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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精矿：12 月份，洛阳地区除了洛钼以外的钨矿山

受环保因素影响陷入停产状态，东北地区部分钨矿

山率先展开检修工作，加上补货需求提升，推动钨

精矿价格继续上涨。

APT：APT 成交价重回 13 万关口，与前期涨价不同，

虽然涨势缓慢，但都得到下游需求坐实，市场稳固

向上走势更加稳健。

钨粉末：12 月份钨粉末下游客户补货积极性增加，

不少已提前锁定春节前后的原料，成交价稳中有升，

呈现报价先涨，成交滞后跟进现象。

钨铁：12 月份钢厂为年末进行备货，成交活跃度提升，

散货市场也存在不少买货现象，钨铁市场量价回升。

钨酸钠：钨酸钠市场成交向报价上限靠拢，年末因原

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下游进场展开备货，目前 96%钨酸

钠主流价在 10.2-10.4 万元/吨。

硬质合金：钨原料价格累计涨幅较大，且未来几个月

看涨趋势明确，硬质合金产品存在提价要求。

钴粉：市场传闻，继 2020 年收储之后，2021 年上半

年我国钴将再次收储，支撑钴价再度上涨。

作为 2020 年最后一个月，钨市以小涨局面收尾，也为明年开局奠定基础。在钨精矿坚挺向上的支撑下，下游钨品成

本增加还在缓慢的跟涨中。截止 12 月 31 日 65%黑钨精矿价格涨至 8.7 万元/吨，APT 涨至 13.1 万元/吨，中颗粒碳化

钨成交普遍站上 200 元关口。

12 月份随着宏观经济面的向好，行业信心不断改善，APT 倒挂现象逐渐缓解，钨粉末报价先涨，低价出货现象持续

减少，上游积极心态传导至下游，硬质合金企业受原材料持续上涨影响，切削刀片计划在元旦过后率先调价，钨市重

心整体抬升。



国内外主要钨产品价格走势（更新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钨产品进出口数据汇总（2020 年 11 月份）





中国 APT、钨粉末生产情况（2020 年 12 月份）





下游产业：手机、汽车、挖掘机产销量（2020 年 11 月份）

中国信通院:2020 年 11 月国

内 手 机 市 场 总 体 出 货

量 2958.4 万 部 ， 同 比 下

降 15.1%；

1-11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

出货量累计 2.81 亿部，同比下

降 21.5%。

11 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284.7万辆和

277 万辆，环比分别增

长 11.5%和 7.6%，同比

分 别 增 长 9.6% 和

12.6%。

截至 11 月，我国汽

车产销量已连续8个月

呈现增长，其中销量增

速已连续7个月保持在

10%以上。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20 年 11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 32236 台，同比增

长 66.9%；其中国内 28833 台，同比增长 68%；出口 3403 台，同比增长 57.8%。

2020 年 1-11 月，共销售挖掘机 296075 台，同比增长 37.4%；其中国内 265545 台，同比增长 38.4%；出口 30530 台，

同比增长 28.8%。



版权声明：本报告中的所有图片、表格及文字内容的版权归钨钼云商/钼都贸易网所有。任何个人、机构、组织

在对报告中的资料进行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时，均需注明该等资料来源于钨

钼云商/钼都贸易网。

下月预判与关注

预计 2021 年 1 月份钨原料市场仍

存在小涨的可能性。

原因主要是钨矿山将陆续进入停

产检修阶段，市场供应将处于收紧状

态，有利于支撑价格继续小涨运行。

12月份60%黑钨精矿已达到8.5万

以上，下个月 65%黑钨精矿存在触及

9 万关口的可能性。

钨原料：

1，APT 企业将集中于 1 月中下旬

开始进入停产检修阶段，12 月份

下游集中进场采购，APT 企业在不

缺乏订单的情况下，惜售操作为

主，下个月将跟随原材料价格进

行调整。

2，钨酸钠市场存在上涨的可能

性，下个月有望回归 10.5 万元。

钨化工：

1，钨粉末报价还存在继续上调的可能

性，下游存在少量春节前后补货需求，

但数量相对有限，因为前期有厂家已陆

续进行补充库存。

2，钨制品市场存在新一轮备货需求，

成交量有望扩大。

3，1 月份硬质合金开局将迎上涨，春节

前一轮备货也将逐渐展开。

钨粉末、制品、硬质合金：

欧科亿上市首日暴涨 80%

12月份被称为“国内硬质合金数控刀片领域第一股”

的欧科亿上市，发行价格 23.99 元/股，本次发行后公

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约为 2274.82 万股，占

发行后总股数的 22.75%。

开盘首日，欧科亿大涨逾 80%，截止上午 10 时 50

分左右，报 43.7 元。

限电怎么回事？对经济有何影响？

针对南方多地电力供应偏紧，国家发改委 17 日回

应了三点原因：

一是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拉动用电增长，主要体现在

限电三省 11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较快。

二是遭遇极寒天气进一步增加用电负荷：12 月以来

受强冷空气影响，湖南、江西气温异常偏低，这些地

区采暖以电力为主，遇到极寒天气进一步加剧电力消

耗；

三是外受电能力有限和机组故障增加电力保供困

难。湖南外受电通道能力 600 万千瓦、江西外受电通

道能力 260 万千瓦，目前已全部送足。

12 月以来已有浙江、湖南、江西三省发出限电通知，

多省电网处于“紧平衡”状态。

本期钨行业热点

日本机床：订单额时隔 26 个月首次增加

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1 月日本机床订

单业绩为 886.8 亿日元(约 56 亿人民币)，同比增

长 8.6%，这是从 2018 年 9 月之后，约 26 个月以

来的首次增长。

据悉日本机床的订单额已经恢复至疫情扩大前

的水平，订单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在海外订单

方面，需求的复苏趋势明显，占订单总额约 7 成

的海外订单额增加 22.5%。

中国地区的增长尤为明显，基础设施、智能手

机、汽车等行业的订单持续增加。

美国地区出现了缓慢改善的迹象，时隔 22 个

月高于上年，增长 6.7%,而北美出现汽车相关领

域的大单。除了农机和工程机械之外，模具机床

订单也出现复苏。

欧洲地区订单 9 个月来首次超过 100 亿日元。

来自德国的订单时隔 24 个月转为同比增长，增长

34.5%。

相较之下，日本国内的需求则相对疲软。日本

国内订单额已连续 24 个月低于去年同期，连续两

个月低于 300 亿日元，萎靡不振。并且由于疫情

再扩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谨慎态度仍在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