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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铜产业高质量发展:挑战、机遇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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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铜产业一直是铜陵市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内外部环

境因素影响,铜陵市铜产业发展面临多方面压力。为促进铜陵市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析了铜陵市铜产业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指出铜陵市应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迎接“新基建”“智能制造”产业浪潮,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国际竞争与合作,完善有利于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集聚人才,汇聚人

气,促进各类企业融合发展,并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特色鲜明、绿色发展、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现代铜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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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因铜而生、因铜而兴,有“中国古铜都,当代

铜基地”的美称,铜产业也是铜陵最具优势和竞争力

的主导产业。近年来,铜陵市按照“抓住铜、延伸铜,
不唯铜、超越铜”的思路[1],加快铜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不断延伸产业链,产业链相对完整;铜产品品

种齐全,且亿级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初显;铜产业逐步

迈向中高端,成为全国重要的铜基新材料产业集聚

地,先进结构材料入列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2019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入列世界500强榜

单,标示着铜陵铜产业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2]。

2019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等外部不利因素影响,铜陵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在全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增速低于

预期的背景下,铜产业也面临弯道超越的重要机遇

期。本文立足铜陵市铜产业现状,分析当前发展机遇

以及存在的短板,就如何推动铜陵市铜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出建议。
一、铜陵铜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链深度不够,附加值仍待挖掘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材生产国和消费国。近些

年,我国铜材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国产化水平不断提

高,但全行业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附加值较低

等问题,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就

铜陵而言,虽然铜陵市是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铜
加工基地和电磁线生产基地,且已形成7条相对完整

的产业链,但从产业结构看,中低端铜材产能仍嫌过

剩,高精尖端铜材加工能力相对薄弱。一方面,铜产

品主要集中在铜杆、铜板带、铜管、铜棒等传统铜加工

领域,产业链横向不够丰满,铜加工深度不够;从事杆

线等粗加工产品企业多,从事高档铜合金、覆铜板、

PCB、引线框架等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企业少,产
品同质化程度高。另一方面,产业链相对单薄,大多

链上产品只有单个企业在生产,如铜管、铜棒、铜板

带、覆铜板等,且缺乏重大后备项目,发展后劲不足。
(二)原矿资源制约严重,材料成本占比高

中国铜储量仅占全球4%,受原矿资源匮乏和原

矿品位低的影响,中国铜原料自给率不足20%,成为

制约铜产业发展的瓶颈。铜陵市早在2009年就入列

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铜原料供应不足,严重依

赖进口。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作为国内铜消耗最大的

企业,95%的原材料依靠进口,铜产品原材料成本占

比高。2019年,受全球极端天气及部分国家和地区

工人罢工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矿山铜矿采炼受到一定

冲击。与此同时我国精铜冶炼进入投产高峰期,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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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相对于冶炼产能更为紧张。
(三)供给端竞争加剧,加工费下滑

产能扩张导致行业内同质竞争激烈程度提升,供
给端存在一定程度过剩风险,铜冶炼加工费自2018
年以来持续下行。尤其在铜管及铜杆行业,加工费甚

至下降至成本价附近,传统加工费较高的铜箔行业也

开始大幅降价。该格局不利于行业良性竞争,影响铜

产业整体发展壮大。
(四)区位优势受限,高端人才匮乏

铜加工行业较早在沿海一带发展,行业人才主要

聚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方面,铜陵虽地处长江沿

岸,但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南京、合肥、芜湖等城市有

较大差距,城市吸引力有限,外加其他发达地区人才

市场的虹吸效应,导致人才的引进和留用出现困难。
受高端人才匮乏的影响,铜陵铜产业高精尖产品研发

能力较弱,目前铜板带、铜合金棒、铜杆、特种电磁线

等主要铜加工产品的生产装备和工艺仍需从发达国

家和地区引进。另一方面,铜陵本地高校资源不足,
仅一所本科院校和两所大专院校,且毕业生留铜意愿

较低,本地户籍高校毕业生流出比例又逐年增长,人
口净流失形势严峻,无法满足铜产业发展对各类人才

的需求。
(五)内外部压力并存,企业运营风险增大

作为国家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铜产业属外向度

较高的产业,一方面要承受国内经济调整的压力,另
一方面要承受经济全球化“逆风”。从外部环境看,

2019年以来,铜陵市铜产业遭受国际贸易摩擦、新冠

肺炎疫情等多重挤压,还面临国内市场中低端产能相

对过剩、竞争无序的压力;从内部环境看,铜产业是资

金密集型产业,企业运营资金占用量大,货款回笼慢,
资金成本高。铜加工业采购电解铜大多是现款现货,
销售产品货款回笼普遍几个月账期,流动资金缺口

大,当行业景气下降时,银行信贷收紧,容易出现资金

链断裂风险。
(六)文化产业竞争力偏弱,“铜都”品牌竞争力

不强

铜陵采冶铜的历史绵延3000多年,沉淀了厚重

的青铜文化,也铺就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近年

来,铜陵依托铜基新材料产业基地优势,大力发展铜

文化产业,并形成铜官府、新九鼎等一批铜艺品牌,但
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品牌知名度也很有限。

