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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22 年三季度，国际上，受俄乌冲突、疫情反复、供应瓶颈等因素影响，伴随全球通胀压力，

主要国家接连采取加息政策收紧银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预期增加，需求明显下降，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走弱。 
 
国内政策层面，工业领域碳达峰路线图、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工作以及碳排

放统计核算体系文件落地，均针对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作出进一步部署。至此，

“双碳”“1+N”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 
 
此外，为推动消费恢复，扩大市场需求，三季度多部委针对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家电消费、设备更新改造等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将有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 
 
本季报从政策规划、市场趋势、行业实践和技术创新四个方面，梳理了 2022 年三季度以来与铜

产业相关的内容，并概述了其间国际铜业协会在中国的相关活动，全景展现了政策与市场的最新

进展和公司决策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Summary 
 
In 2022 Q3, under the pressure of global inflation, and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Russia and 
Ukraine conflict,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bottlenecks of the supply-side, some 
countries raised interest rates to tighten monetary policy in succession. The risk of world economic 
recession is increasing, demand is significantly declining, and commodity prices continue to fall.  
 
The domestic policy system for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has been basically 
established. China has released a carbon peaking roadmap for the industrial sector, arrang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released a document on the carbon emission statistics and accounting 
system. These documents have made further arrangements for key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building 
materials and non-ferrous metals. 
 
In addition, some departments issued a series of related policies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NEVs), new 
infrastructure, home appliances, equipment renovation and other fields to expand market demand and 
boost consumption. 
 
This report summarizes the content related to the copper industry from four aspects: policy planning, 
market trends, industry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related activities 
of ICA in China in Q3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latest progress in policy and issues 
enterpris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政策 
聚焦 

2022 年 8 月 19 日，《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简称《方案》）经

“双碳”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了

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

关系到中国碳排放核算的重要方法和参数确定，是开展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后续“双碳”

工作的开展影响深远。 
 
《方案》在目标上提出： 
⚫ 到 2023 年，各部门协作机制基本建立，各行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稳步开展，碳排放数据对“双

碳”各项工作支撑能力显著增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初步建成； 
⚫ 到 2025 年，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双碳”工作提供全面、科学、可靠

数据支持。 
 
 

国家规划 

此外，为推动重要任务落地，《方案》还部署了夯实统计基础、建立排放因子库、应用先进技术等 5 项

保障措施，明确要提高核算能力和水平，建立排放因子编制和更新体系，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信息化

能力建设等。 
 
碳排放统计核算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制定政策、评估考核、谈判履约等的重要依据。2021 年

9 月，国家“双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已成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组，《方案》的发布也首次正式

明确了国内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具体建设措施。 

《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 

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涉及多个层级、多类主

体、多种维度，《方案》分别针对国家和地方、

行业企业、重点产品三个层面提出建立碳排放核

算制度和方法的要求，部署了建立全国及地方碳

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完善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机

制、建立健全重点产品碳排放核算方法、完善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机制 4 项重点任务。 
 
国家和地方层面，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全国及

省级地区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组织开展各省级

地区年度碳排放总量核算；行业企业层面，由生

态环境部、市监总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制修订电

力、有色、建筑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及相

关国家标准，并进一步细化企业或设施的碳排放

核算方法或指南；重点产品层面，由生态环境部

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产品的原

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碳排放核算方法。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8/t20220819_1333233.html?code=&state=123


 
 
 
 
 
 
 
 
 
 
 
 
 
 
 
 
 
 
 
 
 
 
  

 

2022 年 8 月 18 日，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九部委

发布《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简称《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 2025 年实现

重点行业和领域低碳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支撑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单位 GDP 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到 2030
年，形成一批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低碳技术解决方案和综

合示范工程，有力支撑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持续大幅下降。 
 
为实现上述目标，《实施方案》提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科技支撑行动、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突破行

动、建筑交通低碳零碳技术攻关行动、负碳及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能力提升行动、前沿颠覆性低碳技

