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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
了2024年四季度有色金属企业信心指
数及相关数据。数据显示，尽管行业整
体信心指数仍低于临界点50，但较三季
度有所上升，显示出企业在面对挑战时
正逐步适应并寻求改善。

具体而言，2024年四季度有色金
属企业信心指数为49.5，较三季度微
增 0.2 个百分点。尽管这一指数仍
低于 50 的临界点，表明行业整体对

于未来的信心仍然偏向悲观或谨
慎，但细微的上升却透露出一些积
极的信号。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在面
对市场波动和政策调整时，正在逐
步调整经营策略，寻求新的发展机
遇。

与此同时，即期指数和预期指数的
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行业发
展的线索。四季度即期指数为49.9，较
三季度上升0.5个百分点，显示出企业

对当前市场发展的判断有所改善。这
表明，尽管市场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
性，但企业对于当前的市场状况相对较
为乐观，认为市场正在逐步稳定或有所
好转。

预期指数为49.2，与三季度持平，
这表明企业对于未来市场的预期并未
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
企业在面对未来市场时仍然保持谨慎
态度，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持有

充分的警惕性。
从整体来看，尽管有色金属行业在

当前经济环境下仍面临一定的困难和
挑战，但根据信心指数和即期指数的运
行态势，我们可以判断行业整体发展态
势正在持续改善。企业在面对市场变
化时，正在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寻求新
的发展机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
挑战。

长江有色金属网

有色金属企业信心微增，行业发展态势持续改善

电解铜
12月SMM中国电解铜产量环比

增加9.04万吨，升幅为8.99%，同比上
升 9.62%，且较预期上升 0.87 万吨。
1-12月同比增加62.05万吨，增幅为
5.42%。

12月电解铜产量如期大幅增加，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前期检修的冶炼
厂陆续复产；2、新投产的冶炼厂仍在持
续爬产；3、部分冶炼厂年末有冲产量的
动作；4，由于部分冶炼厂12月的统计
周期为上月26日至本月31日（正常为
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统计时长增加
也是令12月产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之
一。

综上所述，12月电解铜行业的样本
开工率为87.73%，环比上升7.29个百
分点，其中：大型冶炼厂的开工率为
92.53%（环比上升7.72个百分点），中
型冶炼厂的开工率为78.73%（环比上
升8.35个百分点），小型冶炼厂的开工
率为 69.86%（环比下降 1.15 个百分
点）。用铜精矿冶炼厂的开工率为
92.1%，环比上升8.5个百分点；不用铜
精矿（废铜或阳极板）冶炼厂的开工率
为77.7%，环比上升2.1个百分点。

进入1月，经历完12月冲产量后，
不少冶炼厂在铜精矿和粗铜紧张（截止
至12月27日,SMM进口铜精矿指数
[周]为6.91美元/吨和SMM国内南方
粗铜加工费[周]报 800元/吨）的背景
下，其产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此外，由于统计周期问题，1月统计时长
较短也是令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受
各地均开始执行反向开票影响，1月废
铜供应量减少，废铜产电解铜的冶炼厂
产量下降较为明显。SMM根据各家排
产情况，预计1月国内电解铜产量环比
下降8.82万吨，降幅为8.05%；同比增
加3.75万吨，升幅为3.87%。1月电解
铜行业的样本开工率为80.70%，环比
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冶炼厂
的开工率为84.49%，环比下降8.04个
百分点 ；中型冶炼厂的开工率为
73.28%，环比下降5.45个百分点；小型
冶炼厂的开工率为67.71%，环比下降
2.15个百分点。用铜精矿冶炼厂的开
工率为85.1%，环比下降7个百分点；不
用铜精矿（废铜或阳极板）冶炼厂的开
工率为69.5%，环比下降8.2个百分点，
结束3连涨重新下降。

