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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上半年走势回顾

2021 年是疫情后的复苏之年，尽管钨价上半年步入其他金属涨幅大，但整体稳

扎稳打，稳步向上，尤其是下游加工企业开工率居高不下，合金产量更是不断

创新高。

2021 年上半年钨市场分析报告
报告日期：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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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钨品价格表现：回顾上半年钨精矿从 8.6 万元/标吨上涨至 10 万元/标吨，

累积涨幅 16.28%；APT 从 13 万元/吨上涨至 15.1 万元/吨，累积涨幅 16.15%。

中颗粒碳化钨从 200 元/公斤上涨至 228 元/公斤，累积涨幅 14%。70%钨铁从

13.6 万元/基吨上涨至 14.8 万元/基吨，累积涨幅 8.82%。欧洲 APT 从 230 美元

/吨度上涨至 280 美元/吨度，累积涨幅 21.74%。钴粉从 290 元/公斤上涨至 410

元/公斤，累积涨幅 41.38%。硬质合金方面，10 钴实心棒材从 280 元/公斤上涨

至 320 元/公斤，累积涨幅 14.29%，球齿从 260 元/公斤上涨至 295 元/公斤，

累积涨幅 13.46%，其他合金产品大致涨幅在 15%左右。从各产品价格波动可以

看出，原料端涨幅略高于下游产品，但从传递周期看，下游钨粉末和合金明显

滞缓，甚至局部 APT 和钨粉末曾出现成本倒挂。

钨市场产销表现：回顾上半年钨矿山虽然历经 2月份春节，3月份两会，4月份

环保，5月份安全等影响，但大型钨企总产量保持稳定，中小矿山萎缩明显，

导致钨精矿自由贸易市场出现供应偏紧，APT 企业采购困难，尤其是在二季度

锡价一路飙升，钨锡伴生的矿山资金得到缓解，坚定了钨精矿低价惜售念头，

限制了钨精矿下滑空间。APT 产量因钨粉末订单饱满刚需稳定而稳中有升，即

便是在 4月份环保严查时期也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进一步说明了市场消费良

好。受合金订单活跃支撑上半年钨粉末企业开工率在 90%以上，甚至多数月份

满产运行，奠定了钨市场需求扎实基础。尽管上下游供需适度偏紧，但为何钨

价没有出现异动上行呢？第一，合金端提价周期长且竞价销售普遍；第二，大

型钨企长单比重较大，可以左右市场，其盈利点多数集中在下游合金领域，对

其成本严格控制；第三，上半年钨出口量欠佳，压制了市场做多信心。

钨供需平衡情况分析：上半年钨精矿大型矿企生产相对稳定，废钨再生回收量

稳步增加，钨粉末和合金订单大幅提升，数据显示，硬质合金产量环比去年同

期增幅超过 35%。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下游钨需求增量可观，总体价格涨

幅却有限，说明钨精矿和 APT 供应是充足的，当然也消耗了部分老库存（含

“泛亚”）。国内钨价一直被大型企业所主导，因为大型钨企长单采购量占比

较大，也是市场消费大户，短期内这种局面难以改变。

二．2021 下半年趋势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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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半年国内外供需博弈和频繁的钨价拉锯盘整，从消费端看，整体向好局

