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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於上海舉辦之「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會議由英國 Metal 

Bulletin、智利銅業及礦業研究中心、上海期貨交易所與五礦集團公司聯合主辦，

目的除提供全球銅礦產業最新資訊外，並為銅礦業相關業者提供一交流平臺。 

會中介紹了全球各主要銅礦產業國家包括智利、秘魯、尚比亞、大陸、蒙古、東

協等國家之銅礦產業與未來發展，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會中介紹高雄港

LME 交割倉庫，對於高雄港 LME 業務推展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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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2014(第 10 界)亞洲銅業會議」由英國 Metal Bulletin、智利銅業及礦業研

究中心、上海期貨交易所與大陸五礦集團公司聯合主辦，目的除提供全球銅礦

產業最新資訊外，並為礦業相關業者提供一交流平臺。 

高雄港成為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第 37 個遞交港後，包括自由貿易港

區稅賦、倉儲及物流等管制作業規範均已符合國際標準，已正式開始進行 LME

商品交易營運，並成功吸引國際倉儲業者進駐，未來南星計劃區及洲際 1 期物

流中心，將有更多區域作為推動 LME 業務，陸續進駐形成新型態產業聚集，

有助於高雄港成為東亞地區重要金屬產業發貨配銷中心。本次參加「2014(第

10 界)亞洲銅業會議」，希望能掌握亞洲銅產業之發展趨勢，並進一步了解 LME

運作機制及倉儲實務作法。 

 

貳、 參訪行程 

本次行程主要為參加亞洲銅業會議，另陪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拜會上

海有色網，參訪時間與行程詳下表。 

 

參訪行程表 

日期 主要行程 

11 月 17 日(星期一) 搭機前往上海 

11 月 18 日(星期二) 
會前註冊 

參加倫敦金屬交易所/香港交易與結算專題研討會 

11 月 19 日(星期三) 參加亞洲銅業會議 

11 月 20 日(星期四) 
參加亞洲銅業會議 

拜會上海有色網 

11 月 21 日(星期五) 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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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重點 

一、 倫敦金屬交易所/香港交易與結算專題研討會 

(一) 倫敦金屬交易所簡介 

倫敦金屬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簡稱 LME)是全球規模最大非鐵

(有色)金屬交易平臺，1877 年成立，2000 年以銅、鋁、鎳、鉛、鋅及錫等 6 個

主要基本金屬為基礎創立倫敦金屬交易所期貨指數(LMEX)，投資人無須負擔

商品交易之金屬實體運送、倉儲及交易費用，即可取得期貨及交易選擇權契約。

全球超過 80%的非鐵(有色)金屬期貨交易都是在 LME 完成。 

倫敦金屬交易所結合非鐵(有色)金屬實體交易和金融商品，為買賣雙方建

立一個健全有秩序的市場，以市場機制產生價格，一天 24 小時皆可交易，每

年交易額超過 2 兆美元，世界上主要的礦業公司、金屬生產商、商業投資銀行、

金屬貿易公司及製造廠商都是倫敦金屬交易所的會員。 

倫敦金屬交易所於 2012 年 12 月被香港交易所收購，現為香港交易所集團

成員之一。 

 

(二) 香港交易所簡介 

香港交易所是全球最大交易所集團，透過旗下的香港聯合交易所及香港期

貨交易所經營香港唯一認可的證券市場及期貨市場；並同時經營香港僅有的四

家認可結算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期

貨結算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及香

港場外結算有限公司(場外結算公司)。此外又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

易所合資成立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簡稱中華交易服務），近期以開發

大陸市場為重點，長期目標是成為全球領先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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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網站 

香港交易所集團發展策略規劃 

 

(三) 倫敦金屬期貨小型合約 

香港交易所於會中特別介紹該交易所首次推出以人民幣交易之倫敦金屬

期貨小型合約(標的為鋁/鋅/銅，以 5 噸為一單位)。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滬港通)已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

啟動，香港與大陸內地投資者可透過當地市場的交易所及結算所，買賣和結算

在對方市場上市的股票。因此香港交易所因此推出倫敦金屬期貨小型合約新產

品，強調係以人民幣計價，可提高持有人民幣投資者之投資意願，減少人民幣

交易商保證金融資需要及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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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洲銅業會議 

