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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钨市场运行概述

钨钼云商-钨事业部

2024 年市场回顾：2024 年中国钨市场走势呈现复杂态势。钨原料供需紧平衡、价格宽幅震

荡，5 月份创 2011 年以来新高；中下游钨品产能过剩凸显，竞价抢单普遍，利润大幅下滑；终

端消费增速放缓、硬质合金销售遭遇瓶颈；除钨矿山企业外，其他钨产品链利润率明显萎缩，

局部已经出现成本倒挂。钨精矿市场：今年钨精矿生产总量继续下降、利润率大幅提升。受国

家开采指标限制及安全环保督察严厉影响，钨精矿生产量小幅回落；因国内钨精矿价格高企，

刺激进口总量实现倍增，贸易市场交易活跃；钨冶炼市场：今年 APT 生产总量微幅下滑，利润

同步走低。受原料成本倒挂频现和部分企业因故停产引发生产总量下滑，同时 APT 价格波动相

对钨精矿滞后，且企业长单比重较大，导致 APT 产销操作困难，利润空间萎缩；钨粉末市场：

今年钨粉末生产总量明显增加，因竞价抢单保产而利润微薄。钨粉末企业新产能继续释放，供

需矛盾开始显露，周期性交易特点突出；硬质合金市场：今年硬质合金生产总量维持高位运行，

呈现量增价跌的趋势。同质化竞争激烈，再生料比重加大，产品利润进一步下滑。回顾小结：

从供需来看，供应端受开采总量控制、矿石品位下降等因素影响偏紧，需求端则在硬质合金等

传统领域以及光伏钨丝等新兴领域有不同表现，同时还受钨相关进出口政策影响，整体市场在

多空交织下前行。

全年走势表现：一季度钨价表现稳健上涨。1-2 月份“春节和两会”导致钨精矿和 APT 减产，

持货待涨情绪升温，钨精矿领涨钨价，稳健抬升下游钨品成本，局部成本倒挂显露，3 月份环保

严查致使部分 APT 企业减停产，引发现货供应紧张，进一步助涨报价。价格区间：55%黑钨精矿

12.05-12.6 万元/标吨、APT18.05-18.8 万元/吨；二季度钨价飙升创近十三年新高后快速回落。

4 月份市场演绎避空行情，钨价持续飙升，硬质合金被动跟涨，5 月份市场涨势加速，APT 一度

涨至 23.3 万元/吨，因硬质合金消费跟进滞缓，再生钨供应增加，展开快速回落；6 月份市场信

心受挫，用户避险观望，除长单外鲜有散货交易。价格区间：55%黑钨精矿 12.5-15.35 万元/标

吨、APT18.7-23.3 万元/吨；三季度钨价加速探底，实现反弹。7 月份因需求匮乏恐慌抛售，钨

价加速赶底，月末刚需补仓增多，市场止跌企稳，APT 调整最低至 19.2 万元/吨后反弹，8 月份

市场信心恢复，惜售情绪增多，尤其是长单提价给钨价奠定反弹基础，下旬税收政策变化消息

提振做多热情，9 月份钨价呈现区间震荡，上旬需求萎缩、避险观望，价格回落，中下旬钨矿山

竞价销售价格接连上涨，钨粉末成交集中释放，支撑钨价回升。价格区间：55%黑钨精矿 12.75-14

万元/标吨、APT19.2-21.2 万元/吨；四季度钨价区间震荡，重心上移。10 月份呈现止跌反弹，

长单企稳，刚需支撑缓慢爬升，钨精矿货源紧俏，月末钨粉末成交放量给四季度钨价在高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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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形成支撑，11 月份延续小涨局面，月末因需求基本面持续平静而冲高遇阻，观望情绪再次加

重，12 月份钨价出现小幅回落，因钨精矿成本居高调整幅度受限，直至年末维持区间窄幅整理。

价格区间：55%黑钨精矿 13.6-14.2 万元/标吨、APT20.5-21.2 万元/吨。

主要市场影响因素：供应因素：1.开采总量控制：自然资源部对钨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2024

年指标虽较 2023 年有所增加，但供给端依然偏紧。2.矿石品位下降：国内钨矿资源品位下降，

导致开采成本上升、产量降低，影响了原料的供应，推动钨价上涨。3.持货商惜售：由于供应

紧张，持货商惜售挺价意愿较强，在价格波动时对市场供应和价格产生影响，支撑钨价保持高

位。需求因素：1.传统领域需求变化：2024 年国内外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汽车、消费电

子和工程机械等传统领域对钨的需求有所好转，但 5 月以来国内制造业 PMI 连续在荣枯线以下，

部分硬质合金及制品企业订单下降，对钨价产生了一定压制。2.新兴领域需求增长：光伏领域

发展迅速，2024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速可达 20%至 30%，光伏钨丝替代碳钢丝的趋势加

