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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二季度，有色金属产

业景气度略有回升，盈利

状况有所改善，但企业间

明显分化。我们初步判

断，三季度及下半年我

国有色金属产业有望继

续平稳运行，增速保持

8%左右。但是，在不确定

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行

业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

二季度有色金属产业景气度
略有回升。我们预计，三季度，保持
产业平稳运行的经济环境将继续
得到改善，有色金属行业的运行有
望进一步企稳。

首先，国内外需求有望趋好。
国际市场对有色金属需求预计呈
缓慢复苏的态势。我国出台的一系
列稳增长政策的效果也将逐步显
现，流动性约束有所缓解，三季度
及下半年经济发展有望企稳。随着
国家陆续出台的“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一系列重
大战略决策及国内铁路基建、新农
村建设的投资项目的逐步实施，国
内家电、建筑、房地产等下游产业
运行或有所改善，有利于拉动有色
金属的需求。

其次，制约有色金属生产的原
材料、电力供应及运输环境较为宽
松，有利于有色金属企业维持正常
生产。国际铜精矿原料供应比较充
足，加上我国新建、扩建铜冶炼产
能陆续投产，二季度企业检修后复
产，预计三季度及下半年我国铜冶
炼企业生产仍保持增长的态势。我
国氧化铝生产企业铝土矿库存及

供应比较充足，三季度及下半年氧
化铝企业维持正常生产问题不大；
电解铝企业具有成本优势的新增
电解铝产能陆续投产，国家电力体
制改革方案出台实施，部分高电价
的电解铝产能用电成本有所缓解，
再加上电力、氧化铝等供应总体充
足，原料及产品运输条件较为宽松
等因素，预计三季度及下半年电解
铝产量仍可保持一定的增幅。

第三，产业结构有所优化。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
及新材料生产和需求将保持较快
增长。尤其是内螺纹铜管等高档次
的铜加工产品，高档次交通用铝材
及附加值高的节能环保、航空航
天、交通运输、医疗器械、电子信息
等新材料生产保持增长态势。生产
高档次铜、铝深加工产品的大型民
营企业已成为有色金属产业稳增
长的重要力量。

第四，有色金属企业深入认识
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有色金属
企业注重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实施混合制经济
改革，企业管理水平以及预防、管控
经营风险的能力也明显提升。

我们初步判断，三季度及下半
年我国有色金属产业有望继续平
稳运行，增速保持 8%左右。但是，
在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有色
金属产业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一是有色金属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资金紧张的问题突出。过去，
仅是中小民营企业反映融资难、融
资成本高，现在国有企业也出现被
抽贷等问题。

二是国内外市场有色金属供
大于求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变。尤其
是电解铝产能过剩、生产偏热、扩
大消费政策措施滞后，价格成本倒
挂，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更为突
出。在现有市场格局下，需求的增
长跟不上生产的增长。因此，国内
外有色金属市场需求疲软状态还
将持续一二年时间。

三是价格下行的压力加大。7
月上旬，国内外市场有色金属价格
再次出现大幅度下跌。国内铜价已
跌破 3.8 万元/吨关口；铝价跌至十
年来低位，均已接近或跌破国内生
产企业的成本线。黄金等贵金属及
稀 有 金 属 价 格 总 体 也 呈 下 跌 的
态势。

展望三季度，有色金属价格有
望呈现阶段性企稳并呈分化走势。
受美元指数波动及美国加息预期的
影响，有色金属市场存在极大的不
确定性。国内家电、建筑等下游行
业在二季度稳增长政策加码的情况
下或将有所改善，提振对有色金属
的需求。

在价格小幅回升及稳增长需求
进一步回暖的格局下，三季度有色金
属产业景气度将有所回升。在未能
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情况下，经模型

测算，2015 年三季度与四季度中经
有 色 金 属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为 97.5、
97.4，预警指数分别为70.0、70.0。

二季度有色金属行业企业景气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反 映 企 业 家 对
2015 年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
的预期指数为 108.3，比反映二季
度企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出 5.0 点。这表明，企业家预计有
色金属行业在 2015 年三季度将继
续有所回升。分指标来看，有色金
属行业的下游需求有望保持平稳增

长：二季度订货“增加”及“持
平”的企业占 74.3%，比一季度上
升 0.4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行业的
用工需求也会在三季度延续平稳增
长态势：二季度，用工计划“增
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85.4%，
比一季度略降 0.3 个百分点。同
时，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增长或将
在三季度继续下降：二季度，投资
计划“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71.6% ， 比 一 季 度 下 降 2.1 个 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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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国内有色金属需求

格局出现分化，铜铝等大宗基

本金属需求状况相对较好，稀

有金属如钨钼、稀土却遭遇了

近年来异常严峻的市场形势。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缓解相关企业的经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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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钼金属及稀土属于稀有战略金
属，市场价格长期高位运行，但自 2014
年以来，其国内下游需求明显减弱并导
致其价格持续下滑。2014 年国内钼铁均
价同比下降 10.17%；黑钨精矿价格同比
下降 16.5%，稀土价格的平均下滑幅度
更大。进入 2015 年后，钨钼及稀土市场
价格不仅未能止跌，反而继续下跌并不
断创出历史新低。二季度，不少国内从事
低品位钨钼及稀土矿产资源开发的企业
已处于亏损或亏损边缘。

在此背景下，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缓解钨钼及稀土相关企业的经
营困难。财政部首先对钨钼及稀土的出
口关税进行调整，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
取消对钨钼及稀土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目前我国对钼铁、钨铁等钨钼主要出口
产品征收 20%的关税，对稀土产品普遍
征收 25%的关税，因此关税征收取消后
将显著增强相关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1 日
起，将稀土、钨钼的资源税征收方式由从
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按照不增加企
业税负的原则合理确定税率，实际将降
低企业税负。并将稀土及钨钼的矿产资
源补偿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相关价格
调节基金。二季度针对钨钼、稀土等稀有
金属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可谓力度空前，
对于缓解相关企业当前面临的严重经营
困难有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在一年前我国
因对稀土和钨钼实施出口配额管理措施
被世贸组织裁定违规，不得不放弃实施
多年的出口配额制度。当时市场还普遍
担心，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稀有金属资
源可能加速流失，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国
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钨钼和稀土出口
大幅下降。与铜铝等基本金属有所区别
的是，钨钼和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总体
需求量较少，在经济下行期时，其需求量
的收缩将明显强于传统基本金属。

近期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和减负措
施，虽然有利于刺激国内企业扩大出口
并缓解企业经营压力，但是，鉴于稀土和
钨钼资源都是具有较高战略价值的稀有
金属，着眼长远来看，相关措施对于国内
稀有金属资源保护和集约利用的作用值
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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