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有色企业的战略转型

与国际化发展 

江西铜业总经理   吴育能 



一、新时代有色企业发展形势 

二、有色企业实现战略转型的措施 

三、有色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途径 

目      录 



 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带领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 

 我国有色行业发展形势:外部环境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内部发展面临产能过剩、结构粗放、成本攀升、内

需乏力、盈利困难等问题。 

 有色企业亟需战略转型和国际化发展，点燃创新发展新引擎。 

 

一、新时代有色企业发展形势 

战略转型 国际化 有色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 



1）内部改革：着力推动三大变革 

2）外部拓展：推动三个应用转型 

3）统筹发展：建立三大人才队伍 

二、有色企业实现战略转型的措施 

四个转变 

三种途径 

 从扩大生产规模向提升盈利能力转变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从粗放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 

 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到全球布局转变 



1. 内部改革：经营管理创新 

三大变革 

战略路径 

其次，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全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

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首先，要根据新时代的新特点，理清战略

定位和主要实施路径。以江铜为例，顺应

形势并结合自身实际，江铜提出要打造世

界一流企业，并提出了实现资源储备、产

品影响力、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核心指

标“五个一流”，打造绿色发展、国际化

经营、提质增效、人才建设、党建创新

“五大样板”的战略路径。 



1.内部改革：科技创新 

 推进智能制造：积极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推进智

能矿山、数字矿山、智能冶炼及智能加工制造，坚持两化融合发展。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加强基础性、前瞻性、引领性课题和关键性技术

的研发，实施企业重大科技专项，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加强采选冶加关键技术及新型材料研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充分利用科研平台：建立和完善企业研究院、企业科技研发中心、博士后

及院士工作站，与外部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等。 

 营造创新氛围：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技能比赛、组织培训、树立榜样、

广泛宣传等多种方式，打造学习型组织，营造全员创新环境。 



1.内部改革：绿色发展 

 推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推进尾矿、熔炼渣、废水、

废石、废气等资源综合利用，推进有色行业与环境保护的融合发展。 

 

 健全低碳有色发展体系。遵循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

可再生率最大化原则，建立健全有色金属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 

 

 2015 年有色金属行业废气排放情况 

  
废气总排放量 
/亿立方米 

二氧化硫 
/万吨 

氨氮化物 
/万吨 

烟粉尘 
/万吨 

有色矿采选业 919.9 1.5 0.4 2.4 

有色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9807 120.9 32.7 39.1 

合计 40726.9 122.4 33.1 41.5 

全国 685190 1401 1088 1108 

占比 5.94% 8.74% 3.04% 3.75% 

 积极参与全球前沿课题研究。积极参与国际矿业公司、国际行业组织研究，

布局推进矿山开采零废弃物排放、有色金属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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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五”再生金属供应比重要明显提升 

2015年实际 2020年目标 来源：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1.内部改革：绿色发展 

 持续推进节能减排。逐步更换现有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设备及技术工艺。

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推进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全面达标排放、推广节能

产品的应用。加强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加强过程控制、强化末端治

理、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起一整套覆盖矿产开发全流程的环保体系，不断

提升冶炼综合回收率，降低能耗水平。 

 加快再生资源利用。加快发展有色金属再生循环利用产业，推进城市矿山建

设，提高再生金属利用水平。顺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再生资源利用海

外布局。 



 推动 “高、精、尖”产品研发和推广，提高产品品质，提升国内及全球市场

占有率，抢占制定全球行业标准制高点。 

 推动开发新材料：新能源、5G、AI等技术革命催生了对高端领域材料的需求

，如铜行业对精密铜板带、高性能铜箔、高端合金板带等需求快速增加。 

 推动拓展新应用：寻求政府部门支持，并与国内外、上下游相关协会建立广泛

合作，着力推广新应用。以铜为例，推广建筑用铜水管、海水养殖和集中供热

等领域用铜；加快高强高导铜合金材料、超高纯无氧铜丝线材、铜铝复合材、

超细铜合金丝材在高端功能元器件和先进电力装备等领域应用。 

新的应用市场及其用铜量  
---建筑热交换系统 
主要产品包括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平板太阳
能集热器、铜制散热器等。2020年建筑热管
理产品铜用量预计超过14万吨. 
 

2.外部拓展：应用转型的三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
人才。” 

 

 完善用人、育人机制和留人文化。从招聘、培训、管理、考核、选拔等多方
面入手，完善制度保障；打造尊重人才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提升人才
的归属感和创造性，增强文化保障。弘扬工匠精神。建立三大人才队伍。 

 

资本运作人才 

 

国际经营人才 

 

科技领军人才 

建立三大人才队伍 

3.统筹发展：建立三大人才队伍 



 科技领军人才：具有推动重大技术革新的科技领军人才。 

 

 国际经营人才：具有世界眼光熟知国际规则的国际经营人才。 

 

 资本运作人才：具有把握行业趋势和战略开拓能力的资本运作人才。  

3.统筹发展：建立三大人才队伍 



1）加强对外合作，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2）完善全球布局，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3）强化标准支撑，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有色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途径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强海外资源开发和产品销售，充分发挥

我们在采选冶和加工等方面的优势，推动金属精深加工产品、先进

装备、先进技术服务、工程总包等方面走向国际市场。 

引进来 

走出去 

1.加强对外合作，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引入战略合作者，在资源开发、关键技术研发、产品销售、国际化

经营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培育和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紧跟一带一路战略，加快产能国际化布局。推动矿产资源开发，提升资源

保障能力。推动冶炼、加工、再生利用和技术服务向具备需求、成本和资

源优势的地区转移。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和合作园区。 

 加强海外平台建设，提升本地化经营能力。建立海外投融资平台，提升融

资能力。建立全球销售和业务拓展平台，整合资源提升经营效率，深度融

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制造处在“微笑曲线”底部区域 

2.完善全球布局，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不断强化中国在行业标准、贸易规则、定价权等方面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有色

行业全球竞争力。 

 加强新装备、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

加大中国标准国际化推广力度，推动相关产品认证检测结果的互认和采信。 

 提升中国有色市场的定价中心地位。顺应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积极

参与以人民币计价的、以国内期货交易所为定价基准的跨境业务，提升中国有色

市场的全球定价中心地位。 

 参与完善国际贸易规则。鼓励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升行业集中度和全球市场定

价能力。加强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鼓励在行业协会等引导下参与国际市场

谈判。积极推动优化国际贸易规则，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3.强化标准支撑，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