原生铅
2024年12月全国电解铅产量转为

下降趋势，环比下滑1.61%，同比上升

6.19%。2024年全年电解铅累计产量
同比下滑2.11%。2024年涉及调研企
业总产能为600.63万吨。

据调研，12月为2024年的收官之
月，当月电解铅产量符合上期报告的转
降预期，且降幅扩大。本月，电解铅产
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除去因铅冶炼企业
年底常规检修和冶炼企业设备升级整
改带来的减产以外；12月中下旬，湖南
地区开展环保检查工作，多数铅冶炼企
业出现减产的情况，使得铅产量降幅进
一步扩大。即使期间，内蒙古、河南、青
海等地区铅冶炼企业的铅精矿入炉品
位上升、新产线产量爬坡等来了一定增
量，仍是未能改变当月产量下降的趋
势。

此外，2024年电解铅全年产量录
得负增长，主要原因归咎于铅精矿供应
局限性与锭端产能过剩的根本性矛
盾。从而导致铅精矿加工费降至负加
工费的历史低价，整体铅冶炼行业利润
下滑，铅产品在冶炼企业的生产配置
中，定位边缘化，甚至变成“副产品”。

展望2025年1月，SMM预测全国
电解铅产量延续下降趋势，环比降幅
3.7%。1月份，中国市场将迎来农历春

节。春节假期贯穿1月底到2月初，往
年部分铅冶炼企业选择在该时段进行
设备检修，或拖累1月铅产量下滑。具
体如：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中大型铅
冶炼企业计划于1月进行检修，预计将
带来超万吨的减量。

再生铅
2024年12月再生粗铅产量小幅增

加，环比上升 0.6%，同比去年下降
6.03%；再生精铅产量环比下滑0.97%，
同比去年下滑10.34%。去年12月多地
区频繁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尤其
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份再生铅炼厂受
到环保管控的影响较大。安徽地区作
为再生铅主产区，月内频繁减停产；河
南、江苏地区车辆运输受限，影响原料
到货量，山东地区炼厂因环保管控影响
复产后提产进度。综合来看，2024年
12月再生铅增量不及预期。

近期铅价弱势震荡，再生铅利润缩
减严重，叠加进入冬季、气温下降影响
炉温（特别是偏北方地区），以及废电瓶
供应紧张等因素，炼厂检修意愿强烈。
部分炼厂表示1月有检修计划，但停产
日期集中分布于月底，月初有个别几家
炼厂表示有可能停产。据SMM统计，

2025年1月再生铅产量将出现明显下
滑，降幅或超4.5万吨。

精炼锌
2024年12月SMM中国精炼锌产

量环比增加将近1万吨或环比增加1%
以上，同比下降 12%以上，低于预期
值。2024年国内精炼锌产量累计同比
下降将近7%，其中12月国内锌合金产
量环比下降0.5万吨以上。进入去年
12月，国内冶炼厂产量环比增幅不及预
期，主因湖南、广东、江西等地企业超预
期减量，但青海、陕西、甘肃、四川、内蒙
古等地冶炼厂检修恢复和增产贡献一
定增量，另外山西新增产量亦为增产提
供助力，整体来看产量小幅增加。

SMM预计2025年 1月国内精炼
锌产量环比增加1.5万吨以上或环比增
加将近3%。整体来看1月冶炼厂产量
继续增加，主因1月除了湖南、广西、四
川等地检修减产外，同时部分企业1月
底有不同程度的春节放假，但湖南、广
东、甘肃、内蒙古、四川、江西等地均有
不同程度的产量增加。另外从春节放
假安排和企业生产天数减少来看，预计
2月产量或有下降。

上海有色网

2024年12月铜铅锌生产概述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信息统
计部消息，1-11月份，11648家规模以
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885.9亿元，同比增长20.1%（按可比
口径计算，下同）。其中，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72.8亿元，增
长19.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013.1亿元，增长
20.2%。

1-11月份，11648家规模以上有

色金属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1084.7
亿元，同比增长15.2%。其中，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367.9
亿元，增长8.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7716.8亿

