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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波动预示着全球制造业活动的变化，以往铜价处于每吨 8 000 美元以上时，都是经济活动强劲的

时期。中国是世界铜消费第一大国，关注国际铜价格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不但可以从宏观上了解中国经济

发展状态，也可以及时消除日益上涨的铜价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分析 21 世纪后至今的铜价格变化趋

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平稳期：从 2000 年至 2003 年，可以称为铜价格的平稳期，铜价格一直处于较低状态，1000~2000 

美元/吨。 

（2）迅速上升期：2003 年至 2006 年 5 月，铜价迅速上涨，从 03 年的 0.7 美元/磅上升至 4 美元/磅， 

价格提升了将近 5 倍。其中 06 年 3 月至 6 月三个月时间就从 2.2 美元/磅提升至将近 4 美元/磅。其主要原

因是国际投资基金借 “中国因素”“供应紧张”“需求旺盛”炒作的结果。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阶段需

要大量基础原材料，电网建设，城市轨道及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均需要消耗大量的铜材。2005 年度，中国

占全球铜消费量 22.5%，庞大的消费基数配合强劲的经济增长率，使西方的投资者再度开始炒作“中国因

素”。   

2006 年上半年，供给中断的事件不断发生。进入第二季度后，消费旺季的特征表现出来，欧美现货市

场纷纷告急，现货价格不断提升。人们似乎意识到，今年的供需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理想，今年铜可能会

产生巨大的供需缺口。再者，由于前些年铜价长期低迷，导致矿业投资减少、矿山新建和扩建有限，使得

近年的矿山产能没有明显的增长。同时，一些矿山原矿含铜品位的下降也影响了矿山产量的上升，这些都

构成近年全球铜产量增长受阻的重要 因素。另外，由于罢工、事故、矿石品级下降，尤其是处理低品位

矿面临的技术问题，使得铜供给的增加远没有预期的那样多。 

（3）宽幅震荡：2006 年 6 月至 2008 年 7 月，铜价宽幅震荡，在 2007 年初探底至 2.5 美元/磅。从这

一阶段全球各国金融政策面看，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处于一片加息声中，市场担忧加息给今后经济

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这都会对国际商品市场形成冲击，抑制铜的需求量增长和铜价上升。如继 6 月初欧洲

央行加息 0.25%之后，欧洲央行也采取措施控制通胀的风险；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以来，截至 2006 年 7

月上旬加息 17 次，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5.25 ％，达到 5 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元走强，也大大制约了

铜价的上升。伦敦金属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铜价在高位反复振荡下跌，期铜五年来的上升告一段落。 

（4）急剧下降：2008 年 6 月至 08 年底，铜价格跳水，市场自 7 月创历史新高（8 940 美元）以来已是

连跌不断，尤其是 2008 年底出现崩塌局面，最低刺入 2 800 美元的低点，跌幅达 70%美元，熊态尽显。由

美国引发的金融风暴，蔓延到经济实体，给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汽车行业三巨头申请美国国会

批准贷款保护，这些都说明了制造业的衰退导致了有色金属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基本保持高位运行，但几

项重要经济参数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5）快速回升：2009 年初至今，受经济复苏利好，铜价格开始缓慢爬升至 3.6 美元/磅左右，《金融时

                                                        
本文得到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K0803）  

第一作者简介  孙  艳，女，1981 年生，博士，构造地质学专业。 

 
 

 

 
 

 
 

 



第 29 卷  增刊                      孙  艳等：浅析 21世纪国际铜价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787 

报》2010 年伦敦金属交易所（LME）4 月 6 日铜价突破每吨 8 000 美元大关，同比上涨 90%，是 2008 年 8

月以来的最高点。原因是在当前经济回暖和金属市场反弹的刺激下大宗商品需求回升，价格上涨，矿业公

司重拾信心，资本支出逐步增多。 

（6）震荡期：从 2009 年 10 月开始，LME 期铜进入震荡期，中国因素影响是主要原因，铜进口量下

降与国内铜产量的提高，导致国际市场供应过剩。另外去年年底至今年上半年以希腊债务危机为导火索的

政府赤字与政府债务，使很多国家缺乏后续刺激经济的力度。一方面指发达国家居民的债务缠身，进而影

响消费；另一方面是指全球范围内的债务沉重，导致无力投资。再加上各国受国际信用评级的监督，进一

步加大刺激力度变得很难。 

综上所述，2010 年 7 月铜价不断上涨。欧洲各个国家在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之后，债务忧虑明显缓

解，市场对经济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忧大为减轻。同时，国内外股市大盘反弹，金属市场做多资金介入，

拉动价格上涨。 另外库存呈持续减少态势为价格带来支撑。LME、上海和 COMEX 三大交易所库存先后

出现下降态势，全球经济恢复对铜的消费力上升，促使铜价格有望继续修复前期的下跌行情，后市上行空

间仍存在。 

 

参 考 文 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