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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本世纪初，我国有色金属工业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和市场形势，应以市场为导向，

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科技进步，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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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广泛应

用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自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得到了迅速

发展，!#种常用有色金属总产量已连续.年

居世界第二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国内外统一市场的形

成，有色金属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B 面临的形势和市场环境

=>= 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趋势

!%!%! 联合重组加快，产业集中度提高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国外大企业近年来

普遍加快了收购、兼并、联合步伐，组建更大

规模的跨国公司（多数为采选冶加工联合企

业），实现规模化运营，扩大市场份额。美国

铝业公司（,3:<1）是一家集铝土矿开采、氧化

铝、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

铝业集团，!IIJ年兼并了美国阿鲁玛克斯

（,KLM,N）公司，收购了世界第三大制铝公

司美国雷诺兹金属公司（O’46<3?9），现年销

售额达"!#亿美元，年生产铝+/"万吨，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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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铝产量的!"#。澳大利亚$%&公司兼并

了英国比利顿公司（$’((’)*+），市值达,-.亿

美元，年销售收入!-/亿美元，年生产铜精矿

含铜量!..万吨，约占世界铜精矿总产量的

-#，居世界第二位。

!0!0, 初级产品向资源丰富国家转移

有色金属工业属资源开发型产业。随着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受资源条件、能源供

应、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影响，有色金属初级产

品生产向资源条件好的国家转移。!111年

智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秘鲁

"个铜资源丰富国家生产铜精矿含铜量2..
万吨，占 全 球 总 产 量 的 比 重 由!11"年 的

340-#提高到""#。未来铝的增长则主要

集中在非洲、南美、中国及南亚等地。

!0!04 依靠科技进步，成本不断降低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有色金属生

产成本不断下降。如湿法炼铜成本比传统火

法冶炼成本低4.#左右。!111年世界湿法

炼铜产量达,4!03万吨，占世界铜产量的

!/0,#，与!11,年的2/0/万吨相比，年均递

增!20!#。预计未来!.年内，湿法炼铜产

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将提高到,"#左右。拜

耳法和大型预焙槽电解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广

泛采用，使氧化铝、电解铝生产成本不断降

低。惰性阳极，可湿润阴极电解槽的研制开

发成功，使电解铝电流效率提高到12#以

上，将使铝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0!03 新材料发展迅速

世界新材料发展迅速，大直径半导体硅

材料、磁性材料、复合材料、智能材料、超导材

料生产技术的开发、完善，使得结构材料复合

化及功能化、功能材料集成化及智能化不断

实现，如具有优良比强度、比模量的铝锂合金

已被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飞行器、低成本发

射装置；稀土永磁材料大量用于计算机、永磁

电机、核磁共振仪等高技术领域；镍氢电池已

实现大规模产业化，锂离子电池普遍用于通

讯、计算机生产领域。既开拓了新的有色金

属消费领域，又促进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0!0" 国际贸易日趋活跃

!111年世界铜、铝、铅、锌贸易量分别为

//1万吨、!4.,万吨、!".万吨、,14万吨，分

别 比 !11. 年 增 长 了 -102#、/-0!#、

2,03#、"!0,#，占!111年世界铜、铝、铅、锌

总产 量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01#、""0,#、

,30-#、430"#，比!11.年分别提高!3#、

!"#、1#、/#。贸易量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同

期生产量的增长。

!"# 市场需求预测

“十五”期间，信息、交通、能源、建筑等消

费有色金属较多的行业将保持快速发展，我

国有 色 金 属 需 求 量 仍 呈 现 上 升 趋 势。到

,.."年，铜、铝、铅、锌需求量分别为,..万

吨、4-.万吨、/.万吨、!,.万吨；铜、铝年均

消费增长率分别为!0.#、,0,#，铅锌略有

增长。铜加工材需求量,/.万吨，铝加工材

需求量,-.万吨。

铜消费的主要领域有电器、电子、轻工和

交通运输，其消费量约占总量的22#。铝消

费的主要领域有建筑、机械、包装和能源，约

占总量的2-04#。铅消费主要领域有蓄电

池、玻璃、电缆和制造业，约占总量的-"0/#。

锌消费的主要领域有轻工、冶金、颜料和铜合

金材用锌，约占总量的-3#。

世界有色金属消费量仍将稳步增长，但

消费 增 长 低 于 同 期 产 量 增 幅。!111年 与

!11.年相比，电解铜产量年增长率为30-#，

消费量年增长率为404#；电解铝产量年增

长率为302#，消费量年增长率为4#。预计

未来五年内，全球铜、铝需求仍保持,#!
4#的增长率，铅锌需求也将保持!#!,#
的增长率，供大于求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价