元，增长15.5%。
1-11月份，11648家规模以上有

色金属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4.79%，比
上年同期提高0.20个百分点。

中国有色金属报

1-11月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0.1%

2024年，在持续发酵的地缘冲突、
美联储降息以及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等多
重因素推动下，起步于2072.7美元/盎司
的国际金价，自2月14日触及年内最低
点1996.4美元/盎司后，便展开了一波
上涨行情。

世界黄金协会向《证券日报》记者
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国际
金价已40次打破历史纪录，黄金需求
总量在第三季度首次超过1000亿美
元。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专家预计，2025年国际金价呈现
出先扬后抑走势。

2024年国际金价高开高走
从2024年全年走势来看，在经过3

月份至4月中旬、7月份至10月末这两
个大幅上涨阶段后，国际金价于 10
月30日创下2024年以来的历史最高
点——2801.8美元/盎司。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自 2024
年1月2日以来截至12月30日16时，
纽约金主连期货合约报2628.4美元/盎
司，年内涨幅约达26.81%。如果按照
2024年的最低、最高价格计算，那么，
国际金价的涨幅将高达约31.66%。

“2024年，国际金价表现强劲，主
要在于宏观面、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共振
性利好。”中泰期货产融发展事业总部
总经理助理史家亮表示，从宏观角度来
看，上半年黄金的再货币化趋势以及
全球央行的持续购金行为构成了主要
的正面影响。进入下半年，市场对经
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政策宽松的预期
成为主要的利好因素。同时，地缘政
治的紧张局势和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等避险需求也贯穿了国际金价的走
势，使得宏观因素对金价产生了显著
的正面效应。从基本面分析，全球央
行的持续购金行为、黄金ETF规模的
持续增长以及CFTC（美国商品期货
委员会）持仓的不断增加，均表明黄
金的有效需求在增加，这同样构成了
利好影响。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截 至
2024 年三季度末，全球央行年内购
金量达694吨。另外，结合全球最大
黄金ETF—SPDR GOLD TRUST持
仓变动情况来看，截至 2024年12 月
27日，其总库存已达 872.52 吨，较年
内最低点的815.13吨（3月8日）累计
增持57.39吨。

2025年或呈先扬后抑走势
尽管2025年国际金价面临的宏观

环境依然复杂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
无论是投资机构或是业内专家均对
2025年国际金价的表现持乐观态度。

领秀财经首席分析师刘思源表示，
从2025年来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地缘
冲突以及美国新政府的政策组合落地
效果，是影响国际金价走势的主要因
素。其中，美国的经济韧性可能令美联
储长期维持现有的利率水平。利率方
向的模糊或将给国际金价更多宽幅震
荡的机会。

史家亮认为，2025年国际金价将
呈现出先扬后抑走势。具体来看，地缘
政治逐步缓和与特朗普2.0政策预期引
发的逆全球化进程，美国经济走势与
美联储政策宽松预期等，将对国际
金价形成先扬后抑的影响。而黄金
再货币化（去中心化货币）与央行持
续购金，美国债务持续扩张影响的
美元信誉，进而增加债务货币化的
进程则进一步利好国际金价走势。
除此之外，预计 2025 年美元指数和
美债收益率或呈现先抑后扬运行态
势，这对国际金价则形成先利多后

利空的影响。总的来说，2025 年上
半年，宏观与政治环境利多为主，下
半年经济走势与政策企稳等因素转
向利空，故国际金价呈现先扬后抑
走势可能性较大。

世界黄金协会也提出，历史数据表
明，在降息周期开始的前六个月，国际
金价平均涨幅为6%。但随后国际金价
的表现则受到降息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深
度影响。根据市场对GDP、收益率和通
胀等关键宏观变量的普遍共识，预计
2025年国际金价走势积极，但更为温和。