全市铜文化企业32家,2019年总产值约3亿元,没
有年产值过亿的企业。企业间缺乏有效沟通合作,在
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上存在雷同现象,抱团发展意识

不强,互联网创新思维和品牌建设意识相对薄弱,没
有行业驰名商标,铜文化产业聚集效应尚未形成。

二、铜陵铜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2020年5月,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时期,铜陵市铜产业应依

托技术、规模、产量优势,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

战略,迎应“新基建”“智能制造”产业浪潮,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国际竞争与合作,谋求新的发展机遇。
(一)“新基建”释放铜产业新需求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铜陵市铜产业发展出现重大

机遇。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5G基站、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都会增加高端铜板带、箔、
棒、线的需求。以特高压为例,作为新基建的重要一

环,特高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五年,国家电

网工程建设年平均完成投资额达5127.90亿元。随

着新基建大幕拉开,国家对特高压电需求将进一步增

大。铜杆线企业作为该产业链上重要一环,应抓住

“新基建”带来的重大机遇,将新需求转化为自主创新

的动力,加快高端、个性化产品的研发,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
(二)“智能制造”持续提供产业发展动力

空调、冷柜等家电产业是铜产业链的重要终端产

品。受房地产投资、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又加

上后期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空调、冷柜等家电产业

短期需求呈下降趋势。随着国内外疫情趋于缓和,家
电产业需求将重新受到刺激。此外,各传统家电厂商

纷纷开展产品创新,家电产品更新换代频率加快,“智
能家电”时代的到来势必带来持续产能提升。

新能源汽车也将进一步带动铜产业需求。2020
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年)》,指出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已达到

汽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以机动车为例,传统机

动车平均每辆用铜23公斤,而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和

纯电动汽车车均用铜量分别达到60和83公斤。随

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逐步增长,将进一步刺激铜产品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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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搭建产业外向发展通道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步
伐加快。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经与138个国

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沿线项

目涉及大量铜产业需求,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企业家大会也为国际商务合作搭建了平台。
作为国家重要铜产业基地,铜陵市应抓住契机,积极

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提升铜陵铜产业国际化程度。
(四)“长三角一体化”助力产业深度合作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一体化”和“高质

量”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两个关键词。该规划纲

要将铜陵市列入长三角27个城市中心区之一,并将

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包含长三角在内的华东地区

经济总量大,铜消费量占全国用铜量的三分之一以

上。铜陵市在铜冶炼、铜加工等领域有着独特优势,
应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市场机遇,持续提供丰富

铜产品;政府层面要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坐

标系,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地方政策,帮助企业积

极对接国家战略。
三、促进铜陵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未来3~5年,铜陵市应以锻造世界级铜产业集

群为目标,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做强铜冶炼、
做优铜加工,以发展铜基电子信息材料和新能源、

5G、汽车、家电高端零部件为重点,促进产业链向终

端延伸、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着力构建支撑铜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组织机制、创新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以及

投融资机制,建设全国影响力大、全球知名度高的铜

基新材料研发、生产、应用高地,建设覆盖全球的铜

资源供应网络、铜基新材料制造及创新中心,形成特

色鲜明、绿色发展、竞争力强的现代铜产业体系,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铜都品牌。
(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锻造世界级铜产业集群

1.精准招商,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

未来铜产业市场需求呈现不同层次,中低需求增

长缓慢,高端需求仍保持高速增长[3]。应坚持差异

化、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思路,调整招商方式,推广完善

产业“链长制”。一方面“固链强链”,聚焦优势领域,

高标准建设国家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发挥国家级

铜铅锌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印制电路板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的作用,培育高性能复合材料、高端轻合

