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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资源现状与发展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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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世纪以来，全球矿业走出低谷，步入了新一轮矿业繁荣周期。铜作为一种重要矿种，在过去的十多

年里，经历了空前的繁荣，铜矿勘查开发投入屡创新高，国际铜价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强劲需求的带动下，走

向高位，甚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倾向，价格泡沫化严重。中国国内铜储量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高达7%=，外加国际

铜价虚高，对中国贯彻落实“立足国内，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市场”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文章较为系

统地总结了全球铜资源的总体发展态势以及中国铜资源的基本现状和特点，并对未来十年中国铜资源的供需形势

进行了预测，提出应立足国内，以地质找矿新机制为核心，加大后续勘探开发投入力度，将近十年来地质大调查查明

的铜资源储量转换为铜储量，提升资源保证程度。同时，针对国际铜价出现的重大转变，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

国家和铜产业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地质学；铜矿勘查；资源现状；需求预测

中图分类号：*8"<6>"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8#$>（$%"$）%# %7#% %7

!"#$%&’&()&*#*+&#",,-.-$(/0-"**1-",()2(//-11-&(+12-&

?@-A*BCD"E$E)’2/FBCGH4CD"E9@0FICGJK"EL’2/?4CDGMB"KCNF02OB"

P"Q9RS4454J+KHTS9RB:CR:UKCN,:U4IHR:UE(SBCKACBV:HUBTW4J/:4URB:CR:UEX:BYBCD"%%%<!E(SBCKZ$Q[:V:54;\:CT
,:U:KHRS(:CT:HE(SBCK/:454DBRK59IHV:WEX:BYBCD"%%%!7E(SBCK]

!3&*1#2*49BCR:TS:̂:DBCCBCD4JTS:$"TS(:CTIHWED54̂K5\BCBCDSKUD4T4IT4JTS:N45NHI\UKCN:CT:H:NKC:_
J54IHBUSBCDRWR5:Q’UKCB\;4HTKCT\BC:HK5R4\\4NBTWER4;;:HSKU:CY4W:NKRR:5:HKT:NU;::N4JBCV:UT\:CTKCN
N:V:54;\:CT4V:HTS:;KUTT:CW:KHUQ[I:T4TS:UTH4CDN:\KCNNHBV:Ĉ W(SBCKE0CNBKKCN4TS:HC:_G:\:HD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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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轮矿业周期始于4556年，主要由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所驱动，其强度和时间跨

度远超以往，故有“超级周期”之称（张新安，4557；

金 剑 华，4557；802(9)"%/，45:5； 施 俊 法 等，

45:4）。在矿业繁荣的背后，是国内大部分资源难以

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困境，资源瓶颈约束显著。西

方发达国家大多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曾经依靠

战争、实行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的崛起之路，对于中

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完全不可取。在整体和平、局

部动荡的时代，中国如何依靠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好

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市场，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强劲需求，实现和平崛起，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

时期中国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亟待审慎解决。

铜在用量上仅次于钢铁和铝，是一种关乎国计

民生的重要战略矿种。对此，本文拟从新时期全球

铜资源总体态势与发展趋势入手，探讨中国的铜资

源现状、形势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

供参考。

: 世界铜资源总体态势与发展趋势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45:5，45::，45:4）

估计，全球陆地铜资源量超过65亿吨，深海矿结核

中铜资源量约>亿吨。截止45::年，全球铜储量约

为?@7亿吨。其中，智利为:@7亿吨，秘鲁为5@7亿

吨，澳大利亚为5@A?亿吨，墨西哥为5@6A亿吨，美国

为5@6B亿吨，中国为5@6亿吨，印度尼西亚为5@4A亿

吨，俄罗斯为5@6亿吨，波兰为5@4?亿吨，赞比亚为

5@4亿吨，刚果（金）为5@4亿吨。此外，哈萨克斯坦、

加拿大、蒙古、菲律宾等国也有着丰富的铜资源。

总体来看，世界铜资源形势呈现出以下几个重

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铜资源分布广泛，储量高度集中

世界上几个主要大洲———北美洲、南美洲、亚

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拥有丰富的铜资源，但储

量却主要集中于智利、秘鲁、澳大利亚、墨西哥、美

国、中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波兰、赞比亚和刚果

（金）等:5多个国家，其储量合计占了世界铜总储量

的近A?C。

近十几年来，全球铜资源储量增长显著，从455:
年的6@D亿吨，增至45::年的?@7亿吨，:5年间增

长了:54@7C。各主要铜资源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其中，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最为突出，:5年间铜

