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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 伟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3 月 份 以 来 全 球 铜 价 持 续 走
高，而截至北京时间 3月 16日
凌 晨 ，国 际 铜 价 更 是 升 破 了
9000美元/吨关口，引发资本市
场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表示，铜价走高，
一方面是因为高品质铜矿山减
少，冶炼端增产不易，导致铜供
应偏弱；另一方面，电动汽车兴
起，电气设备更换周期来临，对
铜需求逐步增长。

《证券日报》记者多方采访
了解到，从整个铜产业链来看，
上游采掘企业正在抓紧时机掌
握矿山资源；中游冶炼企业主
抓多产铜、降能耗，压缩供应链
综合成本；下游用铜企业积极
采取套期保值、长单锁价的方
式，平缓价格波动；亦有拆解报
废、资源再生企业入局寻求商
机，共同迎接铜市景气周期的
到来。

铜市开启景气周期

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
月16日凌晨5点，纽约商业期货
交易所挂牌交易的COMEX铜当
月 连 续 合 约（HG00Y）报 收 于
4.121美元/磅，当日上涨1.87%，
按此换算，国际铜价已经升破
9000美元/吨关口，达到9085美
元/吨。

3月份以来，该主力合约已
脱离3.8美元/磅的平台，一路上
升至4.1美元/磅附近，累计涨幅
约为7.89%。国内铜价表现同
样强劲，进入3月份以来，沪铜
主力连续合约也走出一轮上升
行情，自68000元/吨的平台上涨
至 73290元/吨，累计涨幅约为
7.78%。

财信期货投资服务中心负
责人苏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供应端来看，
国际高品质矿山资源持续减
少，冶炼端产能扩产不易，限制
了铜的供应能力。从需求端来
看，电动汽车、光伏、风电等产
业兴起，用铜量明显增长，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用铜量也有上升。从货币
政策来看，发达国家降息预期
强烈，大宗商品市场存在牛市
预期，部分贸易商及终端企业
已在抓紧备货。

“从COMEX铜各个月份合
约的价格分布来看，合约价格
逐月走高，成交量分布均匀。
这表明，国际铜市的各交易方
认定供弱需强的客观事实会长
期存在，并非只受发达国家降
息预期的短暂情绪影响。”苏
斌说。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院长曹二保表示：“从需求角
度来看，我国近日还提出推动大
规模设备以旧换新相关政策，且
家用电器、厂用电机、农用电网
等也存在一定的增量需求，共同
推动铜需求走高。此外，我国是
铜消费大国，铜价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我国制造业微观层面的活
跃度。”

铜产业链积极行动

铜价上涨也引起了产业链
上诸多企业的高度重视。在产
业链上游的采矿环节，多家企
业主动寻求高品质矿山资源。
3月15日，中矿资源公告称，拟
现金收购赞比亚的铜矿项目；3
月2日，北方铜业公告，目前正
在积极推进铜矿峪矿现有采矿
权底部80米标高以下深部资源
勘探，以进一步延长服务年限；
株冶集团、金贵银业也先后启
动了找矿工作，在国内寻求高
品质矿山资源，力图实现主业
之外的第二增长极；2月下旬，
藏格矿业公告，参股公司西藏
巨龙铜业有限公司收到西藏自
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
巨龙铜矿二期改扩建工程项目
核 准 的 批 复》（藏 发 改 产 业

〔2024〕104号），预计2025年底
建成投产，并计划实施三期工
程，若项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
批准，最终可望实现每年采选
矿石量约2亿吨，成为全球采选
规模最大的单体铜矿山。

在 产 业 链 中 游 的 冶 炼 环
节，国内多家冶炼企业将降低
能耗作为主要任务，向着“多产
铜、降能耗、压缩供应链综合成
本”的目标不断奋进。2023年，
铜陵有色在主产品产量大幅攀
升的同时，能源消耗总量不增
反 降 ，铜 冶 炼 综 合 能 耗 下 降
6.9%；2023年上半年，江西铜业
推进节能降碳管理，上半年总
能耗同比下降1.39%，外购电量
总体下降近1800万度；2023年
上半年，云南铜业旗下的西南
铜业通过优化配料，强化工艺
控制等方式，实现粗铜综合煤
耗同比下降35.1%，燃煤使用量
下 降 4230 吨 ，降 低 碳 排 放 量
10670吨，云南铜业旗下的易门
铜业实现粗铜综合能耗同比下
降6.1%，综合能耗降低441.2吨
标 准 煤 ，减 少 碳 排 放 量 约
1104.9吨。