(一) 會議議程 

日期 時間 主題 

11 月 19 日 

(星期三) 

0900~0930 開幕 

0930~1030 全球銅市產業發展趨勢 

1030~1100 茶敘 

1100~1230 全球銅市供需與銅精礦供應情況分析 

1230~1330 午餐 

1330~1510 全球銅礦業聚焦 

1510~1540 茶敘 

1540~1740 銅現貨與期貨交易市場發展 

11 月 20 日

(星期四) 

0900~1030 大陸銅工業發展趨勢 

1030~1100 茶敘 

1100~1200 大陸與國際銅市未來展望 

 

(二) 論壇重點 

1. 全球銅市產業發展趨勢 

目前全球每年從銅礦石生產金屬銅約 1 千 5 百萬噸，全球銅蘊藏最豐

富的地區共有 5 個：（1）南美洲秘魯和智利境內的安第斯山脈西麓；（2）

美國西部的洛磯和大坪谷地區；（3）非洲的剛果和尚比亞；（4）哈薩克共

和國；（5）加拿大東部和中部。 

從國家分佈看，世界銅資源主要集中在智利、美國、尚比亞和秘魯等

國，其中智利是銅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其銅金屬儲量約佔世界總儲量的

1/4，美國、日本是主要的精煉銅生產國，尚比亞和扎伊爾是非洲中部的

主要產銅國，其生產的銅全部用於出口，德國和比利時是利用進口銅精礦

和粗銅冶煉精銅的生產國。此外，秘魯、加拿大、澳大利亞、巴布亞紐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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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亞、波蘭、前南斯拉夫等也均是重要的產銅國。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2013 年世界各國銅產量及儲量分布圖 

 

 

2. 全球銅市供需與銅精礦供應情況分析 

(1) 全球銅業需求概述 

全球銅業正處於業務模式轉型中，國際化是未來發展趨勢，大陸是全球

最大的銅消費國，約占全球精煉銅需求的 45%。從今年精銅庫存下降，

全球供應短缺的情況來看，明年精銅價格將繼續上漲。依據全球銅業小

組發佈的資料顯示，2015 年銅礦增量預計將達到 124 萬噸。另外，美國

經濟雖然好轉，但其製造業占比較低，對銅消費的拉動較為有限。歐洲

市場的需求較為反復，也不會成為明年拉動銅價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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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2013 年世界各國銅消費分布圖 

 

(2) 智利銅精礦供應情形 

礦業一直是智利經濟成長的重要角色，主要因素包括智利擁有豐富的礦

產資源、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員、充足的基礎建設、有信譽的礦業供應

商以及穩定的投資環境。 

在 2004 年至 2012 期間，智利總投資中於採礦業的金額高達 81 億美金，

佔基礎設施佔的 50％，但是近幾年來，智利礦產也面臨了一些挑戰： 

A. 社會與經濟的高度發展，導致民意高漲，越來越多人反對新礦山的

開採，也新增了許多對採礦業的規定，因此在 2009-2014 年間智利

在採礦業的投資排名，從第 7 名下降為第 30 位。 

B. 古老礦山生產力下降，品質欠佳，增加營運成本。 

C. 銅產量下降、能源成本上升、工資增加，使得智利礦業部門面臨生

產成本提高。 

D. 礦區多位於智利北部沙漠地區，水供給相當缺乏，因此新的採礦作

業已考慮使用海水，儘管使用海水的成本較傳統水源高上 4 倍。 

礦業是支撐智利經濟的主要來源，如何使礦業能持續發展與承擔社會責

任，更是採礦業未來很重要的挑戰。智利除維持政治、經濟與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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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近年來更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希望能營造極具吸引力的投資

環境，估計智利未來新建和擴建的重要投資高達 1000 億美金，再加上

幾個懸而未決的採礦項目，如果能盡快得到批准，到 2025 年智利銅礦

產量將可達到每年 900 萬噸。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2004-2013 智利銅礦等級分布圖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2003-2014 智利與全球銅礦產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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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古礦業發展 