面仍可持续，国际钨原料库存偏低，国内刚需呈现回暖，尤其是在通胀年份，

作为稀有金属和战争金属的钨，注定不会平静的度过。从供应端看，国内钨矿

山备受安全和环保的影响，新增产能释放有限，老旧矿区产量下滑，叠加国家

开采指标限制，一旦消费和投资出现好转，供应量难以满足需求。

上半年硬质合金市场需求表现异常抢眼，排产周期一直维持在 30 天以上，钨粉

末同样也不低于 20 天，证明了钨下游订单活跃度较高，同时，下半年后疫情时

代国际钨消费也将恢复，届时会刺激出口量价回升。伴随钨原料社会库存逐步

下降，新增产量和原料进口不能如期跟进，供需缺口将会出现，因此，我们对

下半年钨市场走势保持乐观向上的预期观点。

三．主要产品产量数据

APT:2021 年上半年中国 APT 生产总量 66372 实物吨，同比大涨 41.38%。分季度

统计：一季度总量 30702 吨同比上涨 54.62%；二季度总量 35670 吨同比上涨



钼都贸易网/钨钼云商 钨产品事业部 0379-63920179

— 4 —

31.67%。分月度统计：除了 2月份外，其他月份产量均超万吨，2021 年上半年

平均月产量 11062 吨，较 2020 年月均生产量 8860 吨，同比上涨 24.85%。国内

APT 产能依旧居高不下，随着下游需求回暖，上半年开工率维持高位运行，钨

粉末连续满产助力 APT 消费加速。

钨粉末：2021 年上半年中国钨粉末生产总量 42980 实物吨，同比大涨 33.83%。

分季度统计：一季度总量 20045 吨同比上涨 33.63%；二季度总量 22935 吨同比

上涨 34.01%。分月度统计：除了 2月份外，其他月份产量均超 7000 吨，2021

年上半年平均月产量 7163 吨，较 2020 年月均生产量 5659 吨，同比上涨

26.58%。后疫情经济复苏提振硬质合金消费增加，叠加刀具进口替代加速，上

半年硬质合金订单暴涨，刺激了钨粉末需求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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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铁：2021 年上半年中国钨铁生产总量 4513 实物吨，同比大涨 38.10%。分季

度统计：一季度总量 2120 吨同比上涨 18.77%；二季度总量 2393 吨同比上涨

61.36%。分月度统计：4月份产量超过 1000 吨，其他月份产量徘徊在 700 吨上

下，2021 年上半年平均月产量 752 吨，较 2020 年月均生产量 602 吨，同比上

涨 24.92%。上半年受钢材价格普涨和高速工具钢订单量增多以及钨铁出口量稳

步回暖多重因素支撑，钨铁生产量呈现大幅攀升。同时，废钨产钨铁增幅较

大，也限制了价格反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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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产品月平均价

65%黑钨精矿：2021 年上半年平均价 9.45 万元/标吨，2020 年上半年均价为

8.39 万元/标吨，同比上涨 12.63%。

APT：2021 年上半年平均价 14.21 万元/吨，2020 年上半年均价为 12.87 万元/

吨，同比上涨 10.41%。

碳化钨：2021 年上半年平均价 218 元/公斤，2020 年上半年均价为 201 元/公

斤，同比上涨 8.46%。

70%钨铁：2021 年上半年平均价 14.57 万元/吨，2020 年上半年均价为 14.28 万

元/吨，同比上涨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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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产品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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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游产业产销表现

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行业内 11 家汽车重点企业上报的数据整理显

示，2021 年 6 月上中旬，11 家重点企业汽车生产完成 86.4 万辆，同比下降

37.7%。其中，乘用车生产同比下降 38.1%；商用车生产同比下降 35.7%。今年

1-5 月，汽车消费总体保持稳定。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这对汽车消费的稳定起到良好支撑作用。但全球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世界

经济恢复很不平衡，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这也给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一

定困难，因此对于未来汽车行业发展我们继续保持审慎乐观。

挖掘机产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行业统计数据， 2021 年 1-5 月共销

售挖掘机 20.1 万台，同比增长 38%；其中国内 17.7 万台，同比增长 32%；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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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万台，同比增长 106%。假设 6-12 月挖机月度销量分别维持零增长，则全年

挖机行业销量仍有望超过 38 万台，约 17%增长。

手机产业：中国信通院数据统计显示，2021 年 1-5 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

量累计 1.48 亿部，同比增长 19.3%，其中 5G 手机 1.08 亿部，同比增长

134.4%。近期出货量放缓因素：一是一季度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需求提前释放；二是产业链上游手机芯片供应偏紧；三是华为出货量大

幅下降，其他厂商未能完全弥补华为空缺。国内手机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整体

呈现上升趋势，其中 5G 手机实现大幅度增长。

机床产业：数据显示，2021 年 1-5 月，中国金属切削床产量 25.3 万台，同比

增长 48.8%。2015-2020 年中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2019 年跌至最低值，此后有

所回升。2020 年中国金属切削床产量 44.6 万台，同比增长 5.9%。

钢铁产业：从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 来看，6

月份为 45.1%，环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放缓，对行业支撑作用有所

减弱。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34.8%，较上月下降 4.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

降 11.6 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 6月份是钢材市场的传统

需求淡季，市场需求有放缓压力；二是月内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反弹，对区域内

钢材市场需求有一定影响；三是前期钢材价格持续较高，对终端市场的抑制作

用有所持续。据上海卓钢链了解，钢材终端需求也明显下降，从监测的沪市终

端线螺采购数据来看，6月份终端日均采购量环比下降 13%。

有色产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 1-5 月，我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2695.1 万吨，同比增长 11.6%。其中，精炼铜产量 424.4 万吨，同比增长