在产业链下游的用铜环节，
多家企业正积极应对铜价上涨
带来的成本波动，通过套期保
值、长单锁价、战略库存等方式，
锁定成本实现收益。特变电工、
金田股份、福立旺、百利电气等
企业均表示，已经开展套期保值
业务，并安排专人负责收集市场
信息，定期召开行情研判座谈
会，讨论和制定套期保值的具体
措施。金杯电工、华菱线缆、长
缆科技等企业表示，公司对铜价
上涨已有一定预期，目前在手原
料库存充裕，并有一定比例的战
略库存。

华翔科技是一家电气设备
生产企业，今年以来该公司收
到大量订单，正发力耕耘农村
电网改造和老旧城区更新市
场。公司副董事长罗永青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铜价上
涨对我们而言并非完全是坏
事。铜价上涨表明电气设备生
产行业趋于活跃，大家有订单，
有活干，能开工，才会主动去买
铜，铜价才会上升。对于接下
来的经营，我们要认真研判市
场行情，做好套期保值、长单锁
价、战略库存，以多种方式对冲
风险、锁定成本，迎接市场景气
周期的到来。”

另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通过长单锁
价是另外一种可选的风险对冲
方式。例如，灿能电力、亿能电
力等电气设备生产企业，已经通
过和上游经销商签订长期供货
协议，部分锁定了铜价波动幅
度 ，可 更 为 灵 活 地 安 排 生 产
计划。

回收企业主动入局

在铜价上涨的过程中，从事
资源回收的小微企业也察觉到
商机，主动加入到再生铜的队
伍中。

湖南省废旧物资交易大市
场是湖南地区交易规模最大的
废旧物资集散地，也是全国12
个国家级大型废旧物资市场之
一。该市场经升级改造后，现
在不仅能回收多种资源，还可
以提供评估、报价、鉴定等多种
服务，覆盖了钢铁、有色金属、
家具、建材等多种废旧物资，而
废 铜 正 是 其 中 的 热 门 品 种
之一。

蓝天资源回收店店长江化
龙向记者表示：“我们从湖南长
沙的一家门店起步，今年在长沙
已经有18家门店，分类回收业务
规模步步上升。特别是在铜价
上涨的过程中，再生金属企业对
报废家电、废旧电缆、淘汰设备、
报废汽车中的铜回收十分关注，
也对我们的渠道和队伍颇为认
可。”

“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门的
回收队伍，通过走访工矿企业、
汽车门店、家电卖场等方式，获
得了稳定的废铜供应来源。一
台报废汽车可回收约20公斤铜，
一台报废电冰箱可回收5公斤
铜，一吨废旧电缆中有70%是
铜。这些报废物资都是放错了
位置的宝藏。”江化龙说。

据悉，与蓝天资源回收店有
类似业务的小微企业，在全国12
个国家级大型废旧物资市场里
比比皆是。经由它们回收的废
铜正源源不断地送往铜产业链
中游的冶炼企业，经过冶炼加
工，这些再生铜将被供应给用铜
企业。

国际铜价升破9000美元/吨
产业链企业迎接高景气周期

本报记者 龚梦泽

3月 16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
坛（2024）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巩
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为
主题。

此次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郑栅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
德、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张雨东、商务部
副部长盛秋平、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秦海翔等分别介绍了各自部门 2024年
有关汽车产业的工作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主
旨发言中表示，我国培育形成了较为完
备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
车市场，去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口
量再创新高，产业发展实现了新突破、
迈上了新台阶。总体而言，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任重道远但前景光明、空
间广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采取更多
务实举措，支持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发
展，与有关方面共同谱写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将处于
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进入新阶段，攻坚突
破的困难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大。作为行
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
忠德表示，将从四方面赋能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坚持创新驱
动，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
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二是完善政策体系，遏制盲目投资和重

复建设，健全落后企业退出机制，开展集
团化管理试点；三是加大推广力度，研究
制定汽车以旧换新、充换电基础设施建
设等支持政策；四是坚持国际合作，指导
汽车企业国际化联盟，更好地服务中国
企业海外发展。

从加大对全固态电池、智能网联等
前沿技术支持力度的角度，科学技术部
副部长张雨东表示，将加强科技创新的
顶层设计，并大力布局前沿和颠覆性技
术，并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积极破解重
大科学问题，推动形成性能跃升的前沿
和颠覆性技术成果，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今年商
务部将以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为重点，聚
焦全产业链全过程壮大新能源汽车市
场。将深入开展汽车以旧换新，加大财
政金融支持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进一
步提高新能源汽车、节能型汽车销量的
占比。同时，持续落实二手车销售和出

