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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九章

。首先介绍了有色金属行业的概念以及全球有色金属行业发展概况，接着分析了中国有色金

属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有色金属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

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 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

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材料，航空、航天、汽车、机械制造、电力、通讯、建筑

、家电等绝大部分行业都以有色金属材料为生产基础。随着现代化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突

飞猛进，有色金属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建国60多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兴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矿山、冶

炼和加工企业，组建了地质、设计、勘察、施工等建设单位和科研、教 育、环保、信息等事

业单位，以及物资供销和进出口贸易单位。形成了一个布局比较合理、体系比较完整的行业

。2011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保持平稳发展态 势，全年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3438万吨。2011

年我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万亿元，实现利润1990亿元。 

     2012年1&mdash;10月累计完成产量3031.85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6.05%。2012年10 月，我国十

种有色金属产量为328  万吨，同比增长14%。有色金属供应端表现相对刚性，2012年全球的供

应状况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供应过剩的格局改变的概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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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钛的主要应用领域 

四、钛的化合物的分类 

五、金属钛的生产方法 

六、钛工业的发展简史 

第二节 钛矿资源状况 

一、中国钛矿资源储量 

二、中国钛矿资源分布 

三、中国钛矿资源特点 

四、中国钛矿原料的特征 

第三节 2011-2012年全球钛行业发展概况 

一、美国钛工业 

二、日本钛工业 

三、俄罗斯钛工业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钛行业发展状况 

一、中国钛工业产品质量发展现状 

二、中国最大钛产业集群正逐渐成型 

三、我国钛工业发展的技术突破方向 

四、我国钛白研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第五节 2009-2012年中国钛工业运行分析 

一、2009年中国钛工业运行状况 

二、2010年中国钛工业运行状况 

三、2011年中国钛工业运行状况 

四、2012年中国钛工业运行状况 

第六节 钛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一、中国钛工业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钛行业发展建议 

三、促进钛工业快速发展的对策 

四、中国钛工业企业发展战略 

第七节 钛行业发展前景与趋势预测 

一、全球钛工业发展展望 

二、中国钛金属行业将迎来发展机遇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钛工业发展规划 

四、新型飞机海绵钛用量将大幅增加 

第十二章 2011-2012年钨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金属钨相关概述 

一、钨的简介 

二、各类钨品的定义 

三、钨合金的研发及应用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钨矿资源与开发状况 

一、中国钨矿资源利用状况 

二、我国应规范钨矿开采秩序 

三、中国持续对钨矿等资源实行保护性限制开采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钨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钨行业在全球上的地位 

二、钨制品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建国以来中国钨工业发展综述 

四、我国钨加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节 2009-2012年中国钨行业发展状况 

一、2009年中国钨行业经济运行简况 

二、2009年中国钨市场价格行情分析 

三、2010年中国钨行业发展状况 

四、2011年国内钨市走势剖析 

五、2012年中国钨行业发展状况 

第五节 中国钨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钨行业发展的主要约束因素 



二、中国钨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三、中国钨工业发展存在若干不足 

第六节 中国钨行业的发展策略分析 

一、中国钨产业发展对策探讨 

二、促进我国钨行业发展的战略方案 

三、国内钨工业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四、我国钨业寻求国际话语权的策略探索 

第十三章 2011-2012年有色金属其他子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锡 

一、中国锡矿资源的概况 

二、2009年我国锡产业运行状况 

三、2010年我国锡行业运行状况 

四、2011年我国锡行业运行状况 

五、2012年我国锡行业运行状况 

第二节 稀土金属 

一、我国稀土金属资源的分布 

二、我国稀土金属资源的开发利用 

三、2009年我国稀土产业发展的重大事件 

四、2010年我国稀土产业格局发生变化 

五、2011年国内稀土行业发展分析 

六、2012年国内稀土行业发展分析 

七、推动我国稀土产业健康发展的策略 

第三节 白银 

一、我国白银工业的发展历程 

二、2009年我国白银市场的运行情况 

三、2010年我国白银出口及市场价格情况 

四、2011年我国白银产业发展特点 

五、2012年我国白银产业发展概况 

六、市场需求推动白银价格持续上涨 

第四节 钼 

一、金属钼的性质与用途 



二、我国钼矿资源的概况 

三、2009年我国钼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四、2010年我国钼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五、2011年我国钼行业发展状况 

六、2012年我国钼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七、我国钼矿行业发展有待战略收储 

第五节 镓 

一、金属镓的用途及发展历程 

二、我国镓矿产业的发展概况 

三、我国镓类企业结成企业结盟促发展 

第六节 锑 

一、中国锑矿储量及分布 

二、2010年我国锑市场运行状况 

三、2011年我国锑市场运行分析 

四、2012年我国锑市场运行分析 

五、我国锑市场发展面临的形势 

六、推动我国锑工业循环发展的建议 

第十四章 2010-2012年有色金属产量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0-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分析 