格将呈周期性波动，竞争更趋激烈。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较早与国际接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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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资金”和开拓“两

个市场”的经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利

于企业进一步转变观念，更加广泛采用国外

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发挥比较优势，全方位

参与国际竞争。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一是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国内企业在装

备水平、新产品研发能力、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营销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关税

降低，国内有色金属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生

产企业竞争力较弱，将受到一定冲击；三是在

高技术、新材料领域，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

管理和营销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国内高新

技术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 指导思想及目标

!"# 指导思想

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

技进步为动力，加快结构调整。重点发展矿

产原料、深加工产品和新材料。搞好总量调

控，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装备。加强技术创新，

推进清洁生产。开拓两个市场，利用好两种

资源。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实现有色金属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 规划目标

!"!"# 总量调控

!$$%年#$种有色金属产量调控目标为

&$$万吨，其中铜#’$万吨，铝(%$万吨，铅

)$万吨，锌#’$万吨。锡、锑各*万吨，钨

#"!万吨，稀土氧化物*万吨。

!"!"! 产品结构

铜精矿含铜量%%万吨，氧化铝产量*$$
万吨，铅锌精矿维持现有产量；完善并促进废

杂料的回收，提高再生金属产量。铜加工材

市场占有率由!$$$年的**+提高到!$$%
年的’$+；铝加工材由&!+提高到)$+。

集中力量发展目前国内大量进口的有色金属

深加工产品，加快半导体及高纯材料、超导材

料、储氢材料、高性能电池材料、粉体及微孔

材料等新材料的产业化。

!"!"( 技术装备

大型企业工艺技术装备和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电解铝直流

电耗：!$$$年为#,($$-.·/／0，!$$%年降到

#(%$$-.·/／0；粗铜能耗：!$$$年为$"’!0标

煤／0，!$$%年降到$"*%0标煤／0；铜、铝加工

成材率提高(+!%+。大于#*$12铝电解

槽生产能力占总能力’$+；采用强化冶炼的

铜、铅先进生产能力分别占&%+、*$+。采

用湿法和密闭鼓风炉法炼锌的先进生产能力

占)$+以上。

!"!", 组织结构

通过联合重组，培育#!!个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组建&!#$家具有比

较优势的区域性集团，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在

国内有较强竞争力；创建一批以新材料产业

化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以专业化

生产为主，向特、精、深、新方向发展。铜、铝、

铅、锌前%位企业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
年分别达到’%+、*$+、%$+、*%+。

!"!"% 环境保护

在!$$$年的基础上，!$$%年工业污染

物排放总量再削减#$+；工业水复用率由

!$$$年的’)+提高到!$$%年的&%+以上。

大中型冶炼加工企业环保设施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粗铜冶炼硫回收利用率达到)%+，粗

铅冶炼硫回收利用率达到)$+，建成一批

“清洁生产”企业。

" 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深化

企业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实施大集团战略，

推进规模经营和专业分工；努力扩大国内紧

缺原料的供应，合理开发利用国内资源、加强

废杂金属回收，鼓励在海外建立长期稳定的

供货渠道；围绕扩大品种、提高质量、治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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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降低成本，加强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

不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 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

!"#"# 铜工业

优先发展矿产原料，增加高技术含量铜

加工产品。控制冶炼能力增长，引导冶炼企

业投资矿山和深加工，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参

与国际竞争。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增加原料

供应。抓好“九五”铜矿山建设工程的达产达

标和老矿山接替工程，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积极创造条件，开发国内新矿山，对前期

工作准备充分的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争取精

矿含铜生产能力增加#$万吨左右。

充分利用国外资源，通过签订长期供货

合同、海外投资办矿等多种方式，建立起稳定

的原料供应基地。搞好赞比亚谦比西铜矿的

合作开发。

（%）严格控制冶炼能力增加。“九五”期

间我国大部分铜冶炼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技术

改造，技术装备水平基本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今后重点是推进清洁生产，进一步改善环境、

