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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要闻 

 2023 年 1—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9.0% 

2023/10/27  来源：国家统计局 

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4119.9亿元，同比下降 9.0%，

降幅比 1—8 月份收窄 2.7 个百分点（按可比口径计算，详见附注二）。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477.0 亿元，

同比下降 11.5%；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623.7 亿元，下降 8.7%；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2878.1 亿元，下降 10.5%；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385.0 亿元，下降 3.2%。 

  

  1—9 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9928.1 亿元，同比下降 19.9%；制造业实现

利润总额 38910.7 亿元，下降 10.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

润总额 5281.1 亿元，增长 38.7%。 

  

  1—9 月份，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50.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4.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1.0%，专

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4%，汽车制造业增长 0.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 9.4%，纺织业下降 10.2%，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15.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5.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下降 18.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26.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26.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40.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46.5%。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6.35 万亿元，同比持平；发生营

业成本 81.96 万亿元，增长 0.3%；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62%，同比下降 0.55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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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64.4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4%；负债合

计 94.63 万亿元，增长 6.7%；所有者权益合计 69.77 万亿元，增长 6.0%；资产负

债率为 57.6%，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 

  

  9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3.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产成品存

货 6.13 万亿元，增长 3.1%。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7 元，同比增

加 0.30 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8.34 元，同比增加 0.28 元。 

  

  9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80.1 元，同比减少

5.8 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77.4 万元，同比增加 6.0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20.0 天，同比增加 1.2 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63.0 天，同比增加 5.9 天。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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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 年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分 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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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亿元) 

同比增

长 

(%) 

金额 

(亿元) 

同比增

长 

(%) 

金额 

(亿元) 

同比增

长 

(%) 

总计 963462.6 0.0 819583.4 0.3 54119.9 -9.0 

其中：采矿业 44673.9 -10.3 28700.1 -5.0 9928.1 -19.9 

   制造业 832283.3 0.1 713417.1 0.2 38910.7 -10.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86505.4 4.6 77466.2 3.2 5281.1 38.7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268519.2 -0.5 222758.5 0.4 18477.0 -11.5 

其中：股份制企业 731989.4 1.0 624117.1 1.4 39623.7 -8.7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97940.4 -3.7 167684.8 -3.7 12878.1 -10.5 

其中：私营企业 349037.6 -0.8 303291.2 -1.0 14385.0 -3.2 

注： 

1.经济类型分组之间存在交叉，故各经济类型企业数据之和大于总计。 

2.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表 2 2023 年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分 组 

营业

收入 

利润

率 

每百

元营

业 

收入

中的 

成本 

每百

元营

业 

收入

中的 

费用 

每百

元资

产实

现的

营业

收入 

人均

营业 

收入 

资产

负债

率 

产成

品 

存货 

周转

天数 

应收

账款 

平均

回收

期 

1-9 月 1-9 月 1-9 月 9 月末 9 月

末 

9 月

末 

9 月

末 

9 月

末 

(%) (元) (元) (元) (万元

/人) 

(%) (天) (天) 

总计 5.62 85.07 8.34 80.1 177.4 57.6 20.0 63.0 

其中：采矿业 22.22 64.24 9.36 45.1 144.6 56.7 13.6 49.1 

   制造业 4.68 85.72 8.59 92.1 170.9 56.9 22.3 64.4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10 89.55 5.45 43.0 340.4 60.8 0.9 57.1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6.88 82.96 6.41 60.9 291.5 57.5 12.3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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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股份制企业 5.41 85.26 8.41 78.0 174.6 58.4 20.6 60.8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 6.51 84.71 8.60 89.3 182.9 53.7 19.1 74.4 

其中：私营企业 4.12 86.89 8.99 102.7 134.8 60.4 24.2 63.7 

  

表 3 2023 年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行业） 

  

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金额 
同比

增长 
金额 

同比

增长 
金额 

同比增

长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总计 
963462.

6 
0.0 

819583.

4 
0.3 

54119.

