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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 每年消耗全球近一半的铜资源。但国内铜矿资源紧缺, 产量相对有限, 

2019 年对外依存度高达 78%。本文主要从中国铜资源供需形势、进口来源地风险分析、铜资源公司综合竞争

力、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铜资源供应影响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铜资源供应形势, 并给出了如

下建议: 一是加大国内铜资源的勘查力度, 增加资金投入, 力争保障国内关键产业铜资源的自给; 二是加强

多边国际合作, 降低铜资源的进口集中度; 三是给予在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相应的政策和金融支持, 积极扩

大海外冶炼产能, 打通非洲铜资源上下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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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copper consumer, consuming nearly half of the world's copper resources 
every year. However, domestic copper resources are in short supply and the output is relatively limited. In 2019, 
the foreign-trade dependence rate was as high as 78%.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of copper resources in China, the risk of import sources,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copper 
resource compani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supply of copper resources in China.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o increase the exploration of domestic copper resources, increas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trive to ensure the self-sufficiency of copper resources in key domestic industries;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pper resources; the 
third is to grant Chinese investment oversea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actively expand overseas smelting capacity and open up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of    
African copper resources. 
Key words: copp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COVID-19 
 

 
 

在中国铜是极为紧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 在金

属材料领域的消费量中仅次于铁和铝, 是电力、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核心金属(周平

等, 2012; 柳群义等 2014; 田尤等, 2015; 羊建波等, 
2015; 龙涛等, 2018; 樊礼军等, 2019; 曾涛, 2020)。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国, 2019 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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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超过一半的新能源汽车, 产量连续五年位居

全球首位,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

铜资源需求将长期保持增长态势(程萍等, 2018; 邢
佳韵等, 2019)。 

2019 年, 全球消费了 2457 万 t 的铜, 其中中国

就消费了 1208 万 t, 全球占比超过 49%, 是全球最

大的铜消费国。美国是全球第二大铜消费国, 但消

费量仅为中国的 1/7。2019 年全球矿产铜产量约为

2073 万 t, 中国国内铜矿山产量约为 163 万 t, 海外

铜矿山权益产量约为 180 万 t。2019 年中国铜资源

的对外依存度已由 7 年前的 60.93%上升至 78.09%。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矿业市场产

生了巨大的冲击(韩见和朱清, 2020; 龙涛等, 2021; 
阴秀琦等, 2021; 张艳飞等, 2021), 全球铜资源格局

也有了新的变化, 因此系统性梳理判断后疫情时代

铜资源供需格局, 分析中资企业海外铜资源投资和

开发可能面临的风险,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对
中国铜资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中国铜资源供需形势 

1.1  中国铜资源消费量稳步增长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对矿产

资源需求日益增加 (陈其慎等 , 2015a; 陈其慎等 , 
2015b; 陈其慎等, 2016), 2002 年中国取代了美国成

为全球第一大铜资源消费国。2019 年中国精炼铜的

消费量已由 2000 年的 193 万 t 上涨至 1208 万 t, 全
球消费占比也由 15%上涨至 50%左右。从 2000 年

到 2019 年, 除中国外全球精炼铜消费量基本持平, 
而中国精炼铜消费量为 20 年前的 6.2 倍, 极大推动

了全球铜资源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图 1)。 
从 2000 年到 2018 年, 中国精炼铜消费增速基

本维持在 5%~10%之间, 虽然在 2019 年中国精炼铜

消费增速有所放缓, 但随着国内新能源电动汽车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 未来 10~20 年中国铜资源消费量

有望持续增长。 
在过去的 20 年中, 中国是世界上铜资源消费

增长最快、增幅最大的国家, 几乎拉动了全球所有 

  

图 1  过去十年中国精炼铜消费情况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020) 

Fig. 1  China's refined copper consump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after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 Association, 2020) 

的需求增量。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遭受重创,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将萎缩 4.4%, 国际铜的消

费量萎靡, 但中国消费量逆势增长, 为了满足需求, 
2020 年上半年中国精炼铜产量达 482.2 万 t, 同比增

长 6.6%。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有力提振了全球铜消

费, 带动了国际铜价的“V 字型”反弹(图 2)。从中长

期来看中国仍有较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后疫情时代

中国依然将是全球铜资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1.2  中国铜资源供应严重依赖海外 