储量分别增长至原来的:@:?倍、D@>倍和A@?倍

（;<=<，455:，45::）。

（4）采选技术进步，铜矿品位下降显著

当今世界，先进的勘查、开采和选矿技术逐渐使

低品位、难选冶的矿石具有了经济价值。铜矿在这

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铜矿类型主要有斑岩型、砂

页岩型、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型、岩浆铜镍硫化物

型、铁氧化物铜金型（EFG=）、矽卡岩型、脉型等，以

前D类 最 为 重 要，分 别 占 世 界 储 量 的BB@6C、

47@4C、A@AC和6@:C。

从:7世纪至45世纪上半叶，矿业公司开采的

主要是块状硫化物型、矽卡岩型、多金属矿脉型、交

代型以及砂页岩型铜矿。到了45世纪后半叶，在非

洲、西欧和加拿大东部等地区，上述类型铜矿山的产

量因资源枯竭而不断下降；得益于大吨位采掘和运

输机械的出现以及湿法冶金技术的发展，铜矿的可

利用品位大幅降低，尤其是储量可达上千万吨但品

位不到:C的斑岩铜矿，成为了勘查和开发利用的主

要对象。

据瑞典原材料集团（HI=）的统计，斑岩型铜矿

山的产量在全球铜矿山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7>B
年约为6DC，:7AA年上升为D>C，:77A年达到了

?4C；至45:5年，全球前十大铜矿山几乎全是斑岩

型。由此带来的是铜矿平均品位的下降，4555年世

界铜矿的平均品位已降到5@ABC，到455A年进一步

下降为5@>>C。可利用品位的降低，大大地增加了

铜矿资源量。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驱龙、美国的佩布

尔东、秘鲁的托罗莫恰等资源量达千万吨的斑岩型

铜矿的成功勘查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铜作为人类最早开发利用

的金属之一，优质高品位的资源已呈枯竭之势，铜矿

品位下降严重，铜矿勘查新发现难度加大，高品位矿

发现的难度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在近45年来的铜

矿勘查重大发现中，有平均品位信息的发现共计?4
个，其中，平均品位在:C以上的仅4D个，仅占总数

的6A@>C，平均品位在4C以上的就更少，只有B
个，平均品位为DC以上者仅:个。

（6）世界铜矿勘查预算大幅增长，但新发现却

有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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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金属经济小组（$%&）公布了相关的