蒙古擁有相當豐富的礦產資源，已探明的礦藏有 80 多種，其中銅、金、

鈾礦與螢石最具開發潛力，煤礦產量亦頗豐盛，礦點多達 6,000 多個。

2010 年蒙古礦產資源管理局發放的礦產資源勘探許可證的總面積已經

佔蒙古國土面積的 1/3。2013 年經濟成長率中有 17%來自礦業的貢獻。 

礦業為蒙古的經濟命脈，蒙古政府持續將礦業列為經濟發展重心，鼓勵

外資及當地企業開發銅及煤等礦產，外商也搭上這班順風車，在 2011

年 11,000 個進駐蒙古的外資中，有 73%的外資投入礦產開發或與當地公

司合資。但因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投資環境並不穩定，2013 年蒙古外商

直接投資率下降了 48％，2014 年更下降了 61％，並影響到了採礦業，

主要原因為 2103 年修正了外國投資法，所有國有企業的投資須經政府

批准，外資收購國有企業需經議會批准；另於 2014 年修正了礦產法，

礦業的勘探報告和可行性研究，必須由通過認證技術專家進行，並須由

蒙古礦產資源管理局下礦產理事會進行審查，礦產許可證持有人應優先

考慮國內供應商等。 

蒙古礦業投資在熱潮過後，各種問題陸續浮出水面，例如蒙古礦產的勘

探資料可靠度較差，使得很多企業需自行勘探增加額外成本，而蒙古的

基礎設施不足，缺水、缺電、缺乏鐵路運輸網，均嚴重影響礦業發展。 

此外，蒙古氣候寒冷、風沙大也限制採礦生產時間，一年中的開工時間

只有半年，基本也就是每年的 5 月到 11 月適合開工。這些都會變相增

加企業的投資成本。 

 

3. 全球銅礦業聚焦 

(1) 尚比亞銅產業發展 

尚比亞礦產資源豐富，歷來以銅礦為支柱產業，但早期由於國際市場銅

礦價格下降和缺少投資等因素，該國銅產量逐年下降，1998 年降到了

30 年來最低點，直到 2001 年該國政府實行了銅產業私有化後，銅礦業

開始回升，加上近年國際銅價攀升，帶動銅礦業的收入增加，也使得尚



11 
 

比亞的經濟復甦。 

為反映採礦業的實際成本，尚比亞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將實施

新的採礦業稅制，該國露天礦的開採權利金將由 6%大幅上調至

20%，地下礦的開採權利金也由 6%上調至 8%。這樣的新稅制能

否被採礦企業接受，值得進一步觀察，若無法接受，很可會延

遲或取消投資，而造成就業機會減少以及銅產量減少。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尚比亞新採礦稅務制度 

 

(2) 東協五國之銅業發展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協會發展快速，備受全球矚目，本次會議亦特別報告

東協五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與越南)之發展概況。 

東協五國近年來積極投入各項基礎建設，包括建築物工程、電力設備、

家用電器、汽機車之零件等等，都需要用到銅，因此對於銅的需求大幅

增加，2006 至 2012 年的成長率為 7.9%，全球排名第 2；若以需求數比

較，2012 年銅的使用量超過 113 萬噸，在亞洲地區僅次於大陸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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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2012 年銅市場規模比較 

 

未來隨著東協五國的經濟發展，對於銅的需求仍會持續增加，預估將由

2012 年的 113 萬噸，至 2016 年成長為 138 萬噸，預估年成長率約 4.7%。

其中以印尼、馬來西亞之需求成長較多，其次為越南與菲律賓，泰國則

大致持平。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東協五國銅市場需求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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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銅現貨與期貨交易市場發展 

銅在工業上被廣泛的應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1877 年最早出

現的銅期貨契約是在 LME 交易，銅是 LME 最早交易，成交量最大商品之

一。近年來國際經濟發展快速，LME 的銅價由 2008 年的平均每噸 3071

美元，上漲至 2013 年每噸 7066.4 美元，成長超過 1 倍以上。 

(1) 大陸銅期貨市場現況 

以 2013 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全球商品期貨與期權成交總量約 40.5 億張

（單邊），其中大陸共成交 18.7 億張（單邊），占總成交量的 46%，大

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貨市場。 

2013 年，上海期貨交易所銅期貨境內註冊企業 25 家，產量 505 萬噸，

境外註冊企業 29 家，產量 657 萬噸。而由上海期貨交易所歷年銅期貨

交易市場規模趨勢可看出，在 2008~2012 年，大陸銅期貨市場規模维持

高成長，但後來因採礦業利潤下滑而成長趨緩，幸而在冶煉及精密加工

等獲利能力增强，才能帶動整個有色金屬產業的成長。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上海期貨交易所銅期貨市場規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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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大陸有色金屬產量與消費量占全球比例 

