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布局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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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经济带具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在我国铜矿产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因此在新形势下，谋划好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及产业发展，对于保障我国铜矿资源安全供给，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布局理论，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开发利用布局与产业结构的

现状、特点，指出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产业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总体较小，地质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

提出应从优化铜矿勘查开发布局与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矿业、推进上中下游产业协调发展三个方面优化长江经济带

铜矿产业发展的思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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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１１省

市，面积约２０５万ｋｍ２，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４０％。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

和巨大发展潜力，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丰富，在我

国铜矿资源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新形势下，谋划好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及产业发展，对于保障我国铜矿资源安全供给，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优化长江经济带及全国矿产资源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１ 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格局 

１．１ 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丰富，地质找矿成果显著，查明资源储量占全国近４０％ 

相对全球铜矿资源分布而言，我国铜资源总体呈现储量少、品位低、分布广而集中的特点。长江经济带成矿地质背景优越，

地质大调查期间，相继发现了普朗铜矿、羊拉铜矿、白秧坪铜铅锌多金属矿等一批大型有色金属矿，一批新的国家级有色金属、

贵金属资源基地已基本形成。截至２０１３年底，我国共有铜矿矿区２０１８个，查明资源储量（矿石）８３４５．９亿ｔ。

从省域尺度看，我国铜矿资源分布在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西藏、云南、江西、内蒙古、新疆５省区的铜资源

储量最多，合计占全国铜资源储量的６３．５％。其中，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铜矿矿区有８４０个，资源查明资源储量３４

８２万ｔ，分别占全国的４２．４％和３８．８％。 

１．２ 从长江经济带内部来看，铜矿资源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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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中上游，上、中、下游比例约为３∶３∶１上游主要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四省市，查明资源储量１５０２

万ｔ，占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查明储量的３９．１％，中游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份，查明资源储量１４２６万ｔ，

占长江经济带铜矿查明资源储量的３７．１％，下游主要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４省市，查明资源储量５５４万ｔ，

占长江经济带铜矿查明资源储量的１４．４％，上中下游比例约为３∶３∶１。 

１．３ 从铜矿资源开发利用来看，长江经济带铜精矿产量占全国半壁江山 

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全国共设置铜矿采矿权２０４８个，其中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共１２１２个，占全国总数近６０％，

其中大中型铜矿为４４个，占全国大中型铜矿总数的５１．２％。从采矿权面积来看，长江经济带铜矿采矿权面积为６３７ｋ

ｍ２，占全国铜矿采矿权面积的４８．５％。２０１４年，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铜精矿产量约９０万ｔ，占全国铜精矿产量

的５３．６％。 

１．４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积极主动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国家级铜矿绿色矿山试点单位数量达２０家 

按照《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要求，国土资源部从２０１０年起，先后在全国开展了四批６６８家国

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其中，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数量达到２２７个，占全国绿色矿山试点数总数的三分之一，

铜矿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２０家，其中江苏１家，浙江２家，安徽５家，江西１家，湖北３家，四川２家，云南６家。与此同

时，１１省市也结合各地实际，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如，浙江率先在全省开展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一律按照绿色矿山标准

进行管理，江西省也制定方案，引导背地绿色矿山建设。通过绿色矿山树立了一批铜矿资源绿色开发先进模式（如安徽铜陵冬

瓜山铜矿实行全尾矿充填，实现无尾矿化生产）为长江经济带矿业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基础。__ 

 

２ 铜矿勘查开发及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２．１ 铜矿上下游产业总体布局结构不够合理 

据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铜精矿产量约１６８万ｔ，采矿设计产能１６３万ｔ，选矿产能１８１万ｔ，但精炼铜产量达

到６６６万ｔ，精炼铜产量是选矿产能的３．６８倍，而１５年前，这一比例为２．５２。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２０１３年

铜精矿产量约９０万ｔ，选矿产能９５万ｔ，精炼铜产量高达３７２万ｔ，精炼铜产量是选矿产能的３．９２倍，高于全国，

１５年前，这一比重为２．５１，与全国持平。从数据分析来看，长江经济带铜矿下游发展速度快与上游采选，铜工业产业链

总体比较脆弱，上游的资源采掘业不能满足中游冶炼发展的需要，而冶炼产品又不能满足下游对精炼铜的消费需要，在链条的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靠进口来弥补其中的供需差距，换言之，铜工业的蓬勃发展及精炼铜消费的快速扩张，那都是建立在大规模

利用国外资源的基础上。 

２．２ 矿山企业规模总体较小，集约化程度不够 

现在全球探明铜储量超过５００万ｔ的超大型铜矿有６０个，长江经济带中只有江西德兴铜矿一个超大型矿床（约５００



 

万ｔ）。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底，长江经济带大中型铜矿采矿权共有４４个，占长江经济带铜矿总数的３．６％，远低

