600

8270

5900

5800

8570

7900

7070

7500

10200

9571

8000

2050

7400

4700

4800

11400

59400

372511

党 员

人数

17

239

166

87

92

303

80

92

136

110

53

19

99

33

28

114

55

48

44

62

98

28

118

91

42

59

41

24

46

65

184

2673

金额

880

11950

9406

5500

4600

16690

4180

5261

7891

5550

3000

1000

5780

1700

1400

6360

2800

2600

2200

3410

5300

1535

6060

5000

2130

2950

2050

1200

2300

3250

11130

145063

其他人员

人数

5

1108

164

134

1130

670

287

406

299

57

168

9

112

116

29

96

205

138

65

144

1363

81

164

234

26

35

237

4

70

210

386

8152

金额

700

11709

5530

3075

26520

17200

8222

13604

9568

2650

2020

400

2230

2265

1000

2640

2855

2450

1065

3865

21907.88

2865

4395

5075

1090

1020

3826

100

1000

4170

14650

179666.88

合计（元）

214980

260899

238486

220575

239120

260590

229602

240615

145409

129340

114820

107300

124060

180665

107500

121670

64255

64050

65635

68275

139477.88

25700

25475

23646

16120

8420

36276

7000

10500

20820

1207080

4718360.88

集团公司各单位、职工捐款统计表

2024年铜矿供应存在很大不确定
性，主要是巴拿马铜矿复产时间的问
题，市场普遍预期明年年中巴拿马总统
大选后，才会重启铜矿合同谈判。最悲
观的预期下，明年铜矿增量只有47万
吨/增速2.12%，而且2025年的铜矿产
能扩张已经接近尾声，铜矿供应增速会
进一步降低，未来铜矿紧张会影响到精

铜供应。
消费方面，预计明年光伏和新能源

汽车消费增速下滑，全球精铜消费增速
回落至2.75%。

预计2024年铜价会处于宽幅震荡
状态，构建大周期底部，伦铜在7300-
9000 美元/吨内运行，沪铜区间为
63000-71000元/吨。 银河期货

2024年铜矿预期紧张 铜价构建周期底部

世界银行在当地时间1月9日发布
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连续第3年放
缓，降至2.4%，低于2023年的2.6%，与
2023年6月的预测持平；2025年升至
2.7%，比此前预期下调0.3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至2024年全球
经济将增长2.2%，为20世纪90年代初
以来最疲弱的五年期增速。

近期增长仍将疲软
报告指出，尽管在过去4年中受到

一系列冲击，全球经济却表现出了出人
意料的韧性。主要经济体在40年来最
快的利率上升中没有出现通常的失业
率急剧上升或金融系统崩溃等现象。
全球通胀得到了控制，世界经济没有陷
入衰退。然而，未来两年的前景并不乐
观。2024年底将标志着发展10年期
的中点，这个10年原本预期会发生转
型——极端贫困将被消除，重大传染病
将被根除，温室气体排放将减少近一
半，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主要国际机构对2024年的世界经
济增长均持不乐观态度。联合国本月
早些时候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
势与展望》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
2023年的 2.7%降至2024年的 2.4%。
世行报告显示，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短
期风险。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主要经济
体增长放缓、全球贸易低迷以及数十年
来最为紧缩的金融条件下，许多发展中
经济体的中期前景变得黯淡。2024年
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仅为新冠疫情前10
年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发展中经济体
尤其是信用评级不佳的经济体的借贷
成本很可能继续高企，因为经过通胀调
整后的全球利率仍处于40年来的高
位。

具体来看，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经
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1.5%放缓至今年
的1.2%，预计发展中经济体今年仅增
长 3.9%，低收入国家今年预计增长
5.5%，弱于此前预期。报告预计，到
2024年底，大约25%的发展中国家和
约40%的低收入国家人口仍将比新冠
疫情暴发之前更加贫困。

报告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
将降至 4.5%，2025 年进一步降至
4.3%。与 2023 年 6 月的预测相比，
2024年、2025年的增速均下调了0.1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内需有所减弱。在
预测期内，债务增加、劳动人口老龄化
和萎缩、生产率追赶增长空间缩小等结
构性阻力预计将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高级
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表示：“近期增长
仍将疲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最贫困国家陷入困境，债务压力沉重如
山，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缺乏食物保障。
这将阻碍许多全球优先事项取得进
展。如不进行重大调整，本世纪20年
代将成为错失机会的10年。”

需激发新一轮投资热潮
面对黯淡的增长前景，报告也给出

了可能扭转局面的建议。报告认为，激
发新一轮投资热潮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因为投资热潮有一种“魔力”，可以促进
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对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其他
关键发展目标而言不可或缺。

报告强调，在2030年前实现关键
性全球发展目标，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大
幅增加投资，每年需要约 2.4 万亿美
元。如不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本世纪20年代
剩余时间里的投资增长可能仍将缓慢，
预计2023年至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
人均投资增长率仅为3.7%。

报告基于35个发达经济体、69个
发展中经济体过去70年的经验，对产
生持续投资热潮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报告发现，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投资

