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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金属矿业正处于景气逐渐回升的阶段

数据来源：标普全球财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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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金属矿业在未来提高产出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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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所有的挑战本质上都是成本的增加

人力成本
矿山熟练工人缺乏，矿山工人工资上升幅度远大于通胀水平。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刚性成本 电力成本、海水淡化等成本都刚性上升。

社区因素

勘探成本

开发成本

民族主义

环保因素

社区和工会对矿业生产稳定的干扰逐渐增大，罢工、堵路等事件频发，增加矿山供应成本。

勘探难度增大。此前地质勘探工作者已经对全球近地表易勘探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未
来在近地表发现大矿的可能性将越来越低。同时，新发现资源的深度明显增加。

开发难度增大。已有大型矿山逐渐进入深部开采，很多由露天转井下。新建矿山井下开采比例
增加。矿山开发整体技术难度加大。

资源民族主义倾向。资源国政府希望最大限度从本国矿产资源开发中获益，或希望确保本国
资源由本国矿业公司开采。许多政府纷纷提高矿产资源开发的税收和矿业开采权利金。

各国对环保的重视使得矿业公司面临更加严格的管理，矿山开发和生产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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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资源品位下降明显，未来仍将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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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期看，金属消费的增长前景仍然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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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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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将成为带动金属消费新引擎

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第五代通信技术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新能源的发展较传统能源将消耗更高比例的金属原料；
据测算，5G技术目前中国5G基站已经建设超过35万个，2030年还要有十倍以上的扩张，达到500万个基
站，将带动以铜为代表的基本金属需求潜能；
纯电动汽车耗铜量可达普通燃油车4倍；新能源电动车电池技术将带动锂、镍、钴等金属需求爆发；下一
代汽车轻量化将带动铝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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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印度和东盟工业化最有可能成为接替中国的消费增长引擎

0

5

10

15

20

25

19
80

19
85

19
90

19
95

20
00

20
05

20
10

20
15

20
20

20
25

20
30

各
国

粗
钢

消
费

总
量

（
亿

吨
）

中国 印度 东盟

巴西 俄罗斯 其他

钢

0

1000

2000

3000

4000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各
国
精
炼
铜
消
费
总
量
（
万
吨
）

中国 印度 东盟

巴西 俄罗斯 其他

铜

印度（2000-2030）
铜从41万吨增长到579万吨，占全球15%
 铝从163万吨增长到891万吨，占全球10%

东盟（2000-2030）
铜从79万吨增长到330万吨，占全球9%
铝从123万吨增长到650万吨，占全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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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带一路”带动金属消费将不可限量

65个国家

44亿人
（全球63%）

21万亿美元
（全球29%）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
量的金属资源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极

大地带动沿线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大幅增加

其对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
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改善后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将进一步提高其对金属的需

求，形成利好金属消费的接替性发展。另外，中国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成
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各种金融支持体系，加大了对沿线国家资金的支持力
度，从而提升了这些相对贫困国家对金属及装备制造的支付能力。



中国五矿已经打造了非常完整的矿业金属产业链
中国五矿打通金属矿业领域从资源获取和矿山开发建设、金属产品生产运营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到产品流通的全产

业链，也是金属矿业领域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中国五矿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的金属矿产集团

中国五矿总资产、营业收入位列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

五矿国际是中国五矿海外资源开发与基本金属贸易的业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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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定做强金属矿业开发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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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铜产量排名 五矿国际在产矿山

图：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

图：澳洲罗斯伯里铅锌矿

图：刚果金塞维尔铜矿

图：澳洲杜加尔河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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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持战略定力，专注“中国强的”、“中国缺的”两大战略方向

“中国缺的”

战略定位：资源安全的保障者、“一带一路”的践
行者、“走出去”的先行者

优先发展铜、锌、镍等品种，在优先品种产量上跻
身世界一流。

“中国强的”

战略定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者、产业升级
的创新者

保持钨、锑产量全球第一，钴、锂、稀土产量跻身
全球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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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未来产业，适度扩大资源业务组合

新能源

镍

锂

铝

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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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与矿业协同发展助力业务增长

资源 贸易

五矿有色是矿业公司，也是全球
重要的基本金属贸易商，通过贸
易获取资源是实现公司资源战略
的重要手段。

五矿有色以贸易服务实体，优化
提升五矿全产业链资源配置效
率。

五矿有色期待与行业企业广泛合
作，携手共赢发展。

五矿有色“资源+贸易”双轮驱动发挥“1+1＞2”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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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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