术创新行动、低碳零碳技术示范行动等 10 项具体行动。

明确在抓好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的前提下，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并降低碳排放，如发展智能电网、更高效的新能

源发电、储能等支撑技术。 
 
《实施方案》针对工业、交通、建筑也提出了具体的技

术方向建议。如通过原料燃料替代、低碳技术集成耦合

优化等方式，带动工业流程的低碳化改造；围绕交通和

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以脱碳减排和节能增效为

重点，推进低碳零碳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等。 
 
此外，《实施方案》提出推进负碳技术、二氧化碳气体

检测、前沿技术创新，全文除“绿色低碳”、“低碳技

术”等核心词汇外，“CCUS”、“碳捕集”和“封存”

出现的次数分别达到 13 次、8 次和 7 次。同时，《实

施方案》还提出推进低碳零碳技术示范行动、管理决策

支撑行动、建立“双碳”基地、绿色企业的培育、加强

国际合作等。 

2022 年 8 月 1 日，工信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

合发布《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重大行动、政策保障、组

织实施五大方面，提出了 2030 年前工业领域碳达

峰的路线图，并对细分行业具体减排措施给出了指

导意见，覆盖传统八大高污染行业，以及消费品、

装备制造、电子等“新兴减排行业”。 
 
《方案》在目标上要求，“十四五”期间，建成一

批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研发、示范、推广一

批减排效果显著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工艺装备产

品；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

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布

局进一步优化，工业能耗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持续下降。 
 
《方案》明确了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碳、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循环利用、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等

重点任务，部署了重点行业达峰行动、绿色低碳产

品供给提升行动两大重点工作。将“深度调整产业

结构”作为重点任务的第一条，特别指出要引导有

色金属等行业产能向可再生能源富集、资源环境可

承载地区有序转移，鼓励有色金属等行业原生与再

生、冶炼与加工产业集群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提出探索开展产品碳足迹

核算，并制修订 300 项左右绿色低碳产品评价相关

标准。同时，支持汽车、机械、电子等行业龙头企

业，发布核心供应商碳减排成效报告。对企业而言，

在节能减排能力和设备方面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

此外，碳减排成效报告的公布可能导致高耗能企业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受到一定影响。但整体对企业、

产业长期发展利好。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 

行业政策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22/202208/t20220817_181986.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gzdt/art/2022/art_59b70d1b1a3344ed93de623da118ee9e.html


 
 
 
 
 
 
 
 
 
 
 
 
 
 
 
 
 
 
 
 
 
 
 
 
 
 
 
 
 
  

2022 年三季度，为促进消费恢复，多部门出台文件实施一系列消费相关政策，涉及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改造等。 
 
新能源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支持汽车消费政策相继落地，将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同时，新

能源车保有量不断上升，加上国常会提出将充电桩纳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范围，将进一步加速充电桩建

设，且有效缓解企业前期充电桩布置的资本投入，拉动企业积极性。此外，在光伏建设上，光伏与建筑、交通等

领域的融合发展，将给产业链上下游带来发展空间。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为当前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重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5G 基站、特高压和充电桩

等建设，将有力带动铜需求。 
 
家电消费方面，目前中国大家电产品已进入存量市场竞争，规模增长放缓，更新换代需求成为主导。同时，以旧

换新项目的持续推进，将给回收环节创造市场。 
 
“设备更新改造”在国常会中数次被提及，提出的政策支持主要涉及财政金融方面。同时，央行也针对设备更新

改造设立专项再贷款，与今年设立的交通运输、普惠养老和科技创新再贷款相比，本次专项支持力度更大，企业

可酌情给予关注。 
 
 

2022 年 8 月 10 日，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印发《“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

划》（简称《规划》），旨在进一步全面提升

矿山安全综合治理效能，实现矿山安全高质

量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八大

主要任务，包括安全法治、安全责任、科技支

撑、安全治本、监管监察等，以及矿山智能化、

矿山安全信息化、尾矿库安全风险综合治理

等五项重大工程。《规划》要求进一步提高矿

山安全准入条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

后产能，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 

《原材料工业“三品”实施方案》 

多部委出台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设备更新改造等以促进消费恢复 

《“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划》 

 