统计数据以来，世界铜矿勘查预算保持着增长态势。

#’’(年以前，铜矿勘查预算在)亿美元的低位线上

徘徊，!""*年达到了*+))亿美元的小高峰。#’’(
年以后，随着全球固体矿产勘查预算的快速攀升，铜

矿勘查预算也大幅增长，于#’’,年达到了(’+)亿

美元的高峰。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

但#’!!年又再次创出(*+,-亿美元的历史高峰。

由于#’世纪后半叶全球矿产勘查工作的热潮

及多年积累，铜矿勘查在#’世纪"’年代经历了新

发现高潮期。在!""!!#’!!年期间，全球新发现大

型铜矿床新增铜资源量约(+-亿吨（$%&，#’’.，

#’’,；王绍伟等，#’’.），其中的大部分铜矿新发现

都是在#’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取得的，而近几年的勘

查效果并不甚显著。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铜矿勘查与其他矿种勘查

一样，面临着矿石平均品位下降、勘查成本上升等问

题；另一方面，据$%&历年统计，作为矿产勘查发现

主要推动力的草根勘查投入在过去十多年间有所增

加，从!"")年至#’!!年，其投入量增加了(倍多；

但是，在整个固体矿产勘查预算中，其比例严重下

滑。#’’#年以前草根勘查投入的比例在)’/上下

波动，而#’’#年 以 后 则 一 直 呈 下 滑 态 势，#’’)!
#’’*年基本维持在-’/左右，#’’,年降为(./，

#’’"!#’!!年在((/左右的低位徘徊。据统计，近

年来，铜矿勘查的投入在当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预

算中的比例约为#’/。按此计算，铜矿草根勘查投

入占全球固体矿产勘查预算的比例仅为.+./。这

也就不难解释近几年来铜矿勘查大幅增长而勘查效

果却不甚显著的现象了。

（-）世界铜矿开发投入大幅增加，铜矿山产能

提升较快，但产能利用率呈下降趋势

根据0$&多年来对全球矿业开发投入的跟踪

调查研究，全球铜矿开发投入从#’’#年开始进入快

速上升时期：#’’#年仅为#-’亿美元，至#’!!年已

接近!,’’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年间增长了.)’/
以上（%12344567689714456，#’!’，#’!!）。

从全球铜矿山的开发情况来看，在#’’!!#’!’
年的!’年里，新投产的产能在#+)万吨／年以上的

铜矿山有-#座，共计新增产能(!*+*-万吨／年，年

均增长(!+**万吨。但铜矿山产能利用率却呈下降

态势。以#’’)!#’’,年为例，全球铜矿山产能增长

了!!/，但矿山铜产量的增长率却一直徘徊在(/

的低位水平上，全球铜矿山产能利用率连续-年下

降，从 #’’) 年 的 ,,+"/ 下 降 到 了 #’’, 年 的

,(+!/，到#’’"年更是降至,!+)/。由此带来的是

矿山铜产量的微幅增长，#’’’年全球矿山铜产量约

为!(#-+.)万吨，#’’"年为!)"’万吨，#’!’年为

!.#’万吨，!’年间仅增长了约##+(/。

（)）世界精炼铜产消量基本平衡，溶剂萃取电

积工艺生产的精炼铜产量大幅增长

世界精炼铜产量在!".’年不到)’’万吨，!""’
年首次突破!’’’万吨的关口，至#’’!年达到!))*
万吨，#’!’年 达 到 了!"!.万 吨（:51;8<=1>7=5?
$>@7;A@7@24@234，!""’，#’’’，#’!’，#’!!；BCA&，

#’!’）。其中，溶剂萃取电积技术（ADE%:）自#’世

纪.’年代出现并开始应用以来，其生产的精炼铜的

比例明显上升，从#’世纪.’年代末的不足!/，升

至#’’"年的!,/。#’’"年，全球精炼铜产能增加

了,-万吨／年，使得总产能提升至#(.’万吨／年。

在该年度增加的产能中，大约有(’万吨／年的产能

属ADE%:工艺生产。

从#’’’年至#’!’年，世界精炼铜产消量呈同

步增长态势，且总体上保持平衡。从各年供需对比

来看，#’’!年、#’’#年、#’’.年、#’’,年和#’’"年

供过于求，#’’!年产消盈余量最大，达",+"*万吨，

其余年份，为供不应求，其中，#’’-年产消缺口最大，

为,-+-#万吨。

（.）国际铜价屡创新高，高位震荡加剧

从!".’!#’!’年伦敦金属交易所（9$%）(个

月期货铜的年度可比价格（以#’’)年不变美元价计

算）变化来看，9$%铜价大致经历了#个高峰期：第

!个高峰期出现在#’世纪.’!*’年代，铜价在

)’’’!*)’’美元／吨的高位徘徊，之后，震荡走跌，

#’’!年前后跌至约!.’’美元／吨的低位；#’’(年，

铜价开始回暖，并以超常的速度攀升，至#’’,年达

到.#-*美元／吨的高位，#’’"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

的影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挫，跌至-*’.美元／

吨，但#’!’年又迅速恢复并超过了#’’,年，达到

.**"美元／吨，至#’!!年更是创下了*.#!美元／吨

的历史高位。

从更深层面来看，国际铜价体系正在发生或已

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伴随着对铜资源的高需求，国

际游资特别是大型金融资本以此为借口，加速进入

铜市场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致使传统的供需关系出

现反转，铜价与库存双双攀升，价格泡沫化严重。这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种金融资本进入大宗矿产品市场，与铜资源的强强