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现有铜熔炼、电解铜

生产能力已可满足%$$&年的需要。严格限

制以扩大生产能力为目的，无原料来源的新

建、扩建铜熔炼和电解铜项目。对污染严重、

金属回收率低的小型铜熔炼厂，按国家有关

政令、法规予以淘汰。

（!）发展铜加工材紧缺品种。鼓励企业

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发展国内

紧缺品种，如电力工业用超长冷凝管、高效散

热管，厚度#’!(以下及宽度#"%(以上的电

解铜箔、电子工业用引线框架铜材、变压器用

铜带等产品。

严格控制新建一般铜加工项目，淘汰“二

人转”式轧机、热轧方法生产铜线杆等落后工

艺，一般铜加工材能力不再扩大。

!"#"% 铝工业

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氧化铝，集中力量发

展铝加工紧缺品种，加快电解铝工艺技术装

备升级，严格控制电解铝总量增长，避免重复

建设，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鼓励发展氧化铝。重点对现有氧化铝厂

进行扩建和改造。主要有广西平果铝业公司

二期工程、长城铝业公司中州铝厂扩建工程、

山东铝厂、贵州铝厂、长城铝业公司氧化铝厂

的技术改造工程等。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做

到投资省、见效快。

利用国外氧化铝资源是铝工业发展的一

项长期战略方针，要继续加强与国外铝业公

司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渠道，对进

口氧化铝，要加强统一管理和协调。

（%）对电解铝总量增长严格调控。%$$&
年，电解铝需求量约!’$万吨，现有电解铝能

力已达!)$万*／+，缺口已不大，对电解铝实

施严格总量调控，新增电解铝项目必须纳入

统一规划。自焙槽改造，要严格遵循“总量控

制、因厂制宜”的原则，严格审批。

（!）集中建设预焙阳极生产企业。鼓励

采用股份制、联营联合等方式，选择在石油焦

产地，集中建设预焙阳极生产企业。

（)）发展铝加工材紧缺品种。支持企业

通过技术改造，发展高精度铝板带、电子铝

箔、亲水铝箔、大型铝型材和涂层铝材，积极

创造条件建设一套热连轧铝板生产线。

一般铝加工能力不再扩大，严格控制新

建铝加工项目，限制铸轧能力的扩大。

!"#"! 铅锌工业

围绕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加快技术改

造，培育一批采选冶一体化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优势企业。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逐

步减少出口。

（#）严格控制冶炼能力增加。目前，我国

铅锌产量供大于求，%$$$年铅出口))万吨，

占总产量的)$,；锌出口量-$万吨，占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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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国内铅锌生产原料供应不足，大

部分富矿已开采利用，未开发利用资源大部

分建设条件较差。目前铅锌精矿已大量进

口。要严格控制新建铅锌冶炼企业和现有企

业生产能力扩大，加快淘汰土法炼铅锌的工

艺及设备。

（$）加强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鼓励大、

中型铅锌企业，围绕提高技术装备和综合利

用水平、降低消耗和生产成本，改善环境，采

用国内外先进冶炼工艺和低浓度二氧化硫制

酸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

!%&%’ 其它有色金属

镍保持现有生产水平，重点支持金川镍

基地产业升级等配套建设。根据市场需要，

鼓励镍企业发展镍盐等深加工产品。

钨、锡、锑、稀土等国家保护性矿种和我

国传统出口金属，要根据国内消费和合理的

出口需要，加强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严格控

制矿山能力、冶炼能力和产量，使资源优势真

正转化为产业优势。鼓励企业扩大产品品

种，发展延深产品及深加工。发展精细化工

产品、高质量硬质合金、锆材、钛材、高比容钽

粉、细径钽丝等。加快白钨资源的开发利用。

!%&%( 有色金属新材料

加强电子、信息、建筑、交通、机械、家用

电器、国防等行业所需新材料科研开发，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技术，填补新材料

产品技术和市场空白。以企业为主体，集中

资金和力量，提高新材料研究开发的技术装

备水平，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实现规模化

生产。充分利用我国稀土、铌、钒、钛、钨、锑

等资源，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新材料，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改变初级产品大量出口的状况。

!"# 技术结构调整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强新技术、新工艺

开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加速淘汰落后的工艺和技术，提高有色

金属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搞好一批

产业化示范工程

推广坑内矿山无轨开采技术、选矿厂预

选抛废技术、多碎少磨、多段磨矿新工艺、强

化熔炼技术等。选择一批先进、成熟、可靠高

新技术成果，搞好产业化示范工程，主要有：

选矿拜耳法生产氧化铝、白钨矿制取仲钨酸

铵及硬质合金深加工工艺和成套设备、超细

高活性球形锌粉、汽车换热器铝合金材料、大

规模集成电路引线框架铜带、钛镍记忆合金

医用器材和多晶硅等。

!%$%$ 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搞好技术

创新

（&）提高资源保证程度和资源综合利用

率。按照“加强西部、深化东部”的原则，重点

开展中西部成矿远景区带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评价研究，东部主要矿集区资源巨量富集作