2022 年 9 月 14 日，工信部、国资委、市监总局、知识

产权局联合发布《原材料工业“三品”实施方案》（简

称《方案》），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和创品牌三方面，

提出优化传统品种结构、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品 
 牌培育能力等九大任务，以及原材料品种培优、原材料品质

提升和原材料品牌建设三项重点工程，以推动原材料工业

结构调整，解决原材料产品“低端过剩、高端短缺”问题。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原材料品种更加丰富、品质

更加稳定、品牌更具影响力，要制修订 500 个以上新产品和质

量可靠性提升类标准，全面推动关键基础材料全生命周期标准

体系建设；到 2035 年，形成一批质量卓越、优势明显、拥有核

心知识产权的企业和产品品牌。 
 
此外，《方案》明确要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数据库，探索将原材料产品碳足迹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发布绿色低碳方向鼓励推广应用技术和产品目录；加 
 快建设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引

导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龙头企业构建绿色产品供应链

体系等。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208/t20220810_419897.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208/t20220810_419897.s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114c3d08f9634d6a85d1b0d5562860d4.html


  政策/消息 重点内容 领域 

《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

干措施的通知》 
— 7 月 7 日 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

等 17 部委 

- 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支持

充电设施建设； 
-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汽车以旧换新。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 7 月 12 日 发改委 

- 发展屋顶光伏等分布式能源，完善社区充换电设施，到 2025 年城

市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提高到 72%。 
新能源 

延续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购税等政

策 
— 8 月 18 日 国常会 

- 将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再延期实施至明年底，预计新增免

税 1000 亿元； 
- 充电桩建设纳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范围。 

《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 7 月 13 日 住建部 

- 到 2025 年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 
50%，到 2030 年新建公共建筑电气化比例达到 20%； 

- 推动农房屋顶、院落空地、农业设施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 

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 9 月 5 日 国新办 

- 财政部拟指导地方用好 5000 多亿元的专项债务结存限额，重点支

持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新能源项目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 7 月 13 日 & 7 月 29 日 国常会 

- 全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鼓励有条件地方予以资金和

政策支持，发展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等。 

基础 
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行动方案》  
— 8 月 25 日 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

局、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 2022 年底前，全国除高寒高海拔以外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能够

提供基本充电服务；到 2023 年底前，具备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服务区（站）能够提供基本充电服务；到 2025 年底前，重要节

点全覆盖。 

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 9 月 26 日 发改委 

- 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志华：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等，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副司长宋雯：加大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稳步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

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电基地以及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绿色 

智能家居 《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 8 月 8 日 工信部、住建部等四部门 

- 推广绿色家居产品认证，加大绿色家居推广力度； 
- 促进三、四线城市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鼓励企业开展农村促销

让利、以旧换新、以换代弃等活动。 

设备更新改造获得国常会支持 
— 9 月 8 日& 9 月 13 日 国常会 

- 两次会议均针对“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部署了财政金融支持

政策，包括阶段性财政贴息、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项再贷款等。 

设备 

更新改造 
央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 9 月 28 日 中国人民银行 

- 支持金融机构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不

高于 3.2%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等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

款，额度为 2000 亿元以上，利率 1.75%，期限 1 年，可展期 2 次，

每次展期期限 1 年； 
- 支持领域：充电桩、新型基础设施、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等。 

相关政策如下表: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sjdt/art/2022/art_f5878493913f43599bf032bcbb2e1bac.html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sjdt/art/2022/art_f5878493913f43599bf032bcbb2e1bac.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7/P020220712357583104036.pdf
http://www.gov.cn/premier/2022-08/19/content_5706108.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22-08/19/content_5706108.htm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7/20220713_767161.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2zccfh/25/index.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22-07/13/content_5700841.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22-07/29/content_570352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5/content_5706750.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5/content_5706750.htm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209/t20220926_1336352.html?code=&state=123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8/content_5704635.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22-09/12/content_5709501.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22-09/14/content_570982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9/28/content_5713466.htm