增长率提高到4%，并持续6年或更长
时间，将获得额外的经济收益：与发达
经济体收入水平接轨的步伐加快，贫困
率下降更迅速，生产率增长翻两番。投
资热潮期间还能收获其他益处，包括通
货膨胀率下降，财政及外部收支状况改
善，人们接入互联网的机会迅速增加
等。

世界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预测局
局长阿伊汗·高斯说：“投资热潮能够帮
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快能源转型，实现广
泛的发展目标。要想引发投资热潮，发
展中经济体需要出台全方位的政策组
合，改善财政和货币框架，扩大跨境贸
易和资金流动，优化投资环境，完善机
构体制。”

报告提出，如果本世纪前20年在
投资热潮中取得成功的每个发展中经
济体能够复制之前的成就，那么发展中
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将得到显著改善。
如果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能在改善健康、
教育和劳动力参与方面重复其最佳的
10年表现，它们将弥补大部分差距，也
就是说，发展中经济体在21世纪20年
代的潜在增长率将与此前10年相似。
到目前为止，本世纪20年代是一个未
能实现承诺的时期，但如果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现在采取行动，那

么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获得失去的一
些优势。

报告还谈到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可以采取哪
些措施来避免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变
化。报告发现，这些国家政府往往采取
加剧繁荣和萧条的财政政策。例如，如
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1个百分点
的经济增长，政府增加支出的方式就会
使经济增长再提高0.2个百分点。一般
来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财政政策往
往会使经济过热；而在不景气时，财政
政策则加剧了经济低迷。与其他发展
中经济体相比，出口大宗商品的发展中
经济体这种“顺周期性”要高出30%，财
政政策波动性要高出40%。

财政政策更高的顺周期性和波动
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长期拖累了发展
中经济体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前
景。但这种拖累可以通过政策减轻，包
括建立有助于节制政府支出的财政框
架，采用灵活的汇率制度，以及避免限
制国际资本流动。平均而言，这些政策
措施可以帮助大宗商品出口国每四五
年将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1 个百分
点。各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其他
应急基金以备不时之需也是有益之
举。 经济日报

2024年增速将放缓至2.4%
——全球经济正经历疲弱的5年

据报道，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全
球固定收益主管Bob Michele日前表
示，到2024年，美联储极有可能将利率
降低多达250个基点。

如果通胀率下降，而联邦基金利率
保持不变，那么实际利率将逐步趋紧，
这意味着紧缩政策将逐渐成为更大的
经济负担。

Michele表示：“我对美联储表示
敬意。他们实现了温和的经济着陆。
几乎实现了2%的通胀目标。失业率
连续24个月保持在4%或更低水平。
他们已经完成了双重目标，即实现充分
就业和价格稳定。”他还称：“我只是认
为，温和着陆难以维持，美联储确保我
们继续温和着陆的最好方式是逐渐开
始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否则实际利率将
成为巨大的阻碍。”

自2023年7月以来，基准利率一
直保持在5.25%-5.5%之间。如果下
调 250 个 基 点 ，基 准 利 率 将 降 至
2.75%-3%区间。Michele表示，这与

美联储预测的2.5%中性利率相符，是
一个恰当的调整。

Michele补充指出，尽管如此，美
联储仍需谨慎考虑其政策转变，因为过
早转向可能会在经济温和着陆的情况
下重新加速通胀。

他说：“从这些尾部风险来看，通胀
上升对市场来说是更大的问题。企业
和家庭刚刚适应了高利率环境，突然
间，你会看到房屋销售和汽车销售回
升，企业投资增加，这可能导致更高水
平的通货膨胀。”

他是在日前发布12月就业报告之
前发表这番言论的，报告显示劳动力市
场远超预期。一些人认为，这将阻碍美
联储今年采取的政策转变，甚至可能需
要进一步加息。

瑞银也表示，美联储可能会将利率
降至3%以下，但预计随着消费者逐渐
失去动力，2024年中期可能出现温和
衰退。

智通财经

摩根大通：2024年美联储或将大幅降息250个基点

挪威预计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开放
深海采矿的国家，这一做法具有较大争
议性。

挪威议会于近期进行投票，预计议
员们将批准政府关于开放挪威水域进
行商业规模深海采矿的提案。挪威政
府的计划已于去年年底得到了跨党派
的支持，预计此次投票将顺利通过。

深海采矿即挖掘深海矿产资源，深
海通常指的是海平面200米以下的区
域。深海约占地球表面积的65%，不
仅物种多样性丰富，还有大量宝贵的矿
产资源。

许多电子产品和能源存储设备都
要这些矿产资源。例如，北太平洋
Clarion-Clipperton区域（夏威夷和
墨西哥之间）就蕴含大量钴、铜、镍和锰
等，这些是用于制造电池等关键材料。

然而，有关深海采矿的争议很大。
支持者认为，从海底开采金属和矿物对
于全球能源转型是必要的，而且这种做
法比陆地采矿对环境的破坏要小。批评

人士称，深海采矿是极具破坏性的。科
学家则警告说，全面的环境影响很难预
测。

挪威政府计划将位于北极地区的
斯瓦尔巴群岛附近的国家水域开放给
企业开采矿产，这块水域面积高达约
28万平方公里，比英国领土还大。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挪威议会批准
了提案，政府也并不打算立即开放矿产
开采。企业将需要提交申请许可证的
提案，这些提案将在议会逐个表决。