结合，使得铜资源的资本化／货币化特征越趋明显。

同时，!""#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开启的货币巨量

流动性叠加在炒作因素之上，致使国际铜市变得更

加复杂，震荡幅度明显加剧。因此，近几年内国际铜

价维系高位、震荡加剧的可能性很大。

总体来看，世界铜资源总量丰富，资源潜力巨

大，但各国保证程度不一。!"$"年世界铜储量为

%&’亿吨，如果按!"$"年世界铜矿山产量$%!"万吨

计算的话，世界铜储量的静态保证年限为("余年。

由于各国储量不等，开发利用程度不一，所以，其保

证程度也不一样。以!"$"年世界十大主要铜储量

国为例，智利的静态保证年限为!#年，美国为)!
年，澳大利亚为’%年，墨西哥为$(%年，秘鲁为*!
年，印度尼西亚为)+年，俄罗斯为($年，波兰为%"
年，赞比亚为!#年，中国最低，仅为!%年。

然而，应该注意：一是从!""$年到!"$"年世界铜

储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而矿山铜产量的年平

均增长率才$&’,，即铜储量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产

量的增长速度；二是还有许多国家有丰富的铜资源，

如刚果（金）科尔韦济等(个矿床铜资源量就有$&!%
亿吨，菲律宾坦帕坎等)个矿床的铜资源量就有!%+"
多万吨。其他如我国周边的蒙古、乌兹别克斯坦、阿

富汗、巴基斯坦也有大型或特大型的铜矿床。由此不

难看出，世界铜矿资源的保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 中国铜资源现状、形势与挑战

!-" 中国铜资源现状与主要特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实

施，国家加强了对铜资源勘查投入的力度，铜矿勘查

取得了很大进展，发现了许多新的铜矿床。据统计，

近十年来，中国查明铜资源储量由!""$年的%’$*
万吨上升至!"$"年的#"($万吨，上升了$%&!,。

但由于产量增长过快，后续商业性矿产勘查工作明

显滞后，致使中国铜储量由!""$年的$’(!万吨下

降至!"$"年的$"’*万吨，下降幅度达()&+,。

总的来看，!$世纪的头十年，中国铜资源呈现出

下列重要发展趋势与特点：

（$）虽然全国地质大调查以来，铜矿勘查取得

了丰硕成果，查明铜资源储量有所增加，但由于勘探

不足，开发强度大，故铜储量大幅下降。

（!）全国铜储量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区，仅江西、安

徽、黑龙江)省就占了中国铜储量的((,。而中国的

铜资源量则主要集中在西部，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

古(个省区的铜资源量就占了全国铜总资源量的

+!&#,。未来数年，中国的铜资源重心必然西移。

（)）贫矿多，富矿少。!"$"年铜的查明资源储

量中，./含 量（质 量 分 数）大 于$,的 富 矿 仅 占

!$,；若以其中的基础储量来看，./含量（质量分

数）大于$,的富矿占!(,；若以资源量来看，./含

量（质量分数）大于$,的富铜矿也仅为)’,。

（(）铜矿资源保证程度低。虽然中国铜查明资

源量不少，但储量不足，铜储量只占铜查明资源储量

的$)&%,，储量的保证程度相当低。进入新世纪以

来，中国铜矿储采比直线下降。若按当年的保有储

量和 国 内 铜 精 矿 产 量 计 算，!""$年 的 储 采 比 为