 
  

市场与趋势 

 
2022 年 6 月份，精炼铜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0.3%，

至 93.2 万吨；1-6 月精炼铜产量为 533.3 万吨，同

比增加 2.5%。6 月份，铜材产量为 201.9 万吨，同

比增长 5.2%；1-6 月铜材产量为 1023.1 万吨，同比

增加 2.4%。 
 

2022年 6-8月份精炼铜及铜材产量情况 

6 月 

7 月 

2022 年 8 月份，精炼铜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3.9%，

至 91.7 万吨；1-8 月精炼铜产量为 711.8 万吨，同

比增加 2.6%。8 月份，铜材产量为 196.5 万吨，同

比增长 7.3%；1-8 月铜材产量为 1418.4 万吨，同比

增加 4.3%。More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 年 7 月份，精炼铜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2.1%，

至 87.0 万吨；1-7 月精炼铜产量为 620.2 万吨，同

比增加 2.4%。7 月份，铜材产量为 188.5 万吨，同

比增长 7.4%；1-7 月铜材产量为 1219.1 万吨，同比

增加 4.2%。 

8 月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zb=A02091E&sj=202209


 
 
 
 
 
 
 
 
 
 
 
 
 
  

2022年 6-8月份铜景气指数 
 
2022 年 6-8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指数处于“正常“至“偏热”区间。6 月份，在

进出口恢复增长、企业逐步复工复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铜景气指

数处于“偏热”界限。7 月份，受国外美联储加息，国内疫情反复带来的居民消

费减弱影响，铜景气指数降至“正常”界限。8 月份，随着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落

地，以及促消费政策的推动下，居民消费逐步恢复，铜景气指数回升至“偏热”

界限。 

中国铜需求量景气指数 2020年 1月至 2022年 8月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 

 

业内最佳实践数据来源：国家统

Jun 

Jul 

2022 年 6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景气指数为 110.4，分布于“偏热”界限（104.2）以上，较 2022
年 5 月上升 5.9 个点，高于去年同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数据因素，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本套指

数包括的 32 个宏观及铜终端行业指标中，电力行业中，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和交流电动机

产量分别环比上升 17%和 7%；家电行业中的冰箱产量环比上升 4%；电子行业中，微型电子计算

机产量和集成电路产量分别环比上升 4%和 5%；房地产行业中，房地产竣工面积环比上升 8%；

交通运输行业中，传统汽车产量和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环比上升 27%和 39%。与此同时，2022
年 6 月份有 56%的指标呈现正增长，而去年同期中仅有 28%的指标呈现正增长，导致 2022 年 6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指数高于去年同期。 

2022 年 7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景气指数为 102.2，分布于“正常”界限（95.7-104.2）以内，较

2022 年 6 月下降 8.2 个点，高于去年同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数据因素，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本

套指数包括的 32 个宏观及铜终端行业指标中，电力行业中，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环比下降

24%；家电行业中，空调产量和冷柜产量分别环比下降 2%和 10%；房地产行业中，房地产竣工面

积环比下降 11%。2022 年 7 月份有 44%的指标呈现正增长，而去年同期中仅有 41%的指标呈现

正增长，导致 2022 年 7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指数高于去年同期。 

Aug 

2022 年 8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景气指数为 104.4，分布于“偏热”界限（104.2）以上，较 2022
年 7 月上升 2.2 个点，高于去年同期。主要是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本套指数包括的 32 个宏观及

铜终端行业指标中，电力行业中，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和太阳能发电新增设备容量分别环比

上升 20%和 24%；家电行业中，空调产量和冷柜产量分别环比上升 4%和 8%；电子行业中，移动

通讯基站设备产量环比上升 55%；房地产行业中，房地产竣工面积环比上升 45%；全社会中的第

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环比上升 8%。2022 年 8 月份有 53%的指标呈现正增长，而去年同期

中仅有 34%的指标呈现正增长，导致 2022 年 8 月份中国铜需求量指数高于去年同期。 



 
 
 
  