于全国大中型矿山比重。４４家矿山中近一半生产规模在１００万ｔ以下。铜矿企业小、散、多的局面，导致长江经济带铜矿

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装备落后，整体竞争力难以发挥。如：江西鹰潭、上饶等地的铜矿加工企业大部分来自江浙等东部沿

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基本属成长型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相对落后，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生产负荷率不高，市场竞争力仍然

较弱。同时，铜精深加工缺乏人才和技术支撑，创新能力弱。包括江铜集团在内，铜精深加工仍需引进技术工艺装备，严重制

约长江经济带铜产业健康发展。 

 

２．３ 资源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长期的铜矿资源开采、冶炼积累的金属污染问题近年来开始逐渐显露，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构成了

严重危险。长江经济带铜矿开采引起的地质环境主要包括植被破坏、地质灾害、固体废弃物、水体污染等方面。２０１３年全

国铜矿开采累计产生３３亿ｔ废石，仅江西就占４５％，严重影响长江经济带整体地质环境的治理恢复。如，某铜矿尾矿库、

废石堆场底部及部分边坡未按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采取防渗措施（现场采样监测尾矿库废水ｐＨ 值３．５，铜２５．７ｍｇ

／Ｌ，锌０．９０７ｍｇ／Ｌ，镉０．０８ｍｇ／Ｌ），二期７０００ｔ／ｄ采选工程扩建工程未完成竣工环保验收超期试生

产。 

３ 优化长江经济带铜矿产业发展的思路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铜行业发展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需求快速增长已经结束，产业发展动力正在发生转变，

规模扩张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实现长江经济带铜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刻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以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战略，坚持“两种资源并用、立足国内，开发保护并重、

保护为主，开源节流并举、节约优先”的根本指导方针，以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以转变铜矿资源利用方式为主线，

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科学布局铜矿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全面增强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保障能力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３．１ 优化铜矿勘查开发布局与结构，全面服务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战略 

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规划和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长江经济带近年来探明的大中型铜矿产地做一次概略经

济评价，划定一批大型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基地和资源产业基地，提升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勘查开发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保



 

障长江经济带乃至国家资源安全。建议未来五年以云南香格里拉、滇中－川南地区湖北大冶、江西九瑞地区、赣东北德兴地区

为重点建设一批大型铜矿资源基地。在以上基地内划定一批重点矿区，适当提高最低开采规模标准，通过市场途径逐步开展资

源开发整合，优化长江经济带铜矿布局与结构，促进形成集约、高效、协调的矿山开发格局。以江西铜业、铜陵有色、金川集

团、云南铜业等大型铜矿企业为重点，推进建设若干，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产业聚集的铜金属精深加工基地，服务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抢占科技制高点。 

３．２ 大力发展绿色矿业，以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以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为契机，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严格环境

准入管理，对于不符合环保标准和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的铜矿开发项目一律不得纳入规划。系统总结推广江西铜业

等２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试点经验，分省制定适合长江经济带资源特点的铜矿绿色矿山建设__标准，推动建设１０～２０个

绿色矿山建设示范区，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将长江经济带范围内铜矿全面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为全国铜矿开发提供样板。 

３．３ 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铜矿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着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上中下游产业协调发展 

矿山开采应具有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和矿石加工性能相适应的安全、节能、高效、环保采选工艺技术和装备，努力实现安

全、高效、清洁生产。在开采铜矿资源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应综合勘查、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对暂时不

能综合利用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资源浪费。推动建设２０～３０个铜矿开发综合利用重大工程，加大先进冶炼技术的

推广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难冶资源特别是以往冶炼过程中堆存的冶炼渣的高效利用，加速完善有色金属循环再生产

业链。在骨干企业推广高起点的产业链延伸拓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现有铜加工项目，向高端铜板带、铜箔、管棒型线

材等产品发展。例如，安徽、江西可以由冶炼精炼铜、粗铜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模式，向生产高端铜板带、铜箔、管棒型线

材等产品转变。 

３．４ 大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在铜矿资源开发过程中，加强防范可能出现的生态破坏对中下游地区造成的影响，建议在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的沿江、沿边

带，划定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保护长江流域水体不被污染，防止矿业开发引起水土流失，於塞长江河道，加强长江经济

带绿色矿山建设。加大沿江铜矿排污行业环境隐患排查和集中治理力度。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重点是加强对地下水、地下采

矿的管理，防止因地下采矿污染地下水及引起地面沉降；中游地区重点是加强对铜矿资源开采引起的地面塌陷、滑坡、地表植

被破坏等的治理，防止开矿引发的重金属污染；上游地区地区重点是减少矿业“三废”的排放，加强对裸露山体的治理，防止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页岩气开发对地下水的污染。借鉴莱茵河、密西西比河等国际河流开发经验，重视流域组织管理和基础设

施保障，形成以港口城市为点、以沿江产业带为轴、以流域经济区为面，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条件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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