))&"%，!""+年降至!$&)#，!""’年只有$)&’’，!"$"
年则更低，仅为#&%(。

（+）中国铜矿的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在现有的

查明资源储量中，已开发利用的占(#&$,，可规划利

用的占)’&#,。若以基础储量来看，已开发利用的

占%+,，可规划利用的只有!",。条件较好的后备

基地严重不足。西部地区虽然勘查取得了很大进

展，但勘探程度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

开发利用难度较大，短期内难以提高中国铜矿资源

的保证程度。

!#! 中国铜资源产消量双双攀升，供需缺口持续

扩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铜精矿和精炼铜产量在!"世

纪’"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
!"$"年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铜精矿产量从

!"""年的+’&!%万吨迅速攀升至!""#年的$"*&%$
万吨，!""’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回落（$"(&(万

吨），但!"$"年又快速回升，创下$!*万吨的历史新

高，十年间产量翻了一倍多。精炼铜产量从!"""年

的$)*万吨一路飙升到!"$"年的(+*万吨，增幅高

达!)),。

从中国铜精矿产量的分布来看，!"$"年铜精矿

主要产于江西、云南、内蒙古、安徽、新疆、甘肃、四

川、湖北、青海、山西等$"个省区，产量合计达到了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表$）。就精

" 本文所谓的铜消费量均为表观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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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较快，至!"!"年可能达到#""万吨，十年间产

量近于翻番。消费量从!"$"年的%#!万吨预计上

升至!"!"年的近$&""万吨，增幅近#"’。这与中

国国内相关研究对铜资源需求顶峰的预测基本一

致：!"!"年前后，中国的人均()*将突破$+"""美

元，届时，中国的人均铜消费增幅降为零，铜需求量

将比 目 前 增 长 近$倍（王 高 尚，!"$"；陈 其 慎 等，

!"$"）。

按此预测结果，未来十年内，中国精炼铜供需缺

口将继续保持扩大态势，至!"!"年，精炼铜缺口可

能扩大至+""万吨左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次

预测只是依据中国过去+"多年间铜资源相关产品

的历史数据进行的样本外预测，其预测结果隐含了

过去几年中国快速增长的铜资源需求趋势。

在当前欧美债务危机、地缘政治等重大事件或

因素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背景下，中国

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而且，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将持续降温并保持相对稳健的