  
铜尾矿变废为宝，推动铜矿绿色转型 

 

江西理工大学战略金属高效回收与综合利用团队与

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江西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城门山铜矿等单位合作突破技术难题，

将铜尾矿变废为宝，产出可替代被誉为“水中软黄

金”——河砂的硅质原料，并成功制备出蒸压加气混

凝土，在相关企业应用后，可同时缓解尾矿堆存和河

砂过度开采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该团队联合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

成功研发的铜尾矿硅质原料“纳米晶核诱导”制备

蒸压加气混凝土技术，可大幅减少河砂开采。该技术

在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城门山铜矿和江西万铜环

保材料有限公司落地，现已处理铜尾矿 179.8 万吨，

获得硫精矿 3.4 万吨，累计生产硅质原料 108 万吨，

可制备 A3.5B06 级蒸压加气混凝土，实现铜尾矿通过

一条绿色产业链制造建筑材料，推动矿山行业绿色

转型升级，同时也带动周边居民就业。More 

  “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又一尝试—矿山无人驾驶 

 

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正在测试把 5G 网络应用于矿井下

的无人驾驶，通过实时传输视频，更好实现远程控制操

作。 
 
以前，冬瓜山铜矿井下负 1000 米、负 875 米、负 460 米、

负 280 米中段水泵房内设备的运行与管理以及水仓水位

的观察，采用人工操作方式，操作过程繁琐、劳动强度

大，不适应现代化矿井管理和智能矿山的建设要求。现

结合生产实际，推进井下各中段水泵房排水自动化改造

工程，采用工业自动集中控制技术的无人值守系统，以

太网将水泵房内水泵机组的运行状态和参数等信息上传

到地面控制室，实现该系统的远程视频监控。 
 
据悉，冬瓜山铜矿历经 3 年合作研究，研发了适应于深

井矿山高温、高湿、灰尘密集环境的有轨运输无人驾驶

专用设备和通讯系统，该运输方案实现了负 1000 米中段

(62 线～64 线)全过程的自动化和远程化，矿石无人驾驶

电机车运输，同时兼顾到冬瓜山铜矿主运输中段和智能

矿山建设其他自动化系统的扩展需求。More 

业内最佳实践 

https://mp.weixin.qq.com/s/2kt9DtBJYLgEvRxaCXq-iw
https://mp.weixin.qq.com/s/KFBZV9tZhzSv55BM9-3fDQ


 
 
 
 
 
 
 
 
 
 
 
 
 
 
 
 
 
 
 
 
 
 
 
 
 
 
 
 
  

循环与创新 

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创造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经济发 

展模式，成为新的全球指导原则。铜业在低开采、高/多元利用、低排放、 

高回收方面的创新和技术突破，不仅将对行业技术进步发挥重要的推动

和示范作用，同时也为人类寻求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近日，西部矿业集团白烟尘固废/污酸污水综合处

理回收有价金属项目进入实质化试生产阶段，为

该集团绿色低碳循经济再添新“链条”。该项目

是国内首次采用污酸与白烟尘协同处理的综合处

理回收有价金属项目，具有高效、低耗、安全环

保的特点，可产出高品质的硫化铜渣、硫化砷渣

和铅铋金银渣。该项目的应用将彻底解决铜冶炼

系统中砷的开路问题，把固体废物变废为宝，对

青海铜业拓展铜精矿原料的砷适应能力、降低采

购成本，实现流程砷平衡稳定运转及降本增效、

绿色安全环保生产、推进循环经济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目前，该项目已建成年处理 1 万-1.2 万吨的白烟