速，其需求增长对钨市场有积极的拉动作用。此外，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重点行业对钨的高端

产品需求也在增加。市场因素：1.价格传导滞后：钨产业链各环节价格传导存在一定滞后性，

上半年矿端趋紧惜售推动钨价快速上涨，但下游需求跟进不足，导致下游企业利润空间遭受侵

蚀，拖累了市场价格走势。2.进出口形势变化：2024 年以来中国钨品出口延续下滑态势，而进

口量大幅增长，影响了国内钨市场供需平衡。

2024 年主要钨产品年均价变化如下：55%黑钨精矿 13.48 万元/标吨，同比上涨 14.34%，年

度运行区间 12.05-15.6 万元，全年极差 3.55 万元；APT20.2 万元/吨,同比上涨 12.79%，年度

运行区间 18.05-23.3 万元，全年极差 5.25 万元；W80 钨铁 21.14 万元/吨，同比上涨 16.74%，

年度运行区间 18.3-24.3 万元，全年极差 6 万元；钨粉 304 元/公斤，同比上涨 11.76%，年度运

行区间271-353元，全年极差82元；碳化钨299元/公斤，同比上涨11.80%，年度运行区间266-343

元，全年极差 77 元；欧洲 APT326 美元/吨度，同比上涨 0.15%，年度运行区间 300-360 美元，

全年极差 60 美元；鹿特丹钨铁 41.9 美元/千克，同比上涨 11.81%，年度运行区间 38-47 美元，

全年极差 9 美元。

2024 年主要钨产品生产量情况如下（预估）：国内钨精矿生产量为 112800 吨（折三氧化钨

65%），同比减少 1.8%；APT 生产量为 131380 吨，同比增加 1.94%；钨粉生产量为 86140 吨，同

比增加 6.77%；钨铁生产量为 10590 吨，同比增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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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钨产品进出口情况如下：2024 年 1-11 月我国出口钨产品总量 16698 吨，同比减少

8.14%。其中三氧化钨出口 2869 吨，同比增加 13%，APT 出口 641 吨，同比减少 20%，碳化钨出

口 3799 吨，同比减少 7%，钨铁出口 2073 吨，同比减少 5%，钨粉出口 1553 吨，同比减少 21%。

1-11 月我国进口钨产品总量 14406 吨，同比增加 79%；其中钨精矿进口 11071 吨，同比暴增 113%。

2025 年钨市场趋势展望：供应方面：1.国内钨矿受资源品位下降、开采成本抬升、安全环

保趋严等因素影响，生产量较难增长。2.国外钨矿除哈萨克斯坦杰特苏钨业巴库塔钨矿项目外，

全球钨矿新增项目不多，短期内难有大量钨资源增量投入市场。3.废钨回收产业将加速发展，

其在供应中的占比有望进一步提高，有助于缓解部分供应压力。4.因中国钨价处于较高水平，

国外钨原料进口总量有望增加。 需求方面：1.传统领域制造业升级加速、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汽车、消费电子和工程机械领域稳中向好，有利于硬质合金需求量增加。2.光伏领域

新增装机量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可维持 10-15%的同比增长，光伏钨丝替代碳钢丝的趋势持续，行

业渗透率仍有上升潜力。3.国家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有望刺激硬质合金刀

具需求释放，进而拉动钨的需求。4.钨制品下游产业如航空航天、军工装备、智能制造、新能

源等蓬勃发展，拉动钨制品在高端制造领域消费持续增长。政策方面：1.我国还将坚持实施对

钨矿开采实行总量控制政策，使供应端保持相对稳定且偏紧的状态，有助推动钨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避免过度开采导致资源枯竭。2.2025 年美国将提升中国钨产品进口关税，这会使我国钨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受到削弱，但也会促使我国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

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3.国家对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实施规范管理，鼓励提高

钨再生技术水平，支持现有项目设备改造升级等，这将促进我国再生钨行业的发展，提高钨资

源的利用率，缓解钨供给短缺的压力。4.政府可能会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钨企业拓展美国以外的

国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合作，争取在国际贸易中维

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综合来看，2024 年钨原料供应适度偏紧、钨消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下游钨产品利润下滑，出

口总量延续萎缩，下端钨及硬质合金产能过剩，叠加经济增速放缓，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钨市

场价格波动空间收窄，不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运行。



钨钼云商专注钨钼市场咨询服务十七年



钨钼云商专注钨钼市场咨询服务十七年

-简报完毕-

报告说明：本简报数据和观点仅供会员单位交流参考，不作为直接投资或操作建议，任何据此操作可能产生

的风险钨钼云商概不承担责任。咨询电话：1352695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