增长，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铜资源需求增速的持续放

缓。到!"!"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将更为健康，

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将得到优化，铜资源需求不会

出现如过去几年那样的爆发式增长。同时，在中国

实行“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

四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下，广阔的国土面积

加上$,亿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在全面实现现代

化过程中对铜资源的需求长期保持旺盛态势。铜资

源需求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需求的回落，因此，即

使中国的铜资源需求在达到顶峰之后，也会维持多

年的需求高位。据此可粗略预测，中国对铜资源需

求的明显回落估计要至!","!!",&年才会到来。

, 对策与建议

（$）立足国内，以地质找矿新机制为核心，继续

加大投入，加强后续勘探工作

在!$世纪的头$"年内，中国查明铜资源储量

从!""$年的+#$+-./万吨增至!"$"年的."/"-%/
万吨。按目前年产百万吨铜精矿（含铜量）的水平，

查明资源储量可供使用."年。然而，中国现有可供

开采的储量却是严重不足，由于开发强度大，储量从

!""$年的$#/$-.%万吨降到了!"$"年的$"#%万

吨，静态保证年限不足$"年。由此可见，中国面临

的并非铜资源不足的问题。相反，中国有着丰富的

铜矿资源及成矿潜力，只是后续勘探工作没有到位，

导致储采比连年下降。

对此，需树立信心，坚定信念，立足国内，按照

“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的地质

找矿新机制要求，继续加大地质调查投入，加快地质

勘探工作，完善勘查资金的使用，将资源量变为储

量，提高可开采储量的保证程度。

（!）继续开展资源外交，开创多元化国外资源

利用格局

为保证铜资源进口的安全性，必须实施铜资源

多元化进口策略。这就需要更多地支持和鼓励国内

有实力、具规模的矿业企业“走出去”，以参股或控股

的方式获取国际优质铜矿资源。目前，国际铜资源

市场垄断特征尚不明显，在市场机制较为完善、资源

分布较为广泛、国家民族主义抬头等一系列因素的

制约下，铜资源市场出现高度垄断的可能性较小，这

就为中国矿企走出去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铜资源进口多元化的格局

正在形成。在!"",!!""#年的%年间，中国前十大

铜精矿进口国的进口量之和占当年进口总量的比

例，已从#+-+’降至了.!-.’。中国在赞比亚的谦

比西、巴基斯坦的山达克、阿富汗的艾纳克、秘鲁的

特罗莫克等地的铜矿已取得了成果，!"$&年前可形

成产能（金属量）合计约$!!-+万吨／年。同时，应注

意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巴基斯坦、菲律宾、蒙古等，有着丰富的铜矿资

源，可以更多地开展合作。从!""#年的统计数据来

看，中国以周边为重点的资源外交初见成效，蒙古、

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老挝等国已成为当年中国前十

大铜精矿进口来源国。

（,）国际铜市发生重大转变，需利用市场机制

实现利益最大化

针对国际铜资源市场存在着的金融资本过度炒

作、价格虚高、泡沫化严重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充分

利用上海期货交易所（0123），以中国需求为依托，

通过市场化手段，逐步增强和掌控国际铜价话语权。

目前，0123已成为全球继伦敦金属交易所（453）

和纽约商品交易所（67538）之后的第,大铜交易

平台，且其地位还在不断上升。“中国需求”是新世

纪全球矿业发展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也正是

这种强劲的高需求，使得国际大型金融资本强势进

入矿业市场，导致矿产品价格大幅上扬，泡沫化严重，

国际铜市尤其如此。这对于中国铜资源近%"’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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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依存度而言，非常不利。这就需要转变思路，充分

借鉴和发挥上海期货交易所这个大平台，将“中国需

求”更多地纳入到上海期货交易所铜价的定价体系

中，增强国际铜价定价的话语权，变不利为有利。

另一方面，及时开展铜资源替代品的研究。铜

价高企!是危机，但也更是重大转型的机遇期。铜价

的高企会使产业成本上升，终端产品在市场上难以

通过提价来转移铜价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从而

导致下游消费市场为降低成本转而寻求在铜产品上

减少金属使用量或直接使用替代品。据安泰科市场

调研结果，若中国国内铜价高于!万元／"，消费市场

就开始考虑铜的替代品；当铜价达到#万元／"以上

时，铜的替代品市场需求旺盛，而当铜价回落至$%!
万元／"时，铜替代品的竞争力大幅降低，铜的需求

又会增长（邹建成，&’((）。从&’((年)月至&’(&
年)月中国国内铜价的表现来看，主要在!%!"#%!
万元／"的区间内震荡。未来几年内，铜价继续高企

的可能性很大。可见，铜产品的替代需求正有逐渐

增长之势。铜替代品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且早有产

品进入市场并投入应用，如光导纤维替代铜线，但这

种替代行为是不受价格因素主导的科技发展新材料

的替代。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铜替代品市场逐

渐兴起的情况下，急需开展以价格主导的铜替代品

研究，着力改变铜资源的消费结构。这不仅是应对

铜价高企，更是保障铜资源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

（)）抓住时机，提升铜资源战略储备水平

&’’*年前后，国际铜价受&’’+年金融危机的重

创，挤出了铜市中的大泡沫，铜价理性回归。同年，

中国铜产品进口在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大幅增

加，其中就有铜资源储备力度加大的贡献。据预测，

&’(,"&’()年可能是铜价下调的又一个重要窗口

期。这就为中国增加铜资源战略储备提供了良好的

外部环境，相关部门可利用此次机遇，增加铜资源进

口量，提升铜资源储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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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高企”即指价位持续停留在较高的位置不落，且有再升高的可能，常用于金融、股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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