2000 年中国国内每年仅能生产出 58 万 t 的矿

山铜, 由于连年攀升的需求, 中国铜矿产量快速增

长, 截止到 2010 年每年铜矿产量相比于 2000 年增

幅接近一倍, 达到了 116 万 t。从 2010 年到 2016 年

的四年间, 中国铜矿产量继续快速上涨, 从 115 万 t
上涨至 185 万 t, 但在随后的三年产量出现了下滑, 
基本维持在了 160 万 t 左右的水平(图 3)。中国铜资

源的储产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国内铜资源

属于过度开发, 可持续性较差。 
近年来中资企业海外铜矿投资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据初步统计, 海外权益矿山年铜矿产量

介于 170 万 t~180 万 t 之间。国内外产量相加仅相

当于国内消费总量的 28%左右。但由于巨大的需求, 
中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铜精矿和精炼铜进口国 , 
2019 年进口了 355 万 t 的精炼铜和 2199 万 t 的铜精

矿。如此大量的依赖从国外进口, 不但每年都要付 

 

图 2  2020 年前三季度 LME 铜价变化情况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2020) 

Fig. 2  Changes in LME copper prices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20 (after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0) 

 

图3  过去十年中国铜矿产量变化情况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020) 

Fig. 3  Changes in China's copper mine produc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after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 Associ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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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昂的经济成本, 受地缘政治影响还可能面临供

应短缺或受限的风险。 
在疫情的影响下, 中国铜精矿和精炼铜的进口

量不降反升 , 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铜精矿 
1084 万 t, 同比增长 3%; 精炼铜进口量达到 198.4
万 t, 同比增长 24%。后疫情时代, 中国对海外铜资

源的需求还将继续攀升 , 在供应端会更加依赖海

外。 

2  中国铜资源进口来源地域高度集中 

2019 年中国累计进口铜精矿 2199 万 t, 其中进

口量大于 100 万 t 的国家有 5 个, 分别是智利、    
秘鲁、蒙古、墨西哥和澳大利亚, 合计进口铜精矿 
1729 万 t, 占比接近 79%(图 4), 其中智利和秘鲁两

个占比达到了 62%。除蒙古为陆路运输外, 其他均

为太平洋海运。近年来, 拉丁美洲主要矿业国家铜

矿山罢工频率风险正在逐年增加, 尤其是智利和秘

鲁等国, 劳资矛盾正在逐步加深, 同时政府威信不

足, 有一定的潜在风险。 
2019 年中国累计进口精炼铜 355 万 t, 其中进

口量大于 20 万 t 的国家有 4 个, 分别是智利、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和刚果 (金 ), 合计进口精炼铜   
185 万 t, 占比超过 52%, 其中智利是中国精炼铜进

口的最主要来源 , 2019 年从智利进口精炼铜超过

109 万 t, 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3/10(图 5)。相比于铜

精矿, 中国精炼铜的来源较为分散, 除陆路运输外, 
主要的 海运航线有: 太平洋航线、非洲航线以及东

南亚航线。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数据, 受疫情影响智利

和秘鲁等拉美国家有超过 50 个铜矿在上半年出现

停工停产, 超过 40 亿美元的产值受到影响。智利和

秘鲁等国积极应对, 截止到第三季度末已经基本全

部复工复产, 大部分矿山的产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

前的水平。智利前 8 月铜产量同比基本持平, 秘鲁

前 8 月铜产量同比下滑 16.7%。后疫情时代, 虽然

拉美主要铜资源产国矿区的疫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但国家疫情形势仍不明朗, 未来仍存在着短期停产

的风险。 

3  中国铜资源公司综合竞争力分析 

3.1  中国铜资源公司全球市场占有率仍相对较低 
全球优质铜矿资源高度集中, 顶尖铜矿公司几

乎垄断了全球所有的优质矿山(张艳飞等, 2019), 过
去十年来全球产量排名前十的铜资源公司几乎每年

都能生产全球接近一半的铜, 自 2013 年以来年产

量均维持在 900~950 万 t 之间。另外, 从 2013 开始

伴随着中国矿业公司进行了多起大型海外铜矿投资, 
老牌铜资源公司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 到 2019 年

前十大产铜资源公司市场占有率从 50%下跌至

44%(图 6)。 
2019 年全球前十大铜资源公司共计生产铜

917.58 万 t, 市场占有率为 44%(图 7)。其中年产量

超过 100 万 t 的公司有四家, 分别是智利国家铜业、

嘉能可、必和必拓以及自由港麦克莫兰。在 2019
年中国的前三大铜矿公司是五矿资源、紫金矿业以

及洛阳钼业, 合计产铜 82万 t, 创历史新高, 但仍仅

相当于智利国家铜业的不到一半。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矿业公司海外并购, 尤其是