 

(2) 期貨交割倉庫 

早期為避免非鐵(有色)金屬價格起落和船運途中其他風險，於工業革命

後英國 LME 確定以銅 3 個月為標準交割日期，而後隨著歷史的發展，

LME 逐步增加新的交易品種和修改交割商品品質。  

產業可利用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運送機制，將市場供過於求時的

多餘庫存轉變為商品短缺時的商品來源。然而，其並不會取代正常的商

品銷售管道，僅有非常少部分的交易契約會使用實體運送，實體運送在

穩定（整合）期貨及實體市場的價格，扮演重要的角色。  

LME 提供給製造業者及顧客一個實體市場，更重要的是可透過其避險

機制，平衡價格漲跌的風險。 

(3) 高雄港 LME 交割倉庫 

臺灣港務公司高雄分公司與盛洋德亞太物流公司介紹高雄港 LME 遞交

港與 LME 交割倉庫，說明高雄港是臺灣最大樞紐港，地理位置優越，

不但有自由貿易港利基，加上兩岸直航，物流倉儲具競爭力。 

大陸地區是非鐵(有色)金屬主要消費市場之一，但在整個大中華地區卻

沒有港口加入 LME，高雄港加入 LME 之後，可有效連結大陸主要港口，

有助貨物快速、準時、低成本的運送，成為國際性倉儲轉運中心， 

可降低基本金屬商品在東南亞及大陸地區之倉儲運輸成本與提升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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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效率；商品交貨時間縮短，可降低國內買賣業者原所面對之匯率

和商品跌價之經營風險及物流成本，提升其市場價格競爭力，並增進企

業獲利。 

 

 

臺灣港務公司介紹高雄港 

 

5. 大陸銅工業發展趨勢 

(1) 銅冶鍊廠的技術 

A. 20 年前世界上銅冶煉廠單系列最大規模為年產精銅 20 萬噸，現在

最大規模為年產精銅 40 萬噸，近幾年大陸已新建了幾個單系列年

產 40 萬噸的銅冶煉廠投入生產。 

B. 大陸要求新建銅冶煉廠必須採用當今世界先進的，技術成熟的冶煉

技術，例如：富氧閃速熔煉、頂吹熔炼練、側吹熔煉、三菱法和大

陸冶金工作者自行開發的氧氣底吹熔煉。 

C. 世界各國對銅冶煉廠的環保和能耗要求更加苛嚴，特別是大陸最近

修訂的新建銅冶煉廠環保和節能要求更是領先世界水準。 

D. 大陸銅冶煉廠為了節能減排和降耗，採用許多新技術，包括純氧燃

燒，透氣磚，高濃度二氧化硫煙氣制酸，煙氣脫硫，幹法收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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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電解，旋流電積等新技術都加以推廣應用。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大陸銅冶鍊頂吹技術流程圖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大型銅冶鍊雙閃技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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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2014(第 10 屆)亞洲銅業會議資料 

大陸銅冶鍊廠 

 

(2) 大陸未來銅冶鍊廠能展望 

近 3 年來大陸銅冶鍊廠銅產能增加非常迅速，增加銅產能大約 160~180

萬噸，目前銅冶鍊廠產能達到巔峰。 

大陸預計於 2017 年暫停 20~30 座小型產能落後的銅冶鍊廠，估計總產

能將因此減少 90~120 萬噸，另預估未來幾年內大陸新建和擴建的銅冶

鍊廠銅產能大約增加 80~90 萬噸，與大陸要求淘汰落後銅產能相當，因

此未來 5 年内大陸銅冶鍊廠銅產能仍可維持現有格局。 

 

6. 大陸與國際銅市未來展望 

近年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尤其是在大陸和其他新興國家，在短期內，

經濟成長趨緩已嚴重打擊銅的消費，如此以來將造成全球精煉銅的增長率

下降。自 2013 年，礦山生產已進入成長期，2012-2016 年期間，全球礦產

每年以 5％的速度成長。2013 至 2018 年，秘魯，贊比亞，剛果，墨西哥

民主共和國和美國，將有更多的礦山投入生產。  

儘管各國對於礦業的開採越來越多嚴格的限制，如果以 2014 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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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行分析，仍有約 30 萬美元投入礦業開發，其中拉丁美洲佔了一半以

