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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因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广泛的应用领域，被誉为

“有色金属之王”。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和新兴技术不断

涌现，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传统工业对铜的需求增长已

趋于平缓，而能源转型、新经济崛起和新兴经济体发展已经

逐渐成为未来拉动铜需求的三大动力，不仅重塑全球铜需求

格局，而且推动了铜产业的创新发展。 

一、能源转型拉动铜需求稳定增长 

在全球铜消费逐年小幅上升、下游用铜结构基本稳定的

情况下，新能源已逐渐成为铜消费主要领域。过去，铜主要

应用在建筑、基础设施、工业制造、交通等终端行业，消费

结构也相对稳定。近年来，在交通、建筑、工业等领域的传

统用铜量逐渐减少，但由电气化所带来的用铜需求却开始快

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铜消费总量的下滑。 

（一）交通领域 

相对来说，交通领域的电气化程度在现阶段仍然处于较

低水平，但其电气化提升速度却是最快的。众所周知，目前

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发展主要集中在电动车领域，但电动船对

铜的需求也不容忽视，涉及到电池、电机、螺旋桨、冷凝器

管以及防污涂料等部分。2024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



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其中提到要加快高能耗、高排放老旧船舶的报废更新，并推

动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的发展。根据政策，新建新能源清洁

能源船舶将根据不同类型，按 1000-2200 元/总吨的标准给

予补贴。截至 2023 年，我国电动船保有量已超过 700 艘，

但渗透率不足 1%。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比率有望提升到 10%

以上。 

图 1：中国电动船对铜需求拉动 

 

资料来源：EVTank，GGII，五矿证券研究所测算 

（二）建筑和工业领域 

建筑领域的电气化是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系统

性地推广应用热泵技术、空调、电热供暖系统以及建筑光伏

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辅以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双重驱动，

建筑电气化将在能源转型体系中占据愈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电气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工业领域。

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产业，电气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

势，而这一趋势也直接推动了铜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在这一

过程中，电加热和电力驱动等技术在电气化应用领域展现出

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 

据测算，到 2030年，建筑领域的电气化率有望达到 9%，

而工业领域的电气化率也将提升至 5%。2023-2030 年，建筑

和工业电气化率的提升预计将分别带来超过 800 万吨和 500

万吨的累计铜需求量。随着全球对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的需

求不断增加，铜的需求前景将继续保持强劲。 

表 1：能源转型对铜需求影响 

 

（三）电网投资 

在全面推动电气化的进程中，电力需求预计将呈现翻倍

增长，而这一增长趋势必然伴随着电网的扩增。因此，电网

建设已成为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领域之一。当前，电网面临诸

多挑战，尤其在发达经济体，电网设施普遍老化，亟需更新

换代。与此同时，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也对电网提出了更高的



技术要求。据统计，目前全球约有 1500GW 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等待并网，这一数字相当于 2022 年风光新增装机量的 5

倍。预计到 2040 年，全球电网将需要翻新或新增线路超过

8000 万公里，相当于 2021 年全球电网的总长度。而在电网

建设中，铜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输配电、变电和其他电气设备

中。据测算，2023-2030 年，电网对铜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有望达到 3%。 

图 2：电网对铜需求拉动（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IEA，SMM，《Projected mater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global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storage》，五矿证券研究

所测算 

二、新经济领域对铜需求拉动有望超预期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以数字经济、绿色

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在这场深



刻的变革中，铜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一）AI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需要大量投入，包括硬件设备、电力

系统和冷却系统等等，由此带来的对铜需求也呈显著增长趋

势。铜凭借其优异的导热性和导电性能，在数据中心的配电

系统、连接设备以及空调制冷等关键领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行业预测，到 2030年，仅中国和北美地区的 AI 数据中

心用铜量就将突破 50 万吨，较 2020 年水平实现翻倍增长。

而这一预测还未包含数据中心建筑本体及配套配电设施的

建设需求，若将这部分用量纳入计算，未来铜材的实际消耗

量将远超预期。 

图 3：AI 数据中心领域对铜需求拉动（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BlueWeave Consulting，中国信通院，五矿证券

研究所 

（二）人形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因其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和极为广阔的市场

前景，正成为备受世界瞩目的焦点。无论是家庭服务、医疗

护理、商业服务还是工业制造，人形机器人在众多领域都展

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并有望在未来实现爆发式增长，成

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已经对人

形机器人的生产规模进行了详细规划。根据他的计划，特斯

拉将在 2025年生产数千台人形机器人。如果项目进展顺利，

到 2026年，特斯拉的目标是将人形机器人的产量提升 10倍，

达到大约 5 万-10 万台。到 2027 年，产量将进一步增加 10

倍，预计将达到 50 万台以上。马斯克认为，未来每个人都

将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而在人形机器人的生产过程中，铜

是一个关键材料，主要用于电机等部分的制造。假设人形机

器人有 26 个关节，电机平均功率 122W，一台机器人就需要

消耗约 2 公斤的铜，那么 10 亿台人形机器人将带来高达 200

万吨的铜需求。 

图 4：人形机器人销售数量预测 



 