口便利化措施，加快活跃新能源汽车二
手市场，推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
示，不能让买了新房子的群众没有地方
停车，找不到地方充电。同时，今年将
再改造 5万个老旧小区，会同有关部门
增加停车位、安装充电桩；在车路协同
方面，要有力有序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用更智慧的更智能的路支持更
聪明的车，以更多应用新场景，合力创
造新的投资和消费。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举行
多部委就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发声

本报记者 杜雨萌

“三家中央汽车企业2023年完成新
能源汽车直接投资近 360亿元，投资比
重超过 60%。”3月 16日，国务院国资委
副主任苟坪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
坛（2024）上表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央
企业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22.1万辆，同
比增长114.5%，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
较2023年年底提升5.4个百分点。

为巩固扩大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领先优势，尤其是推动中央汽车企业加
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张玉卓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将调整政
策，对三家中央汽车企业的新能源汽车
业务进行单独考核。据《证券日报》记者
获悉，新的考核办法很快将会下发。

考核将充分考虑
战略投入期经营性亏损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
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潜力，也
表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
升。然而，对于飞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来说，即便三家中央汽车企业在新
能源领域布局较早，但受限于监管以及
投资等多方面限制，并未如愿迎来发展

“黄金期”。
三家中央汽车企业分别为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
集团”）、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风汽车”）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前两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
120.7万辆，同比增长29.4%。而从国务

院国资委数据来看，尽管三家中央汽车
企业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实现了同比
翻倍增长，但其对整体销量的贡献仍不
足20%。并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仅比亚迪一家企业，新能源汽车累计销
售就已达约32万辆。

“不如特斯拉和比亚迪”“发展还不
够快”，这是张玉卓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对于国有车企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
所作出的结论。对此，张玉卓称，国务
院国资委将调整政策，对三家中央汽车
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业务进行单独考核，
即着重考核其技术、市场占有率和未来
的发展。

苟坪表示，对三家整车央企新能源
汽车业务单独考核，要充分考虑新能源
汽车战略投入期的经营性亏损。

《证券日报》记者获悉，目前国务院
国资委拟对三家汽车央企进行新能源
汽车业务的单独考核，以打分的形式实
施。其中，市场占有率、科技创新考核
以及安全生产等考核新指标，可能会被
写入即将下发的新考核办法中。此次
考核政策的调整，更意在推动三家企业
加大投资并购力度，尤其是加入对新能
源市场的专业化整合之中。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
王绛表示，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监
管层的调整逻辑，背后有着更通盘的考
虑，从出资人监督的重要环节包括考核与
分配来看，央企需要进一步主动服务国家
战略目标，加快转型升级，引导国内产业
健康发展，促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考
核指标调整应对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形
成推动作用。

“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发展新能源
汽车的步伐还不够快，成效还不够明
显，在产品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前瞻

性、引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急需加力
加速，奋力追赶。”苟坪如是说。

发挥中央企业体系优势
重点做好“三篇文章”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
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其关键，
既在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又关于民
族汽车品牌的建设。

苟坪表示，国资央企将发挥中央企
业体系优势，有效整合产业资源，更好
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
用，重点做好三篇文章。

首先，要坚持科技富人，进一步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布局。苟坪表
示，一方面强化自主创新，提升关键核心
技术供给能力，以中央企业创新联合体
为抓手，推动汽车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
设，加快攻克新能源动力总成、智能网联
系统、先进底盘、汽车芯片等关键核心技
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以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为抓手，加大下一
代动力电池体系，智能驾驶系统等研发
力度和投入强度，抢占未来竞争主导
权。另一方面，要强化开放融通，增强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
化务实合作，完善学术交流、人才交往、
成果共享和利益分享等机制。

“为提速新能源整车发展，打造世
界级品牌，长安汽车将加速新汽车技术
的自主掌控。”长安汽车有关负责人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未来，公司将重点
突破全线控底盘、超级热管理系统、一
体化铸铝和CTV技术、全新一代超“集”
动力系统等。