上，並以智利和秘魯為主要的投資國。 

長遠看來，大陸經濟成長速度雖然趨緩，但精煉銅的消費在大陸和其

他新興國家，在短中期來看仍然非常重要，因為大陸城市的進步能持續進

行中，此舉將有助於金屬的新用途。 

 

三、 拜會上海有色網 

上海有色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大陸地區提供金屬產業鏈信息、會展、研

究諮詢和電子商務等綜合服務的重要業者，旗下網站（www.smm.cn）每日發

布的上海現貨價格（Shanghai Metals Market，簡稱 SMM 價格）涵蓋基本金屬、

貴金屬、小金屬、再生金屬、金屬粉末、金屬化合物、加工材、合金、稀土等

上百種有色金屬產品，已成為權威的現貨基準價格；上海有色金屬價格指數

（SMMI）精確反映大陸地區有色金屬市場的總體狀況。 

上海有色網特別針對金屬產業鏈從礦石到最終產品，提供詳盡的價格和行

業數據，建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歷史價格資料庫，並對歷史和未來趨勢以及價格

走勢定期分析，現有會員超過 10 萬，是金屬產業相關人士進行價格查詢、資

訊收集、現貨交易、品牌推廣，商務合作等的重要平臺。 

每年舉辦的金屬產業年會是上海有色網公司的年度大事，藉由一年一度的

金屬產業年會提供參加者更了解產業動態、政策走向、維護客戶關係及拓展商

務機會的互動平臺。臺灣港務公司將持續與上海有色網保持聯繫，希望未來雙

方能有合作機會。 

 

肆、 心得與建議 

(一)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滬港通）是上海與香港建立的股票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試點計畫，已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啟動，香港與大

陸內地投資者可透過當地市場的交易所及結算所，買賣和結算在對方市場

上市的股票。我國和大陸、香港經貿關係極為密切，資本市場也相當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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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滬港通啟動後對我國資本市場之影響應持續觀察。 

(二) 大陸近來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布局腳步加快，無論是藉著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等國際會議場合，還是藉由自由貿易試驗區、絲路基金、「滬港通」

等政策，均讓人民幣與更多的非美貨幣自由兌換，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交易所也特別推出以人民幣交易的倫敦金屬期貨小型合約(5 噸)，希望

進一步拓展大陸市場。 

(三)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有 700 多個核准倉庫遍布全球 14 個國家 36 個地點，

主要位於北美和北歐，核准倉庫作為金屬交割地點應毗鄰金屬消費方，即

利用金屬製造下游產品的地點，而目前製造業主要在亞洲，因此 LME 在亞

洲的核准交割地點未來會逐漸增加。 

(四) 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名符其實的「世界工廠」，也是非鐵(有

色)金屬主要消費市場之一，但是 LME 在大陸並未設立核准倉庫。高雄港

於 2013 年 6 月 17 日獲 LME 認可為原鋁、鋁合金、銅、鉛、鎳、錫及鋅的

有效交割地點，是亞洲第 9 個獲 LME 認可的交割地點，也是距離大陸最近

的 LME 遞交港，應把握此一優勢條件。 

(五) 臺灣港務公司藉由參加本次銅業會議行銷高雄港，並介紹高雄港區內的

LME 倉庫相關設備等，期可吸引國際期貨金屬商品透過高雄港自由貿易港

區儲轉，使高雄港成為亞洲非鐵(有色)金屬供應鏈關鍵結點，並進一步吸引

國外物流業者進駐投資，有助高雄港成為亞洲運籌樞紐中心。建議臺灣港

務公司應多參與類此國際性會議，把握機會行銷與招商。 

(六) 本次亞洲銅業會議參加人員主要來自歐美與大陸地區，我國參加人數極少，

顯示有色金屬期貨交易在我國並不普及，建議我國金融機關亦可評估經營

有色金屬期貨產品，多加瞭解並參與有色金屬期貨市場，將有助於高雄港

LME 業務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