14.1%；原铝产量 1633.5 万吨，同比增长 10.0%；铅产量 293.1 万吨，同比增

长 24.0%；锌产量 271.2 万吨，同比增长 5.1%。

基建投资：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 年 1-5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1.8%；

两年平均增速为 2.6%，比 1-4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业投资

增长 26.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20.0%，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5.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0.6%。1-5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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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两年平均增速 8.6%，比 1-4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增长 20.7%。同期，1-5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9%。其中，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投资增长 81.9%，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48.3%。1-5

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 9.0%，两年平均增速为 8.4%，比 1-4 月

份提高 0.9 个百分点。

七．上半年重要事件

1.大型钨企长单定价与赣州钨协预测价

2. 近十年新增钨资源 612 万吨

2月 25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十年成果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

部地勘司司长于海峰在会上介绍了十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展情况。自 2011 年

国务院批准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我国找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

其中，钨资源增长 612 万吨，钼资源增长 1874 万吨。

据于海峰介绍，2011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

2020 年）》（国办发〔2011〕57 号）。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

下，自然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财政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地方各

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努力推进，矿业企业、地勘单位和科研院所积极发挥作

用，完成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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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以来，通过推进实施地质找矿运行新机制，深化矿产资

源管理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在开采消耗持续加大情况

下，主要矿产保有资源量普遍增长。通过大力促进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开展绿

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努力促进矿业走向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3. 国务院将明确推进“中国稀金谷”建设

2021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推进“中国稀金谷”建设，研究中重稀土和钨资源收储政策。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

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进

“中国稀金谷”建设，研究中重稀土和钨资源收储政策。支持革命老区立足红

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加快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推出一批乡村旅

游重点村镇和精品线路。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设稀土、旅游等行业大数据

中心，鼓励互联网企业在革命老区发展运营中心、呼叫中心等业务。

4. 泛亚有色案钨钼稀土资金开始退还

2月 3日，从昆明中院获悉，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泛亚有色”）等 4公司、被告人单九良等 21 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

侵占罪一案，为维护钨钼稀土产品受损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昆明中院对已

归集到位的涉案资金进行首次清退发还。

据悉，泛亚有色曾利用市场对稀有金属的投资需求，收购大量的钨、钼、稀

土、铟、锗、钴等稀有金属。其中，钨、铟、锗及钴金属的库存大约占我国全

年年产量的 20%以上。而金属钨涉及的 A股相关产业链上市公司很多；接近 3

万吨的 APT（钨的下游冶炼加工品）库存，反推对应的钨精矿在 4万吨的级

别，这一级别相当于中国每年钨精矿产量的 30%水平。

从泛亚拍卖 APT 过程来看，经过 135 轮的激烈拍卖，拍卖价由 8.64 万元/吨一

路抬升，最终以超出拍卖底价近 3万元/吨、超出市场价 338 元/吨的价格

11.53 万元/吨成交，说明参与拍卖的双方对后续钨价上涨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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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项钨相关项目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6月 18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 2020 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名单，对为江西

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组织给予奖励。

四项钨相关项目榜上有名，包括江西理工大学牵头完成的“有色金属选矿废水

分级处理—分质分流回用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章源钨业牵头单位完成的

“高性能热喷涂钨基硬面材料及涂层制备技术和装备集成创新与产业化”，赣

州海创钨业牵头完成的“低品位复杂白钨矿高效绿色冶炼及智能制造关键技

术”，均荣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牵头完成的

“难处理战略性钨资源综合回收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三等奖。

6. 厦门钨业拟扩产棒材年产能至 6100 吨

厦门钨业最新公告称，下属公司厦门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拟投资 11,512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8,34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171 万元），于厦门金鹭

海沧工业园投资建设新增年产 900 吨棒材生产线项目。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8 月

开始，预计于 2022 年底完成项目建设。

关于经济评价，该项目预计于 2023 年达产。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32,897 万元，年均毛利约 10,603 万元，年均净利润约 7,052 万元，全部投资

回收期约 3.05 年，财务内部报酬率约 50.81%。

公告指出，项目建成后，公司棒材产能将扩产至年产 6100 吨（包含金鹭硬质合

金（泰国）有限公司的棒材产能）。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通过进一步扩大棒材产线的产能，有利于公司快速占领棒材市场，有利于扩大