在铜资源领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2007 年中铝

收购了特罗默克铜矿, 2014 年五矿收购了拉斯邦巴

斯铜矿, 2015 年紫金矿业收购了卡莫阿铜矿, 2016
年洛阳钼业收购了腾科铜钴矿, 2019 年紫金矿业再

次出手完全收购 Timok 铜金矿(表 1)。未来, 随着卡

莫阿铜矿以及 Timok 铜金矿的开发, 中资矿业企业 

 

图 4  2019 年中国铜精矿主要进口来源国(海关总署, 2020) 
Fig. 4  China's main import source countries of copper concentrate in 2019 (afte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2020) 

 

图 5  2019 年中国精炼铜主要进口来源国(海关总署, 2020) 
Fig. 5  China's major import sources of refined copper in 2019 (afte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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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过去 10 年全球前十大产铜公司总产量及市场占有

率(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2020) 
Fig. 6  The total output and market share of the world's 
top ten copper-producing companies in the past 10 years 

(after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0) 
 

表 1  近年来中资企业主要铜矿并购 
Table 1  Major copper min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recent years 
序号 公司 铜矿领域标志性并购(近十五年来) 

1 五矿集团 2014 年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

2 中铝集团 2007 年收购秘鲁特罗莫克铜矿份 

3 紫金矿业 
2015 年收购卡莫阿卡铜矿项目;  
2019 年完全收购 Timok 铜金矿 

4 洛阳钼业 2016 年收购刚果 Tenke 铜钴矿 

 

图 7  2019 年全球前十大产铜公司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2020) 

Fig. 7  The top ten global copper producing companies in 
2019 (after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0) 

  

图 8  2019 年全球前十大铜矿项目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2020) 

Fig. 8  The world's top ten copper mine projects in 2019 
(after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0) 

 

在全球铜资源市场的占有率将继续提高, 但相比于

国际顶尖铜资源巨头差距仍然较大, 市场占有率虽

然得到了提升, 但控制力仍然相对不足。 
3.2  中国铜资源公司控制的优质项目仍相对不足 

全球前十大铜资源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绝大

多数优质的铜矿项目, 全球产量排名前 20 的铜矿

项目他们控制了 18 个, 前 50 大铜矿项目控制了 31
个, 这些项目不仅产量大而且成本底, 即便在市场

低迷的时期, 依然具备良好的竞争力。 

2019 年, 全球前十大铜矿项目共生产铜 518 万

t, 占据了全球超过 1/4 的市场份额, 产值达到 312
亿美元(图 8)。其中 Las Bambas 铜矿项目由中资企

业五矿资源控制, 2019 年该矿山产铜 38.25 万 t, 位
居全球第十位, 相比于顶峰时期的产量有所下滑。 

目前, 全球铜矿生产现金成本为 1.53 美元/磅, 
前十大铜矿项目有七个现金成本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其中 Antamina 铜矿仅为 0.99 美元/磅; 全球第一大

铜矿 Escondida 现金成本也仅为 1.13 美元/磅; 中资

企业控股的 Las Bambas 铜矿现金成本为 1.41 美元/
磅, 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19 年 , 中国前十大铜矿项目共生产铜     
65万 t, 其中仅有德兴铜矿年产量高于 10万 t(图 9)。
国内在产铜矿中仅有 22%现金成本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 56%的铜矿现金成本高于 2 美元/磅, 其中又有

15%的铜矿高于 3 美元/磅。国内前十大铜矿中位于

西藏的玉龙铜矿和普朗铜矿现金成本均高于 2 美元

/磅。受全球疫情影响, 中国积极推进内循环, 随着

部分西部地区大型铜矿的投产和增产, 中国国内铜

矿的产量可能会大幅上涨, 资源保障能力将得到一

定的提升, 但同时这些新兴矿山也将面临环保和成

本的双重压力。另外, 我国铜资源企业在非洲等地

的新增产能项目很多将在后疫情时代兑现, 未来中

国的铜海外来源将更加分散。 
3.3  后疫情时代优质铜资源并购机会减少 

相比于国际矿业巨头, 中国矿业公司起步较晚, 
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融入全球市场, 初入全球矿业市