金等前沿材料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品牌化发展。另一方面“补链延链”,力争引

进一批战略投资者,在做强现有产业链的同时,推动

产业链向高端发展和终端延伸;同时瞄准行业50强

企业实施点对点招商,引进产业链终端品牌企业来铜

投资,开发市场需求的高端和终端产品。

2.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多渠道突破资源瓶颈

我国可开采铜矿储量仅占世界4%,而且矿床规

模不大、矿石品位差、开采难度大,亟须多渠道突破资

源瓶颈。一是支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对省内有色金

属矿产进行整合重组,壮大产业基础,促进省内有色

金属资源向铜陵集聚;二是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契

机,积极加强与省外中小矿山合作,拓宽原材料供给

渠道;三是借“一带一路”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产能

合作,以直接投资、购买股权等方式,收购境外矿权和

矿山企业,建立长期稳定资源供应渠道;四是加快“圈
区管理”入园企业建设,瞄准央企和国内知名拆解企

业开展精准招商,重组拆解园区,同时完善废旧物资

回收体系,促进铜陵铜拆解业健康发展,保障废杂铜

供应。

3.注重生态保护,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不仅要在经济

发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头。
铜陵市作为铜加工业的聚集地,在谋求十四五跨越发

展的同时,更要高标准处理好铜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关系,绝不触碰环保底线,积极培育绿色产品、绿色

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深化绿色改造,构建绿

色制造体系。通过法治化、市场化手段,从产品质量、
工艺装备、安全生产等方面对铜产业绿色发展提出更

高要求。
(二)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促进各类企业融合

发展

1.夯实龙头企业硬实力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是国内阴极铜主要生产企业

和内资最大的铜箔生产企业,在全国铜行业中处于优

势地位,2019年成功晋级世界500强。但近年来总

体发展缓慢,与江西铜业渐行渐远,亟须寻找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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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应立足国家新基建,发展高端、个性化深加工

产品(如5G铜箔、电子铜带等),努力提高产品附加

值,研发生产替代进口产品和高精尖铜基新材料产

品,进一步扩大和释放产能;同时积极开拓海外新兴

市场,扩大产品出口,减轻中美贸易摩擦对订单的影

响。政府层面,要落实各项支持措施,鼓励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走出去,支持其保持国内铜产业龙头地位并

在世界500强中持续进位,构建“命运共同体”。

2.培育细分行业“小巨人”
在促进大型企业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

鼓励中小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向专业化、特色化方

向发展。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专业化“小巨人”
企业,支持精达集团、海亮铜业、全威铜业、金威铜业、
铜冠铜箔、鑫佳铜业、铜官府文化、三佳山田等企业发

挥各自优势,成为细分行业领军企业,同步实施品牌

提升战略,促进铜陵本土企业品牌价值提升和推广,
将精达铜材、全威铜业等本土企业打造成“铜都制造”
知名品牌。

3.大力发展铜文化企业

进一步培育和深挖铜文化,做深做透铜文章。一

是深耕铜文化行业细分领域,研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终

端产品,传播青铜文化魅力,将铜艺产业打造成为铜

陵铜产业重要增长极;二是加强与国际铜业协会、上
海创意产业中心等交流合作,成立铜雕艺术研究院,
设立大师工作室,搭建公共技术平台,提升铜艺产品

艺术品位和档次;三是建设集铜文化展示交流、生产

交易、观光游览于一体的铜文化产业园,促进铜文化

产业集聚发展;四是大力宣传铜文化,依托国际铜雕

艺术园、铜陵博物馆、铜官山·1978文创园等文化载

体,借助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培育品牌代言人,
让铜文化成为四方宾客的游览和研学对象,借口碑营

销提升“中国古铜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4]。
(三)创新驱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科技引领发展,铜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5]。
近年来,铜陵在铜产业创新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10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多家企业主导或

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多项技术处于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并围绕铜基新材料布局了多层次

研发平台。然而,创新永远在路上,铜陵仍需持续提

升创新动力,并以此提高产业竞争力。

1.加强本土创新平台建设

加强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及上海张江

的对接,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为主体,与中国有色金

属加工工业协会合作,联合中南大学等一流高校、科
研院所,高水平建设铜陵市先进结构材料研究院,联
合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跨区

域科研交流和研究,谋求铜冶炼、铜精深加工以及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全产业链前沿技术研发突破,同时

致力于铜基新材料高端产品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助
力打造国家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2.推广铜产业创新券

借鉴江西省做法,推广实施铜产业创新券[6],即
由政府向全市符合条件的铜产业企业发放免费权益

凭证,鼓励有需求的铜企业向本土创新平台购买技术

服务,相当于政府对企业年度科技投入的一定比例补

助,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内生动力。

3.鼓励企业智能化改造

以“数字铜陵”建设为契机,鼓励企业主动迎接智

能化浪潮,瞄准行业领先水平,促进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铜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通

过建设智慧工厂、数字车间等,深化现代信息技术在

研发、制造、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建设涵盖

生产车间、ERP、数字仓库、网络营销、在线订单、安全

生产等在内的全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系统,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优质品率,促进节能环保。

4.落实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征收企业所

得税;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未形成无形

资产的,允许在据实扣除基础上按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其成本在规

定期间内按175%的比例在税前摊销。
(四)集聚人才、汇聚人气,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1.加大高层次人才团队引进及培育力度