9 
-9.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5735.2 -14.4 16472.3 -8.4 5783.0 -26.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8647.5 -8.3 4400.4 1.1 2931.0 -9.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423.3 -2.7 2696.4 -2.9 362.0 -18.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493.4 0.5 1593.8 -2.4 577.8 5.0 

 非金属矿采选业 2596.7 -5.6 1866.0 -5.5 269.6 -6.6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764.4 12.9 1661.3 11.8 5.0 -46.8 

 其他采矿业 13.4 86.1 9.8 69.0 -0.3 -15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39177.2 3.3 36506.7 4.0 795.6 -15.1 

 食品制造业 15108.6 2.0 11864.0 1.7 1179.7 2.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1903.1 5.7 7662.1 3.8 2465.8 5.6 

 烟草制品业 11114.7 4.1 3142.3 1.2 1537.8 5.5 

 纺织业 16542.9 -3.3 14793.9 -3.4 460.2 -10.2 

 纺织服装、服饰业 8778.7 -8.1 7466.9 -8.8 384.2 -7.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726.0 -7.2 4957.4 -7.7 302.3 1.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 6058.0 -3.0 5482.7 -3.3 202.8 10.5 

 家具制造业 4537.9 -7.8 3745.3 -9.2 213.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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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067.6 -3.6 8981.6 -3.1 220.7 -25.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707.0 -6.3 3943.5 -7.1 227.9 -7.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9213.3 -3.4 7983.6 -3.6 408.5 -5.3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5027.4 -2.1 38540.5 -2.8 388.0 -40.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3927.7 -5.6 55482.4 -2.0 3140.9 -46.5 

 医药制造业 18419.9 -3.4 10523.6 -2.1 2560.1 -17.5 

 化学纤维制造业 7880.8 2.8 7346.0 2.4 131.9 -10.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347.3 -1.5 17148.1 -2.9 1111.3 14.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0921.7 -7.3 34635.5 -6.4 2210.1 -26.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1527.1 -4.8 58991.4 -4.8 227.9 -1.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5159.1 2.5 52072.1 3.4 1507.4 -15.1 

 金属制品业 32466.7 -2.9 28711.0 -3.3 1141.0 -2.8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780.9 2.0 27396.1 0.3 2327.3 11.0 

 专用设备制造业 25864.4 0.9 20102.9 -0.3 2009.1 2.4 

 汽车制造业 71149.9 10.4 61955.0 10.8 3459.9 0.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9415.7 6.6 7914.2 5.2 557.0 24.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8725.6 11.1 67332.5 9.8 4480.4 24.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6709.

4 
-3.4 93281.8 -3.0 4277.4 -18.6 

 仪器仪表制造业 6973.4 4.1 5173.1 2.5 713.1 5.2 

 其他制造业 1394.4 -4.3 1156.6 -4.0 71.5 -26.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244.2 6.4 7934.3 6.7 111.9 -23.5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412.4 12.5 1190.0 11.9 85.7 -23.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1431.6 4.7 64331.6 3.0 4314.4 5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1742.9 3.8 10673.1 4.3 643.6 2.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331.0 3.8 2461.5 3.8 323.1 5.5 

注：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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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一、指标解释及相关说明 

  

  1、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

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2、营业收入：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

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3、营业成本：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

营活动发生的实际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营业成本应当与营

业收入进行配比。 

  

  4、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5、负债合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6、所有者权益合计：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7、应收账款：指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

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 

  

  8、产成品存货：指企业报告期末已经加工生产并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可以

对外销售的制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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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营业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100%，单位：%。 

  

  10、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单位：元。 

  

  11、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100，单位：元。 

  

  12、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平均资产÷累计月数×12×

100，单位：元。 

  

  13、人均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平均用工人数÷累计月数×12，单位：万元/

人。 

  

  14、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单位：%。 

  

  15、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360×平均产成品存货÷营业成本×累计月数÷

12，单位：天。 

  

  16、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360×平均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累计月数÷12，

单位：天。 

  

  17、在各表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栏中，标“注”的表示上年同期利润总额为

负数，即亏损；数值为正数的表明利润同比增长；数值在 0至-100%之间（不含

0）的表明利润同比下降；下降幅度超过 100%的表明由上年同期盈利转为本期亏

损；数值为 0的表明利润同比持平。 

  

  18、在主要分组中，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国有绝对控股企业和国有相对控股

（含协议控股）企业等。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或与港澳台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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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及外资（或港澳台资）的股东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等。私营企业包括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

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等。 

  

  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营业收入等指标的增速均按可比口径计

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所公布的同指标数据之间有不可比因素，不能直接相比计

算增速。其主要原因是：（一）根据统计制度，每年定期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

查范围进行调整。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标准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

规模变小而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变化。

（二）加强统计执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要求的

企业进行了清理，对相关基数依规进行了修正。（三）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剔除

跨地区、跨行业重复统计数据。 

  

  三、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

位。 

  

  四、调查方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1月份数据免报）。 

  

  五、行业分类标准 

  

  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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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解读 2023 年前三季度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据 

2023/10/30 来源：国家统计局 

前三季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文化市场供需潜能加快释放，文化产

业各项政策显效发力，文化核心领域、文化新业态行业、文化服务业企业均呈现较

快增长，文化产业恢复向好的发展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加强。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 9万亿元，文化核心领域带动作用明显。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文化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91619 亿元，同比增长 7.7%，增速比上半年快 0.4 个百分点。分领域看，文

