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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关键词：

钼精矿围绕 1550 元一线整固；钼铁钢招连续站上万吨；国际氧化钼直逼 11 美元。

钼市汇总：

1月上旬：月初钼价稳步上涨，步步为营，下游产品跟涨节凑良好；

1月中旬：钼矿山跳涨试探未果，市场冲高回落，二次下探 1500 元关口。

1月下旬：国际钼价突发飙升，提振国内市场信心，钼精矿再次站稳 1550 元。

1月价格波动：

新年首月钼价温和反弹，中旬因拉升过快需求欠佳引发回落调整，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月末因国际

钼价回暖再次出现涨势。从涨幅看，国际钼价涨幅较大，国际氧化钼涨幅 6.73%，国内钼精矿涨幅 2%。

2020 年全年进出口数据：

2020 年全年钼累计进口：进口氧化钼 39996 吨，去年同期为 8001 吨；进口钼精矿 59216 吨，去年

同期 13228 吨；进口高纯三氧化钼 1529 吨，去年同期仅 640 千克；进口钼铁 4475 吨，去年同期为 1994

吨。

2020 年全年钼累计出口：出口高纯三氧化钼 2356 吨，同比减 39.11％；出口钼酸铵 1486 吨，同比

增 11.3％；出口其他钼酸盐 614 吨，同比增 57.05％；出口钼铁 3862 吨，同比增 6.94％；出口未锻轧

钼 2004 吨，同比减 14.12％；出口钼废碎料 1132 吨，同比减 37.9％。



据钨钼云商统计：

2021年 1月份中国钼精矿生产量 2.19 万吨，环比增加 9.62%，主要来自河南地区。今年

冬季雨雪稀少，各大矿企生产运输顺畅，尤其是钼精矿价格良好，有利于产量积极推进。



据钨钼云商统计：

2021年 1月份中国钼酸铵生产量 3212吨，环比略减，安徽、四川等地区钼酸铵生产量因

工厂搬迁和限电限气影响下滑。1 月份钼粉生产量 1344吨，环比略增。



据钨钼云商统计：

2021 年 1 月份钼粉生产量 1344 吨，环比明显增加。其中陕西省因环保管控产量下滑。当

前生产企业订单饱满，普遍交货排产至 3月中旬，终端消费回暖，支撑售价稳步上行。







进口数据：2020 年 12 月份进口总量环比增加 17.8%；进口氧化钼环比减少，进口钼精矿环比大增 40.73%，

进口原料总量增加 17.5%，仍保持 10000 吨以上水平。

出口数据：2020 年 12 月份出口总量环比减少 24.32%，其中钼铁出口量剧烈减少至 0.88 吨。钼化工 12

月份出口量 347 吨，较 11 月份环比略减，钼制品出口较 11 月份大幅增长 81.52%。



本期报告对 1月 12 日发布的中国钼供需平衡表进行更新，原表进出口数据为预估全年量，本表根据

海关总署发布的 12 月份海关数据对预估数值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数据为：2020 年中国钼精矿净进口量

56709 吨实物量、氧化钼净进口量 39582 吨实物量，钼铁净进口量 612 吨实物量。

修正后的 2020 年钼供应量为 13.78 万吨金属钼，钼消费总量为 8.77 万吨钼，供大于求 2.67 万吨钼，

较前次供需差值扩大，主要原因为 2020 年进口原料大幅增加。



原料供应：

1，预计 2月份钼精矿国内供应量小幅回落，部分矿企有检修计划。

2，预计 2月份进口原料将大幅减少，转口贸易激增。

3，2月份交付订单为主，春节前后产销合约基本锁定。

钼铁消费：

1，预计 2月钼铁钢企招标数量 8000 吨以上。

2，预计主流钢企将在春节后继续追加钼铁用量。

3，预计 2月份在国际原料飙升背景下，钼铁价格有望向 10.5 万以上挺进。

钼化工、制品：

1，预计 2月份供应偏紧，下游消费旺盛，钼酸铵站上 11 万；钼粉靠近 22 万。

2，关注蓝宝石、单晶硅、光伏产业消费回暖步伐，钼制品订单保持活跃。

3，预计 2月份炼钢钼条出口将回暖，国内钼制品价格同步提升。



金钼股份：2020 年度净利润约 1.73 亿元，同比下降 69.55%

金钼股份 1 月 29 日晚间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全年营业总收入约 76.27 亿元，同比下降 1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 1.73 亿元，同比下降 69.55%；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同比下降 72.22%。

2019 年年报显示，金钼股份的主营业务为钼和硫产品开采和冶炼及深加工、商品贸易，占营收比例分别为：52.37%、

46.58%。

2020 年国内不锈钢粗钢产量 3014 万吨

不锈钢是特钢中的主要种类，2020 年国内不锈钢粗钢产量 3014 万吨，并形成福建、广东、广西、江苏无锡四大集群。

行业前十企业包括宝武太钢、青山、北部湾新材料、江苏德龙等，份额占比 81%，随着未来新增炼钢产能的集中释放，中国

不锈钢行业集中度预计会进一步提高。

宝武整合后太钢集团已经具备与世界不锈钢老大青山集团掰手腕的能力，1月 26 日，太钢提出 2021 年和“十四五”的

主要奋斗目标：2021 年产钢 1505 万吨， 其中不锈钢 640 万吨；2023 年末，产钢 2000 万吨，其中不锈钢 1500 万吨；2025

年末，产钢 2500 万吨，其中不锈钢 1800 万吨，镍、铬资源自给率分别达到 30%和 50%以上，营收达到两千亿。

中环股份：拟 120 亿元投建 50GW 太阳能级单晶硅材料智能工厂

2 月 2 日，A股公司中环股份分别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共同在银川市投资建

设 50GW(G12)太阳能级单晶硅材料智能工厂及相关配套产业达成合作事宜，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和《项目投资协议

书》。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120 亿元。

中环股份表示：此次投资将促进光伏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混改后公司机制体制的开放，在银川打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光伏产业基地，符合公司新能源材料产业的整体规划。通过银川 50GW(G12)太阳能级单晶硅材料智能工厂项目扩大规模

效益、提效降本，公司单晶总产能将达到 135GW 以上，与上下游产业链战略协同、共享发展，发挥新能源材料行业竞争中的

规模优势、成本优势，提升全球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在新能源材料产业的竞争力。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2021 年 1 月 30 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机组——福清核电 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打破了国

外核电技术的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之后第六个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华龙一号”设计寿命为 60 年，反应堆采用 177 堆芯设计，创新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安全系统及双层安全壳

等技术，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新安全标准要求。

截至目前，“华龙一号”首堆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 88%。拥有国内专利 716 件、国际专利

65 件、海外商标 200 余件、软件著作权 125 项、核心科研报告 1500 余篇以及海量的科技创新论文，众多专利及科研成果支

撑“华龙一号”形成了我国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为我国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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