坚持国内与海外并重,借助聘、引、培等多种形

式,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通过人才带

项目或以项目带人才的方式,引进一批国内外高科技

人才及创业领军人才;与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组织高层次技能型或管理类人才培养;继续举办铜基

新材料产业研讨学习班,提高铜加工企业生产管理

01

安徽开放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水平。

2.创建铜产业学院

以铜陵学院为母体,整合省内外高等教育资源,
创建具有地域特色的铜产业学院,开设产业发展所需

的铜加工、铜艺设计、铜期货、铜物流等专业,为铜陵

市铜产业提供一站式人才服务。协调企业与安徽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铜陵技师学院等院校合作,开
展“订单式”技能型人才培养。

3.实施具有激励性的人才引进政策

相对而言,铜陵不具备区位优势,且长期人口净

流失,更需要在人才政策上加大力度。针对铜陵籍高

校毕业生回铜意愿不强和现有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
出台更具有激励性的人才购房、租房补贴和安家费政

策,降低留铜大学生人才公寓申请门槛并简化审批流

程;针对高层次人才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
(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1.深化金融扶持

创新信贷产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积

极引进产业基金、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等境内外

低成本资金;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本土铜企业的

信贷投入,推进产权质押、产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创

新;鼓励政策性银行予以本土铜企业低成本贷款,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对资金周转期长的铜产业重点企

业,由银行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授信;支持铜企业通过

股权或债权融资方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担保体

系,严格落实国家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各项信贷

政策。

2.强化财税支持

研究省政府制造强省等惠企政策,争取更多本土

企业享受上位政策支持;落实国家针对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加工

的铜及铜合金产品,按30%比例享受增值税即征即

退;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取得的符合条件的收入,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计入当年度应税

收入;落实资源税优惠政策,对从衰竭期矿山开采出

来的矿产资源,减征30%资源税;对通过充填开采方

式开采出的矿产品,减征50%资源税。实施增值税

增量留抵退税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铜加工企业,可以

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3.引导企业战略重组

支持大型铜加工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

重组,支持本土企业引进战略合作者和开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7];引导企业从产品、市场、服务、技术、人才、
制度等方面着手,提升综合实力;引导企业加强自身

风险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
(六)完善顶层设计,唱响“世界铜都”主旋律

第一,高起点编制《世界铜都发展规划》,出台《关
于加速推进世界铜都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
规划引领,政策引导,锁定目标,凝聚共识。

第二,建设服务铜产业的大数据平台,整合铜基

新材料上下游及金融、物流、信息等相关资源,以数字

化、互联化、智能化为核心,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面向全球的、线上线下融

合的铜产业互联网平台,助力铜企业生产、贸易、物
流、仓储、金融等全产业链升级。

第三,建设具有国内影响力的铜期货交割仓库,
大幅度降低铜加工企业的物流、运输及仓储成本,方
便当地及周边地区铜现货企业的期铜仓单注册及实

货交收,实现期货现货交易联动。
第四,继续办好中国(铜陵)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

论坛,搭建政、商、产、学、研相结合的交流平台,并将

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性、永久性论坛。
第五,恢复中国(铜陵)青铜文化博览会、国际铜

雕艺术节等影响力大的品牌节庆项目,扩大城市影响

力,提升“中国古铜都”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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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opperIndustryinTonglingCity:
Challenges,OpportunitiesandCountermeasures

LIUJun,GAOMing
(SchoolofFinance,TonglingUniversity,TonglingAnhui244061,China)

Abstract:Thecopperindustryhasalwaysbeenthemostadvantageousandcompetitiveindustryin
Tonglingcity.Inrecentyears,undertheinfluenceofinternalandexternalenvironmentssuchastheSino-US
tradewarandtheCOVID-19epidemic,thedevelopmentofTongling’scopperindustryhasfacedvarious
pressure.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ngling’scopperindustry,thisarticle
analyzesth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acedbyTongling’scopperindustryinthenewdevelopment
period,andpointsoutthatTonglingshouldactivelyintegrateitselfintothestrategyforintegrated
developmentoftheYangtzeRiverDeltatowelcomethe“newinfrastructure”and“intelligentmanufacturing”

industrywave.Tonglingshoulddeeplyparticipateinthe“BeltandRoad”internationalcompetitionand
cooperation,improvethepolicysupportsystemthatisconduciveto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
copperindustry,gathertalents,promote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variousenterprises,andenhancethe
corecompetitivenessoftheindustrythroughinnovationsoastocreateamoderncopperindustrysystemwith
distinctivefeatures,green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influence.

Keywords:copperindustry;innovation-driven;integrationoftheYangtzeRiverDelta;Tongling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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