尘湿法冶炼高效安全处置装置，利用铜砷高效分

离技术、酸性废水综合处理技术，可以分段回收、

循环利用，通过以废治废，降低污酸、污水处理

成本，最终达到白烟尘、污酸及过程酸性废水处

理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目标。该项目

工艺流程全部打通后，预计每年可处理白烟尘 0.8
万-1 万吨，每年处理污酸 4 万-5 万立方米，预计

可回收铜资源约 1140 吨，铅资源约 2850 吨。同

时，该项目生产出的铅铋金银渣可作为副产品由

内部企业消纳，高品位硫化铜渣可用于铜冶炼，

将极大提高铜、金、银、铅回收率。 

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曙光金铜矿尾矿库使

用先进的回水系统，除重选工艺、设备冷却和

除尘系统使用新鲜水，其余生产工艺全部利用

循环水。自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曙光金铜矿

9500t/d 改扩建项目投入运行以来，除初期坝渗

滤水外，所有尾矿水全部通过无动力自流回

水，每日回水量约 37500 立方米，12 年来节省

新鲜水近 2 亿吨。More 

铜矿开采实现循环利用 

https://mp.weixin.qq.com/s/Z0v4PIwCBa_EOSCEnu_BDA


 
 
 
 
 
 
 

 
 
 
 
 
 
 
 
 
 
 
 
 
 

铜业协会在中国 

2022 年 9 月 7 日，国际铜业协会受邀参加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2022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

国际铜业协会总裁安托尼·李（Anthony Lea）在视频演讲中表示，国际铜业协会将继续推进低碳系统和低碳技术的

应用，通过创新和科技进步加强铜工业在助力中国实现气候目标方面的作用。 
 
安托尼·李表示，国际铜业协会与政府和产业合作，在会员企业和组织的深度参与下，率先制定了全球铜工业减碳

路径，该路径提出总体发展路线，评估可行减碳方案来指导铜工业实现净零排放，同时明确了实现净零排放的行

动、后续任务和所需条件。该路径不仅为铜工业减碳建立了基本框架，还对该行业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价值链

上的其他机构合作提出了一项倡导任务，并强调了铜工业在 2050 年前实现气候中和目标的待办事项。除了提出减

碳路径，国际铜业协会也意识到在采矿流程中开展减碳运营计划和行动的必要性，以及能源效率的重要意义。 
 
国际铜业协会中国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正和整个铜价值链上的责任相关方开展合作，建立气候共识。同时，

双方也正在合作梳理总结现有的针对铜冶炼行业污染防控的先进适用技术，为冶炼厂满足新形势下的环保要求提

供思路和建议。迄今为止，该研究已完成废气和固废的相关内容，计划于 2023 年年底完成最后的废水部分，并将

气水渣的内容整合。 
 
此外，通过铜价值链生命周期评估，提供可靠的铜环境数据和佐证，国际铜业协会也能为中国政府制定行业发展

规划、中国铜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支持。目前，国际铜业协会已完成阴极铜和铜杆的生命周期评价研究，对

铜管的评价将于 2023 年完成。 
 
由于自身的固有属性及其在可再生能源系统中的重要地位，铜的气候贡献潜力显著。国际铜业协会将和中国铜工

业通力协作，助力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More 

 2022 年 8 月 22 日，中国节能协会与国际铜业协会低碳驱动合

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用能企

业驱动系统领域的行业调研、能力建设、示范推广、标准制定

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中央企业及重点用能单位驱动

系统相关的节能降碳工作。 
 
签约仪式上，中国节能协会秘书长宋忠奎表示，中国节能协会

将发挥自身在节能低碳领域的相关优势，结合国际铜业协会在

驱动系统方面的优势与资源，共同推动中国用能企业驱动系统

方面的节能降碳工作，为实现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双

碳目标作出贡献。 
 
国际铜业协会中国区总裁周胜表示，电机是重点耗能设备，

2020 年中国电机保有量约 29.5 亿千瓦，年耗电量占社会总用

电量的 60%以上，具有较大节能潜力。加快高效节能电机推广

应用，持续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产业

升级，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More 
 

中国节能协会与国际铜业协会签署低碳驱动合作框架协议 

创新与科技助力中国实现气候目标—国际铜业协会总裁于 2022年厦门金砖会议演讲 

https://mp.weixin.qq.com/s/Z84uPkcLrH63Xq6sW1nypw
https://mp.weixin.qq.com/s/wM9jrDpwj6szrd82y1Xf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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