去年11月，120名欧盟议员致信
挪威议会，敦促其放弃批准深海采矿，
理由是此类活动可能危害海洋生物多
样性以及加剧气候变化。欧盟议员不
客气地称，挪威的相关评估显示其缺乏
科学认识。

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清洁能
源转型不需要深海采矿。报告预计，通
过将循环经济、新技术和回收利用结
合，可在2022年至2050年间将累计矿
产需求减少58%。 财联社

全球首个 挪威将开放北极水域深海采矿活动

俗语云“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
计在于晨”，这一俗语对铜市场同样适
用。从2019-2024年的六年铜库存数
据对比来看：今年元旦假期后统计的
SMM 铜库存仅增加了 0.52 万吨至
7.16万吨，与往年相比，不管是增加的
库存数量还是当前库存总量均为历史
较低水平，尤其是目前7.16万吨的库
存数据处于近14年的低位水平。为何
铜库存会出现低库存和低增量？是供
应的减少还是市场的需求好于往年？

库存：日前出现供需双增 预计近
期库存可能会小幅减少

据 SMM 调研，截至 1 月 2 日，
SMM全国主流地区铜库存环比上周
五增加0.52万吨至7.16万吨。相比上
周五库存的变化，全国各地多数地区的
库存是上升。总库存较去年同期的
10.93万吨低3.77万吨。具体来看，上
海地区库存较上周五上升0.28万吨至
5.22万吨，元旦期间进口铜到货量增
加，且国产铜到货量也有所增加，这是
导致华东地区库存增加的主要原因。
广东地区库存上升0.17万吨至1.07万
吨，近期广东下游消费转弱，这从广东
日均出库量持续下降也能反映出来；另
外，元旦期间冶炼厂发货量也在增加。

展望后市，据SMM了解节后进口
铜到货量将继续增加，国产铜到货量预
计变化不大，总供应量预计会较上周增
加。而下游方面，元旦过后企业资金不再
紧张，采购量较上周增加。因此，SMM
预计本周将呈现供应增加需求亦增加的
局面，周度库存可能会小幅减少。

从2019-2024年元旦前后的铜库
存数据来看，2024年元旦前后的铜库
存增量为六年来最低的，且库存总量也
处于六年来低点。据SMM历史数据
显示，7.16万吨的SMM全国主流地区
铜库存处于近14年的低位水平。

需求：SMM预计12月铜材开工率
环比下降 同比上升

据SMM调研了解，节后首个交易
日，现货升水高报低走。下游买兴平
平，主要以前期库存及长单维持生产运
转。至2日上午11时前，主流平水铜
报升水240-250元/吨部分成交，好铜
亦下调至升水250元/吨，湿法货稀报

盘较少。2日升水如期走高，下游大多
提前备货以作应对，故现货市场交投情
绪较低。而持货商因存在节内持货成
本，早盘挺价情绪较浓。

铜材开工率：SMM预计12月各
铜材的开工率强弱情况会较11月有所
改 变 ，即 ：铜 板 带（79.43）> 铜 管
（71.04）>电解铜杆（70.12）。铜材行业
的整体开工率会继续走低，预计12月
的铜材开工率为71.99%，环比下降2.1
个百分点，但同比上升 6.46 个百分
点。电解铜杆行业开工率大幅下降是
令铜材行业下降的主要原因，因其他两
个行业的开工率均出现小幅上升。虽
然铜材行业的开工率环比出现了下降，
但同比却出现了上升，这也意味着
2023年的12月的铜材消费情况好于
2022年12月。

供应：2023年12月电解铜产量增
加 进口铜数量或减少

进入2023年12月，据SMM统计
仅有1家冶炼厂有检修计划，再加上
2023年11月检修的冶炼厂陆续复产，
而且不少冶炼厂反映2023年12月粗
铜供应情况较2023年11月好转，上述
因素令2023年12月总产量较2023年
11月上升。然而前期新点火的几家冶
炼厂迟迟未能有电解铜产出，估计要到
1月才能有产出，这使得2023年12月
的产量要比市场预期低。SMM根据
各家排产情况，预计2023年12月国内
电解铜产量为100.45万吨，环比增加
4.37 万吨增幅为 4.55%，同比上升
15.5%。

此外，进口铜数据方面：据海关总
署数据显示，中国2023年11月电解铜
进口量为378791吨，环比增加13.48%，
同比增加5.71%。据SMM调研，2023
年12月进口铜的数量或将有所减少。

总之，从供需来看：2023年12月
电解铜供应产量同环比均有望增加这
或将给铜库存带来一定压力，但是
进口铜数量的或将减少以及铜材开
工率将同比上升，又会使得铜库存
维 持 低 位 带 来 一 定 支 撑 。 后 市
SMM 将持续跟进影响铜库存的供
需两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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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元旦前后铜库存出现低库存、低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