相较于世界黄金协会相对保守的
态度，投资机构对于2025年国际金价
的看涨热情不减。

如高盛在研究报告中提出，2025
年，国际金价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依然稳
健。由于各国央行的买入和美国降
息，预计国际金价将升至每盎司3000
美元的创纪录水平。摩根大通也表
示，尽管短期内国际金价可能会因美
国降息预期减弱而波动，但长期来
看，结构性牛市仍然保持不变，预计
国际金价在2025年底将达到每盎司
3000美元。

证券日报

国际金价2024年已40次打破历史纪录
2025年机构看涨至每盎司3000美元

据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首席分析师Ronnie Cecil的
最新预测，精炼铜与铜精矿市场在未来
几年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为市场
参与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据 Ronnie Cecil 预测，到 2025
年，全球精炼铜市场将面临供应过剩的
局面，并且这种过剩现象有增加的趋
势。这一预测与全球铜需求的增长形
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全球铜需求预计
在2025年将增长3.7%，但供应过剩的
压力可能仍然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铜价的支撑因素也
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国，为了应对潜
在的市场风险，政府可能会推出更多的
刺激举措，这些措施通常有助于支撑铜
价。

与此同时，铜精矿市场则呈现出截
然不同的趋势。据预测，2024年铜精
矿将出现温和的短缺，短缺量为52495
吨。而到了2025年，这种短缺情况预

计将加剧，短缺量将达到847764吨。
这一预测表明，尽管全球铜需求持续增
长，但铜精矿的供应却难以满足这种需
求，这将对铜市场的长期稳定性构成挑
战。

在价格方面，Ronnie Cecil预计
LME（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的
平均价格将在2024年达到每吨9307
美元，而在2025年则有望进一步升至
每吨9825美元。这一预测反映了铜市
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精炼铜市场的供应过剩可能对
价格构成压力；另一方面，铜精矿的短
缺以及全球需求的增长则可能支撑价
格上行。

此外，Ronnie Cecil还提到了美
国新总统的关税政策对铜市场的影
响。他指出，由于关税政策存在下行的
风险，这可能对铜市场产生一定的冲
击。

长江有色金属网

2025年精炼铜供应过剩加剧，铜精矿短缺成焦点

据Mining.com网站报道，全球铜
矿业格局演变过程中，矿床的勘探开发
变得愈加艰难。

由于发现的铜矿深度越来越大，开
采这些资源的成本上升，技术难度更
大，最终导致铜价上涨。视资元（Vi-
sual Capitalist - Elements）公司
与必和必拓共同编制的图件显示了
1900年以来所发现的重大铜矿的深度
和规模。

一个世纪以来的铜矿发现
根据澳大利亚矿业咨询集团

（MinEx Consulting）和必和必拓截
止到2022年的数据，上述图件显示了
超过300万吨铜当量的铜矿发现。最
新的重大发现为2020年在阿根廷探获
的费洛德索尔（Filo de Sol），位于地
面600米以下，铜当量资源量刚超过

1100万吨。1955年智利发现的安迪
纳（Andina）铜矿，铜当量为1.44亿吨，
为1900年以来的最大发现。然而，这
种规模的近地表发现越来越少。1981
年发现的埃斯康迪达铜矿埋藏只有40
米，与后来发现的埋藏较深的矿床形成
鲜明对比，例如2002年发现雷索卢申
（Resolution）铜矿深度为1280米。

铜矿业的未来
最近的铜矿发现趋势突出表明铜

矿山比以往更加难于开发。必和必拓
认为，虽然铜回收在满足不断增长的需
求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足以弥补
缺口。重点还是通过提高技术改进生
产率，从而加大原生铜供应。