公司的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7. 海关对钨废碎料等 234 个商品不再实施进口检验

2021 年 6 月 3 日，海关总署发布 2021 年第 39 号公告，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

起，调整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目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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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海关总署决定对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部分目录

如下调整：

对涉及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化工品、仿真饰品等 234 个 10 位海关商品编号取

消监管条件“A”，海关对相关商品不再实施进口商品检验。值得注意的是，钨

废碎料、颗粒或粉末状碳化钨废碎料、其他碳化钨废碎料、钽废碎料、镁废碎

料、钛废碎料、铌废碎料、未锻轧的铪废碎料也在其中。

8. 上期所将推进钨稀土等品种研发上市

上期所监事长宋丽萍 5月 27 日在第十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表示，下一

步，上期所将持续序列产品供给，有序推进氧化铝、钨、镁、铝合金、钴、稀

土等品种的研发上市工作，以场内衍生品市场为核心，推动构建期现一体化综

合性衍生品市场体系。

钨是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领域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的战略性金属资源，具有高

熔点、高比重、高硬度的物理特性，广泛应用于航天、原子能、船舶、汽车工

业、电气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重要领域。不过钨的金融属性相对其它

大宗商品较低，目前金属期货品种中并不包含钨。

9. 钨功不可没！中国人造太阳实现亿度百秒运行

5月 28 日凌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打

破世界纪录，成功实现在 1.2 亿摄氏度下可重复燃烧 101 秒和 1.6 亿摄氏度下

能燃烧 20 秒。

本次等离子体运行时间之所以能延长 5倍（原纪录：1亿摄氏度 20 秒），主要

是因为我国首次在国际上采用全金属主动水冷第一壁、高性能钨偏滤器、稳态

高功率波加热等关键技术。

偏滤器被认为是在核聚变领域最难生产和制造的部件之一，能有效控制 EAST 装

置放电过程中等离子体杂质和燃料的再循环，幷排出热流和粒子流以及氦灰，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其它部件的使用寿命。由于它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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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受高温等离子体辐照以及强粒子流和高热流的冲击，所以高性能金属钨也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面向等离子体材料的优选。

10. 3 家单位持有江西省钨渣危险废物许可证

3月 1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公布该省 112 家《危险废物

许可证》持证单位名单，其中，持有钨渣危废证的共有三家：大余县东宏锡制

品有限公司（20000 吨/年）、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公司（80000 吨/年）、修水

县华伟矿产资源再生有限公司（10000 吨/年）。

11. 2021 年度第一批稀土矿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据自然资源部最新通知，2021 年度全国第一批稀土矿（稀土氧化物 REO，下

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84000 吨，其中离子型（以中重稀土为主）稀土矿指标

11490 吨，岩矿型（轻）稀土矿指标 72510 吨。第一批钨精矿（三氧化钨含量

65%，下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63000 吨，其中主采指标 46890 吨，综合利用指

标 16110 吨。

本次指标下达与往年不同之处在于 1）去年第一批是工信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

发文下达的，而今年是自然资源部单独发文；2）钨第一批指标以往是以上年度

总量的 50%预下达，而今年是以上年度总量的 60%预下达。全年指标需要走程序

确定，目前尚未公布。

12. 钨钼稀土项目位列《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中

1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

本)》，该目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部地区

新增鼓励类产业中，多项钨钼稀土相关项目位列其中，具体如下：

四川省：钨钼制品及钨钼丝材；高性能稀土永磁、发光、催化、合金等稀土功

能材料及器件的开发、生产及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铁、锰、铜、镍、铅、锌、钨

（锡）、锑、稀有金属勘探、有序开采、精深加工、加工新技术开发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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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铁、废钢、废铜、废铝以及稀有金属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及运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项目除外）。

广西壮族自治区：铜、铝、钨、镁、锡、铟、锌、铅、锑、稀土等高性能新材

料开发及精深加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项目除外）。

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

政策之一。《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界定了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适用的产业范围，是企业能否享受该政策的重要依据。

13. 株硬中粗碳化钨粉提质改造项目正式开工

1月 28 日，株洲硬质合金中粗碳化钨粉智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正式开工。中

粗碳化钨粉智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8843.65 万元，年产 2500 吨中

粗碳化钨粉。该项目力争在 2022 年一季度末实现投产。

中粗碳化钨粉智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致力于碳化钨产品的提质改造，保障碳

化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满足公司内部高品质硬质合金不断发展的需求。该

项目是株硬“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对株硬未来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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