用及定位预测综合研究和重要生产矿山接替

资源评价研究。

开展中西部地区铜、铅、锌、钽、铌等复

杂、难选矿山资源的选矿工艺、设备、药剂、自

动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集成开发。

开展多金属资源、镁锂资源，矿山尾矿、

冶炼排放废气、废渣、废水等的综合利用和废

金属回收工艺技术研究。

（$）新工艺、新技术。湿法冶金和生物冶

金技术的研究开发。重有色金属强化冶炼工

艺技术及装备的研究，重点是铅强化熔炼、硫

化铅精矿富氧熔炼还原熔炼新工艺的研究。

研究投资省、工期短、成本低的电解铝自焙槽

综合改造技术。

!%$%! 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装备

（&）土法炼铅锌。包括采用烧结锅、烧结

盘、简易土高炉等落后方式和设备土法炼铅；

用马弗炉、横罐、小竖罐等进行焙烧，简易冷

凝设施收尘等落后方式和设备生产锌或生产

氧化锌制品。

（$）土法炼汞。包括采用土铁锅或土灶、

·)’· 矿产保护与利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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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罐、坩埚炉及简易冷凝收尘设施等土法

炼汞及年产汞!"#以下的企业。

（$）土法炼砷。包括采用土坑炉或坩埚

炉焙烧、简易冷凝设施收尘等落后方式炼制

氧化砷或金属砷制品的土法炼砷及年产砷

（或氧化砷制品含砷量）!""#以下的企业。

（%）炉床面积小于!&’()以下的鼓风炉

炼铜、冶炼烟气制酸干法净化和热浓酸洗涤

工艺技术和设备。

（’）*"+,以下和环保不能达标的自焙槽

电解铝技术及装备。

（*）热轧方法生产铜线杆。

（-）离子型稀土矿酸浸冶炼工艺和设备。

（.）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开办的钨、

锡、锑、离子型稀土矿山、冶炼及钨加工（含硬

质合金）企业。

（/）土法炼锑工艺及设备。包括采用地

坑炉、坩埚炉、赫氏炉等落后方式炼锑。

$&)&% 加速有色金属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的信息化进程

建立全行业信息网络，搭建有色金属行

业信息、数据交换平台，建设信息资源数据

库。建立或完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内部

局域网和远程通讯网，提高生产和服务的自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水平，即时监

控企业生产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及市场动

向，使企业决策科学化。建设中国有色金属

实时交易系统，促进国际、国内有色金属市场

融通。

!"! 区域结构调整

发挥中西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能源的

优势，加快矿产资源的开发。依托现有大型

企业，建设一批新的有色金属矿山基地。加

大金川铜镍、湖南柿竹园、广西大厂多金属和

青海镁锂等资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力度。进

一步搞好青海、贵州、平果铝厂（铝业公司）及

西南铝加工厂等现有大企业的高起点技术改

造和环境保护工作，形成一批优势企业。

东部地区老企业多、加工企业集中，具有

技术、人才、资金和市场优势，但现有资源满

足不了冶炼和加工企业发展的需求。鼓励企

业投资西部矿山开发建设，积极利用国外资

源，加快现有冶炼和加工企业技术改造步伐，

发展深加工、精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同时做好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推广工作，增强技术

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 组织结构调整

深化有色金属企业改革，实施大集团战

略。组建各种类型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

高生产集中度。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组建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

$&%&! 按照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原

则，组建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

通过兼并、联合、参股等方式，推动存量

资产重组，发挥中国铝业公司、江西铜业公

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葫芦岛锌厂、株洲冶

炼厂等优势企业的龙头作用，提高规模经济

效益，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和维护市场竞争秩

序。支持中小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形成

一批实力雄厚的专业化生产企业，逐步改变

目前品种趋同、过度竞争的局面，使有色金属

工业生产走入良性循环。

$&%&) 培育产业链

按照优化产业链的要求，推进行业内采

选、冶炼、加工企业通过联合实现一体化经营

或组成战略联盟，鼓励铝电联产。

$&%&$ 投资、运营机制多元化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推动企业改组、

改制，大型企业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互

相参股等形式，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中小企业采

取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生产

经营机制转化。继续对资源枯竭、长期亏损、

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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