其次，要正视中央企业在新能源汽
车发展中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加大资源

投入、加快转型步伐，实施战略性新兴
产业投资倍增行动计划，综合运用股权
投资、基金投资等方式，鼓励支持中央
企业开展高质量投资并购、专业化整
合，加快掌握产业核心资源和关键技
术。同时，加强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
大力培养精准引进用好用活高端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中国一汽党委副书记王国强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面向未来，中国一汽将
从市场、用户、产品、技术、管理、产业等
六端发力，深耕全周期、全生态减碳，发
挥中央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
主战场作用。在新能源战略方面，全面、
全方位、全体系、全过程向新能源汽车转
型，即未来技术创新、人才等资源投入全
部用于新能源领域；未来新增产能等资
产投入，全部用于新能源产品。

东风汽车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技术研发方面，东风汽车将持
续整合研发资源，在“1+n”研发体系基
础上，三年内研发投入大于 500亿元，
2025年研发投入强度大于 6%，进一步
掌控自动驾驶、线控底盘、下一代动力
技术和电子架构等关键核心技术和资
源，加速科技跃迁成果市场化应用，强
化市场竞争优势。

最后，要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苟坪表示，凡是有利于央
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与举措，都要
大胆探索，推动企业心无旁骛搞创新、
放开手脚促转型。

“今年，东风汽车将结合行业自身
特点，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为契机，通过系统化布局、一体化管
理、多元化激励等改革举措，为公司转
型升级按下‘加速键’。”上述东风汽车
相关负责人说。

三家中央车企新能源汽车业务考核即将调整

本报记者 李雯珊

3月 15日，广汽集团旗下自主品牌
广汽传祺与华为举行了鸿蒙合作签约仪
式，正式加入华为鸿蒙生态，成为首批加
入鸿蒙生态的汽车品牌之一，双方基于
HarmonyOS NEXT鸿蒙星河版启动车机
App的鸿蒙原生应用开发，实现技术互
补，合作共赢。

“此次广汽传祺与华为的进一步战略
合作，将实现自主汽车品牌与顶级科技品
牌的优势互补，彼此赋能，不仅将加速广
汽传祺的数字化转型，也将为汽车行业开
启全场景智慧出行树立新的标杆。”广汽
集团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共同探索智慧出行新体验

据悉，广汽传祺与华为此前已在车
机系统展开合作，并于今年 2月 24日正
式推出传祺M8宗师先锋版，该车型搭载

华为车机操作系统，同时增加了广汽自
研 智 能 泊 车 功 能 。 基 于 HarmonyOS
NEXT 鸿蒙星河版在原生互联、原生智
能、原生安全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传祺将
与华为共同探索全场景智慧出行新体
验。同时，鸿蒙生态的开放性和协同性
还将促进汽车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目前，华为与车企的合作共有三种
模式，分别是零部件供应模式（为车企提
供平台化支持，比如提供鸿蒙生态、智能
驾驶等控制器、车联网模块等标准化产
品）、HI模式（即Huawei Inside，车企采用
华为全栈解决方案，包括硬件和软件）以
及鸿蒙智行（华为深度参与产品设计、营
销及终端销售）的智选车模式。

广汽集团曾是采用Huawei Inside模
式合作的车企之一。不过在2023年3月
份，广汽埃安AH8项目由与华为联合开
发变更为自主开发，变更后，华为继续以
重要供应商身份参与广汽集团自主品牌
车型的开发。此次广汽集团与华为“再

续前缘”，从合作的模式来看，或主要采
取的是零部件供应模式。

“智能化不仅是智能车的电动化，传
统车的智能化，包括辅助驾驶怎么解决也
很重要。如果每家车企都自己研发一套
自动驾驶系统，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资源浪
费，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方向我认为是可行
的，而且华为确实在智能驾驶等方面走在
市场前列。”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另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除了广汽
传祺之外，长城汽车、岚图汽车、零跑汽车、
凯翼汽车等多个品牌已相继宣布与华为达
成合作，将与华为共同基于 HarmonyOS
NEXT鸿蒙星河版启动App的鸿蒙原生应
用开发，进行场景定义和体验设计，鸿蒙生
态车企朋友圈不断扩大。

华为车BU将扭亏为盈？

进入2024年，华为车BU（车载智能解

决方案事业部）动作频频。1月下旬新成立
了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由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出资10亿元成立，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
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汽车零配件零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
统集成服务等。

天眼查显示，3月 14日，苏州引望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引望智行技术有
限公司、东莞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经营范围均包括汽车零部件研发、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上述 3家公司均
由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全资持
股。公开资料显示，华为车 BU 自 2019
年 5月份成立以来，累计投入已达 30亿
美元，研发团队达到7000人。

3 月 16 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
东对外表示，预计华为车BU业务将从 4
月份开始扭亏为盈，实现良性发展。

广汽传祺加入华为鸿蒙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