必和必拓预计，要解决这些挑战，
未来10年需要投资2500亿美元。

全球地质矿产信息系统

必和必拓：铜矿勘探开发愈加困难

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全
球基本金属市场迎来了回暖的势头，多
数金属价格呈现上涨趋势。这一表现
主要得益于中国工厂活动数据的积极
支撑，尽管美元走强带来了一定的市场
压力，但并未能阻止金属价格的上涨。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伦铜成
为市场关注的焦点，2024年全年涨幅
达到了4.1%。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LME三个月期铜价格持平，报
每吨8910美元，与2023年最后一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相比，实现了显著的上
涨。这一表现主要受到中国工厂活动
数据的积极影响，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
持续复苏，对金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

除了伦铜之外，其他基本金属价格
大多也呈现上涨趋势。三个月期铝、期
镍、期锌和期铅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上
涨，其中期铝上涨1.5美元或0.06%，报
每吨2552.50美元；期镍上涨50美元

或0.32%，报每吨15465美元；期锌上
涨18美元或0.6%，至每吨3037美元；
期铅上涨 2.5 美元或 0.13%，至每吨
1950美元。这些金属价格的上涨，进
一步证明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和金
属需求增加的信心。

并非所有金属都呈现上涨趋势。
三个月期锡成为唯一一个下跌的金属
品种，下跌330美元或1.13%，至每吨
28965美元。这可能受到其他市场因
素的影响，如供需关系、投机行为等。

周一公布的官方制造业PMI数据
为中国金属市场的上涨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12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
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明
显回升。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复
苏，工厂活动增强，对金属的需求也在
不断增加。这一数据不仅提振了金属
市场的信心，也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注入
了新的动力。 长江有色金属网

2024年终基本金属市场回暖，中国经济复苏成关键支撑

在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紫金矿业
董事长陈景河发布了充满激情与希望
的2025年新年致辞，向业界内外展示
了公司在铜矿业务上的显著进展和宏
伟蓝图。

在刚果（金），卡莫阿铜矿三期项目
传来捷报，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建成投
产。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展现
了紫金矿业在项目管理、资源配置
以及施工效率上的卓越能力，更将
矿产铜的产量提升至 60万吨以上，
使其成为非洲最大、全球第三大的
铜矿。与此同时，配套的 50万吨非
洲最大铜冶炼厂也计划在 2025 年
上半年投产，进一步完善了紫金矿
业在铜矿产业链上的布局，实现从
采矿到冶炼的全程控制，为公司在
全球铜矿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提供了
有力支撑。

在塞尔维亚，佩吉铜金矿同样传来
好消息。上矿带新增3000吨/日选厂
技改提前两个月竣工并成功试车，标志

着紫金矿业在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下矿带和JM
铜矿崩落法采矿的前期工作也在全面
提速，预示着公司在塞尔维亚的铜金矿
业务将迎来更快的发展，为公司创造更
多的价值。

在国内，巨龙铜矿二期扩建工程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新增的20万
吨/日扩建工程（一期为15万吨/日）将
大幅提升该铜矿的产能，力争在2025
年底实现投产。这一举措不仅将进一
步增强紫金矿业在国内铜矿市场的竞
争力，更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此外，朱诺铜矿项目建设也取得了
重要进展，已经获得核准。公司正紧锣
密鼓地推进各项工作，争取在2026年
6月建成投产。这一项目的顺利推进
将为紫金矿业在全球铜矿市场的进一
步扩张提供有力支持，助力公司实现更
高水平的发展。

长江有色金属网

紫金矿业铜矿业务加速扩张，全球布局再升级

2024年 12月 30日发布的《2024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整体
向好，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处于上升
趋势，在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等方
面成效显著。

报告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
询委员会联合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
心等单位共同发布。

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
加值率、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制造
业销售利润率同步提升，表明中国制造
业从重规模向重质量效益转型的步伐加

快；“单位制造业能耗的制造业增加值”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增幅明显，
中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

报告认为，要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
增效，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
业创新效能，加速制造业绿色发展，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新型工业
化。

据悉，“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自
2015年起每年发布，已成为客观评价
我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
数。

新华社

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处于上升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