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59507 亿元，同比增长 12.4%，延续上半年两位数增长；

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 65.0%，占比高于上年同期 2.8个百分点。在

文化核心领域中，以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为主的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行业回暖态势明

显，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7.2%（上年同期下降14.1%，两年平均[1]增长19.9%）；

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文化传播渠道、内容创作生产 4个文化行业大类同

比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 27.7%、14.9%、12.4%和 10.3%。 

 

文化新业态行业规模持续壮大，营业收入占比继续提升。前三季度，文化新业

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36870 亿元，同比增长 15.2%，快

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7.5 个百分点，增速比上半年快 0.2 个百分点。文化新

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 40.2%，占比高于上年

同期 2.6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74.3%。其

中，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数字出版、互联网搜索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

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 5 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增速较快，分别为

25.1%、22.7%、19.5%、19.0%和 18.9%。 

 

  文化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制造业均呈现积极变化。

前三季度，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7588亿元，同比增长 14.6%，增速明显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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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整体水平。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

为 51.9%，占比高于上年同期 3.1个百分点。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5.3%，增速比上半年快 0.5个百分点。文化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0%，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文化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1.1%。 

 

  文化企业利润总额较快增长，效益水平稳步提升。受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文化

服务业企业经营较快恢复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利润总额 7508

亿元，同比增长 31.4%。从两年平均看，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长 10.1%。从行业中

类看，互联网信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景区游览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实现

利润带动作用明显。前三季度，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8.20%，同比

提高 1.48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 0.14个百分点。 

 

  注： 

 

  [1]2023 年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为采用几何平均方法计算的 2022 年前三季

度与 2023年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 

 

 2023 年 10 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2023/10/24 来源：国家统计局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3 年

10 月中旬与 10 月上旬相比，8 种产品价格上涨，37 种下降，5 种持平。 

  

2023 年 10 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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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一、黑色金属         
螺纹钢（Φ20mm，HRB400E） 吨 3679.4 -6.0 -0.2 

线材（Φ8-10mm，HPB300） 吨 3873.7 -11.4 -0.3 

普通中板（20mm，Q235） 吨 3830.6 -42.7 -1.1 

热轧普通板卷（4.75-11.5mm，Q235） 吨 3832.2 -45.2 -1.2 

无缝钢管（219*6，20#） 吨 4594.1 -4.7 -0.1 

角钢（5#） 吨 3928.4 -50.1 -1.3 

二、有色金属         

电解铜（1#） 吨 66581.9 
-

838.1 
-1.2 

铝锭（A00） 吨 19097.5 
-

442.5 
-2.3 

铅锭（1#） 吨 16281.3 
-

193.7 
-1.2 

锌锭（0#） 吨 21370.0 
-

695.0 
-3.1 

三、化工产品         
硫酸（98%） 吨 299.5 -14.9 -4.7 

烧碱（液碱，32%） 吨 962.6 -26.9 -2.7 

甲醇（优等品） 吨 2349.2 -29.0 -1.2 

纯苯（石油苯，工业级） 吨 7890.8 26.8 0.3 

苯乙烯（一级品） 吨 8638.3 2.0 0.0 

聚乙烯（LLDPE，熔融指数 2 薄膜料） 吨 8246.0 
-

109.8 
-1.3 

聚丙烯（拉丝料） 吨 7561.7 
-

121.2 
-1.6 

聚氯乙烯（SG5） 吨 5904.6 -97.5 -1.6 

顺丁胶（BR9000） 吨 12374.0 
-

223.9 
-1.8 

涤纶长丝（POY150D/48F） 吨 7728.1 
-

146.9 
-1.9 

四、石油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 吨 4658.7 249.6 5.7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245.7 -50.0 -0.9 

汽油（95#国 VI） 吨 9648.1 
-

119.6 
-1.2 

汽油（92#国 VI） 吨 9321.8 
-

116.5 
-1.2 

柴油（0#国 VI） 吨 8253.9 -8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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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石蜡（58#半） 吨 8820.0 0.0 0.0 

五、煤炭         
无烟煤（洗中块） 吨 1443.8 -20.0 -1.4 

普通混煤（4500 大卡） 吨 764.8 -6.2 -0.8 

山西大混（5000 大卡） 吨 911.5 -9.8 -1.1 

山西优混（5500 大卡） 吨 1018.6 -12.7 -1.2 

大同混煤（5800 大卡） 吨 1074.6 -13.4 -1.2 

焦煤（主焦煤） 吨 2240.6 -9.4 -0.4 

焦炭（准一级冶金焦） 吨 2212.9 0.0 0.0 

六、非金属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 袋装） 吨 355.5 -1.3 -0.4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 散装） 吨 312.9 6.6 2.2 