场开始进行并购, 期间积累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当

前全球矿业并购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在疫情的影响

下, 大型矿业公司更加聚焦铜等核心业务, 全球铜

矿并购市场陷入低迷, 后疫情时代优质铜资源并购

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数据, 在 2010 到 2017

年全球矿业并购数量快速增长, 从 2018 年开始出现

疲软, 连续两年呈现下滑趋势。在此 10 年间全球共

完成矿业并购 10 064 宗, 其中贵金属领域 5286 宗,  

 

图 9  2019 年中国前十大铜矿项目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2020) 

Fig. 9  China's top ten copper mine projects in 2019  
(after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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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过去十年全球矿业并购情况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2020) 

Fig. 10  Global min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past 
ten years (after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0) 

 

基本金属领域 2273 宗, 其他领域 2505 宗(图 10)。并
购主要发生在北美和亚太地区, 以金矿和铜矿并购

为主。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由于避险因素, 

黄金等贵金属价格大幅上涨, 全球矿业并购市场展

现出了新的趋势。2020 年上半年全球矿业并购项目

共完成 500 宗,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 20.51%, 在
贵金属领域达到了 358 宗, 同比上升了 4.47%, 但
在贱金属领域仅有 76 宗, 同比下滑 49.33%。 

随着铜价的连续攀升以及铜资源的良好前景, 
全球主要矿业公司纷纷再次聚焦铜业务, 必和必拓

和力拓集团等大型矿业公司均有意收购优质铜矿资

产, 但他们也表示将保持原有的资本运作方式, 并
不会由于疫情的影响改变公司的并购战略, 他们会

密切关注全球并购市场, 并进行相应的评估。另外, 
得益于今年 4 月以后铜价的上涨, 自由港麦克莫

兰、第一量子等近年来遭遇财务危机的铜资源公司

财务状况得到了缓解, 自由港麦克莫兰CFO在今年

九月中旬表示, 公司将不会考虑出售旗下资产及公

司股份。 
未来国内矿业公司在海外的并购竞争将会逐

渐加大, 铜资源的市场并购价也会随之提升, 获得

控制优质在产项目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中国未来

的海外铜资源投资更多的会集中于非洲等地区的绿

地和棕地项目, 但这些项目开发周期长、成本高、

风险大, 并且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铜资源消费国, 每年消费

全球近一半的铜, 但国内资源极为有限, 对外依存

度逐年攀升, 2019 年已经升至了 78%。2020 上半年, 
疫情影响下, 国际铜资源消费量萎靡, 中国消费量

逆势增长, 带动了国际铜价的“V 字形”反弹。后

疫情时代中国仍将是全球铜资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

驱动力。 
(2)中国是铜精矿和精炼铜第一大进口国, 并且

进口高度集中, 主要有来源于秘鲁和智利。受疫情

影响, 智利和秘鲁主要铜矿早期出现停工停产, 截
止到第三季度末已经基本全部复工复产, 整体产量

基本保持了稳定。后疫情时代, 虽然拉美主要铜资

源国矿区的疫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但国家疫情形

势仍不明朗, 未来仍存在着短期停产的风险。 
(3)受全球疫情影响, 中国积极推进内循环, 随

着西部地区大型铜矿的投产和增产, 国内铜矿产量

可能会大幅上涨 , 资源保障能力将得到一定的提

升。同时, 中国铜资源企业在非洲等地的新增产能

很多将在后疫情时代兑现, 未来铜的海外来源将更

加分散。 
(4)近年来, 中国铜资源公司通过海外并购综合

竞争力有所提高, 但相比于国际矿业巨头差距仍然

较大。在疫情期间, 矿业巨头们再次强调铜资源的

重要性, 同时遭遇财务危机的铜资源公司也并无抛

售项目的打算, 未来中国铜资源企业想要完成并购

的难度将会加大, 铜资源的市场并购价也会随之提

升, 市场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成熟的项目机会变少, 
中国铜资源公司会更关注早期的项目。 
4.2  建议 

目前,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海外铜资源开

发及投资风险正在逐渐加大, 为了保障中国铜资源

稳定供应,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国内铜资源

的勘查力度, 增加资金投入, 力争保障国内关键产

业铜资源的自给; (2)加强多边国际合作, 降低铜资

源的进口集中度; (3)给予在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相

应的政策和金融支持, 积极扩大海外冶炼产能, 打
通非洲铜资源上下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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