资料来源：Global X，五矿证券研究所 

（三）低空经济 

逐渐崭露头角的低空经济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兴产业，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资。2023年，我国正式将低空

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志着这一新兴经济发展进入到

一个新的阶段。2024 年，全国两会将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进一步凸显了其重要性。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

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了《通

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明确提出

到 2030 年，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级别。目前，全

国已有超过 30个省市将低空经济写入 2024年《政府工作报

告》，并制定了相关的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主要

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航机场、起降平台等)、下游应用场

景拓展(开设物流、载人航线)、产业链培育和产业化等方面。

随着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法规的健全，低空经济有望成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低空经济的交通工具主要包括直升机、无人机和飞行汽

车三大类。其中，飞行汽车又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和陆空两栖汽车。2025-2030年，无人机将在低空

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农业、基建检查、

娱乐、执法、物流等领域。根据当前无人机应用市场结构，

预计到 2030 年，无人机对铜消费量将达到 10 万吨。而 2030

年后，eVTOL将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新引擎，引领行业发展。

根据《客运 eVTOL 应用与市场白皮书》的预测，到 2030年，

中国 eVTOL的销量将达到 16315架，主要应用于定班载客飞

行、低空旅游、航空医疗和包机服务等领域。假设每架 eVTOL

的带电量为 80kWh，用铜单耗参照新能源汽车，即每架 eVTOL

使用 128公斤铜，预计 2030年新增铜需求将达到 0.21万吨。 

图 5：无人机对铜需求拉动 

 

资料来源：FAA，五矿证券研究所测算 



三、新兴经济体铜需求增长空间广阔 

从历史数据来看，铜的需求增长与 GDP 增速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速较快的地区往往伴随着对铜等基

本金属需求的快速上升。因此，在分析全球铜需求的情况时，

重点通常会放在 GDP 增速较高的地区。 

（一）印度铜需求有望实现翻倍 

2023 年，印度铜需求增速达到 14%，位居全球前列。具

体来看，建筑、基建、工业、交运、消费和农业领域的同比

增速分别为 11%、14%、14%、34%、13%和 6%。在建筑领域，

中高端住宅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推动力；基建领域则受益于

电力投资的增加，铜需求同比增长超过 8.3%；工业领域的增

长主要得益于政府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的实施；交运

领域则受到电动汽车和铁路电动化的显著影响，其中电动汽

车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21%；消费领域则由空调和 3C产品的强

劲需求拉动。展望未来，随着印度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人

口红利的逐步释放以及政府投资的不断扩大，预计到 2030

年，印度的铜需求有望实现翻倍增长。 

图 6：在主要经济体中，未来 2年印度 GDP增速预计为最高 



 

资料来源：Wind，IMF，五矿证券研究所 

表 2：城镇化、人口红利、政府投资有望推动印度用铜需求

高增长（单位：千吨） 

 

资料来源：ICA，五矿证券研究所预测 

（二）东南亚铜需求有望增长 70%以上 

在供应链重构的宏观背景下，东南亚地区（以印尼、越

南、马来西亚和泰国为代表）的铜需求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

2023年，这四个国家的铜需求量在全球总需求中的占比已超

过 4%。考虑到东南亚四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预计 2023-2030



年，其 GDP 年均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 6%-7%的水平。基于这

一增长趋势，东南亚四国 2030年的铜需求量或将较 2023年

增长 70%以上。 

图 7：东南亚部分国家的 GDP增速预期 

 

资料来源：Wind，IMF，五矿证券研究所 

表 3：东南亚四国的铜需求预测 

 

资料来源：S&P，五矿证券研究所测算 

（三）非洲铜需求有望提升 

非洲的采矿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过去十年间，

矿业产值占 GDP 平均比重超过 6%的国家有 24 个。例如，刚



果（金）矿业产值占 GDP的 20%-30%，赞比亚占比则在 10%-20%。

然而，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

时有发生。未来，随着电力和基础设施的改善，非洲的铜需

求有望得到显著提升。 

综合分析表明，预计到 2030 年，中国的铜需求量仍将位

居全球首位，但其在全球总需求中的占比将有所下降。与此

同时，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铜需求占比将逐步上升。 

图 8：2023年和 2030年铜需求地区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S&P，SMM，五矿证券研究所测算 

总体来看，未来几年铜市场仍将维持供不应求的态势。

然而，这一趋势背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首先，数据

中心向 AI 化转型的进程可能面临技术或政策上的阻碍，从

而影响铜的需求增长。其次，能源转型、新经济领域以及新

兴市场的发展速度可能低于预期，或者这些领域对铜的实际

使用量可能不及市场预期。此外，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

定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也可能对铜市场产生深远影



响。从技术替代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的突破可能对铜需求构

成潜在威胁。例如，超导技术的快速发展或铝材料对铜的替

代应用，都可能减少市场对铜的依赖。与此同时，供给端也

存在产量超预期的可能性，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紧

张的局面。综上所述，尽管铜市场供不应求的趋势较为明确，

但在进行实际投资和决策操作时仍需密切关注上述风险因

素，并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以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

（根据 2024 年世界铜业会议（亚洲）现场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