一、201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分析 

二、2011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分析 

三、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分析 

第一节 2010-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铅产量分析 

一、201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铅产量分析 

二、2011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铅产量分析 

三、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铅产量分析 

第一节 2010-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锌产量分析 

一、201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锌产量分析 

二、2011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锌产量分析 

三、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锌产量分析 

第一节 2010-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镍产量分析 



一、201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镍产量分析 

二、2011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镍产量分析 

三、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镍产量分析 

第一节 2010-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锡产量分析 

一、2010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锡产量分析 

二、2011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锡产量分析 

三、2012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锡产量分析 

第十五章 2011-2012年再生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再生有色金属的相关概述 

一、再生有色金属的界定 

二、再生有色金属的原料来源 

三、再生有色金属生产技术及装备水平 

第二节 2011-2012年再生有色金属行业发展概况 

一、发展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具有重大意义 

二、2010年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情况 

三、2011年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重大事件 

四、2012年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热点分析 

五、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战略地位得到提升 

第三节 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一、制约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因素 

二、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面临的矛盾 

三、促进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思路 

四、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需加大投入 

第四节 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主要目标 

四、主要任务 

五、保障措施 

第五节 2020年再生金属产业发展规划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二、重点任务 

三、需重视再生金属回收专项领域 

四、资金投向与重点工程项目 

五、规划措施和实施方案 

第十六章 2011-2012年有色金属区域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湖南 

一、湖南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回顾 

二、2010年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简况 

三、2011年湖南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状况 

四、2012年湖南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状况 

五、&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湖南有色金属工业发展预测 

第二节 安徽 

一、安徽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概况 

二、安徽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振兴的目标 

三、安徽有色金属产业振兴发展的重点 

四、促进安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第三节 广西 

一、广西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分布 

二、广西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回顾 

三、广西有色金属产量增长情况 

四、广西河池市有色金属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五、广西有色金属工业调整和振兴发展规划 

第四节 河南 

一、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回顾 

二、2010年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发展情况 

三、2011年河南有色金属行业稳定发展 

四、2012年河南有色金属行业发展态势 

五、河南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六、河南省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建议 

七、河南省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第五节 江西 



一、2009年江西有色金属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二、2010年江西有色金属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三、2011年江西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状况 

四、2012年1-7月江西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状况 

五、促进江西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措施 

第六节 云南 

一、云南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 

二、云南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三、2010年云南发现大型有色金属成矿区 

四、2011年云南有色金属产业实现千亿目标 

五、2012年云南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状况 

六、云南抢夺有色金属国际市场话语权 

七、云南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八、2012-2015年云南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目标 

第七节 甘肃 

一、甘肃省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简况 

二、甘肃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的优劣势 

三、发展甘肃有色金属工业的政策措施 

四、发展甘肃有色金属工业的具体思路 

五、&ldquo;十二五&rdquo;甘肃金昌重点推进有色金属业 

第十七章 2010-2012年有色金属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六节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七节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1-2012年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3-2017年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八章 有色金属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矿业税目情况 

一、资源税 

二、增值税 

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四、个人所得税 



五、车船使用牌照税 

六、印花税 

七、契税 

八、城市房地产税 

九、关税 

第二节 中国矿业主要收费项目 

一、矿产资源补偿费 

二、矿业权使用费 

三、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 

四、矿区使用费 

第三节 主要涉外法规政策情况 

一、外商投资的法律框架 

二、矿业权制度建设 

三、外商投资矿业的主要政策 

第四节 进出口政策概述 

一、进口许可证制度 

二、出口许可证管理 

三、稀有金属出口配额削减 

四、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取消 

第五节 有色金属行业新政 

一、有色金属行业税收优惠政策 

二、政策力推有色金属业兼并重组 

三、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加大 

四、行业准入门槛提高 

五、稀土资源税上调 

六、扶持再生有色金属业发展 

七、国家限制类有色金属项目 

第六节 国内外有色矿业政策对比及建议 

一、发达国家有色矿业的相关政策 

二、中国有色矿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对中国有色矿业政策基本取向的建议 



第十九章 有色金属产业前景趋势预测 

第一节 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前景展望 

一、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前景乐观 

二、中国有色金属业&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发展目标及任务 

三、中国将对十大有色金属生产进行总量控制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预测分析 

一、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收入预测 

二、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预测 

三、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值预测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预测分析 

一、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收入预测 

二、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利润预测 

三、2013-2017年中国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产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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