浮法平板玻璃（4.8/5mm） 吨 2150.6 21.1 1.0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稻米（粳稻米） 吨 4046.3 7.3 0.2 

小麦（国标三等） 吨 3054.3 0.4 0.0 

玉米（黄玉米二等） 吨 2681.3 -34.9 -1.3 

棉花（皮棉，白棉三级） 吨 17617.5 
-

629.5 
-3.4 

生猪（外三元） 
千

克 
15.3 -0.3 -1.9 

大豆（黄豆） 吨 4860.2 -18.6 -0.4 

豆粕（粗蛋白含量≥43%） 吨 4298.3 
-

159.3 
-3.6 

花生（油料花生米） 吨 9509.4 
-

298.9 
-3.0 

八、农业生产资料         
尿素（小颗粒） 吨 2371.7 -36.7 -1.5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 45%） 吨 2991.0 -3.4 -0.1 

农药（草甘膦，95%原药） 吨 30500.0 0.0 0.0 

九、林产品         
天然橡胶（标准胶 SCRWF） 吨 13358.3 539.5 4.2 

纸浆（进口针叶浆） 吨 6369.9 86.6 1.4 

瓦楞纸（AA 级 120g） 吨 2992.3 20.4 0.7 

注：上期为 2023 年 10 月上旬。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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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标解释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是指重要生产资料经营企业的批发和销售

价格。与出厂价格不同，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既包含出厂价格，也包含有经营企业

的流通费用、利润和税费等。出厂价格与市场价格互相影响，存在时滞，两者的

变动趋势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可能会出现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2.监测内容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内容包括 9大类 50种产品的价格。类

别与产品规格说明详见附表。 

  

  3.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涵盖全国 31个省（区、市）300多个交易市场的近 2000家批发

商、代理商、经销商等经营企业。 

  

  4.监测方法 

  

  价格监测方法包括信息员现场采价，电话、即时通讯工具和电子邮件询价

等。 

  

  5.涨跌个数的统计 

  

  产品价格上涨、下降、持平个数按照涨跌幅（%）进行统计。 

  

附表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产品规格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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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一、黑色金属     

 1 螺纹钢 Φ20mm,HRB400E 屈服强度≥400MPa 

 2 线材 Φ8-10mm,HPB300 屈服强度≥300MPa 

 3 普通中板 20mm,Q235 屈服强度≥235MPa 

 4 热轧普通板卷 4.75-11.5mm，Q235 
屈服强度≥235MPa,宽度

1500mm 

 5 无缝钢管 219*6,20# 
20#钢材,屈服强度≥

245MPa 

 6 角钢 5# 屈服强度≥235MPa 

  二、有色金属     

 7 电解铜 1# 铜与银质量分数≥99.95% 

 8 铝锭 A00 铝质量分数≥99.7% 

 9 铅锭 1# 铅质量分数≥99.994% 

10 锌锭 0# 锌质量分数≥99.995% 

  三、化工产品     

11 硫酸 98% H2SO4质量分数≥98% 

12 烧碱（液碱） 32% 
NaOH 质量分数≥32%的离

子膜碱 

13 甲醇 优等品 水质量含量≤0.10% 

14 纯苯（石油苯） 工业级 苯纯度≥99.8% 

15 苯乙烯 一级品 纯度≥99.5% 

16 聚乙烯（LLDPE） 熔融指数 2 薄膜料 
熔融指数：2.0±

0.5g/10min 

17 聚丙烯 拉丝料 
熔融指数：3.0±

0.9g/10min 

18 聚氯乙烯 SG5 K 值：66-68 

19 顺丁胶 BR9000 
块状、乳白色，灰分≤

0.20% 

20 涤纶长丝 POY150D/48F 半光 167 分特，AA 级 

  四、石油天然气     

21 液化天然气 LNG 
甲烷含量≥75%，密度≥

430kg/m
3 

22 液化石油气 LPG 
饱和蒸汽压 1380-

1430kPa 

23 汽油 95#国 VI 国 VI 标准 

24 汽油 92#国 VI 国 VI 标准 

25 柴油 0#国 VI 国 VI 标准 

26 石蜡 58#半 熔点不低于 58℃ 

  五、煤炭     

27 无烟煤 洗中块 挥发分≤8% 

28 普通混煤 4500 大卡 
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

煤，热值 4500 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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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29 山西大混 5000 大卡 
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 大卡 

30 山西优混 5500 大卡 
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

大卡 

31 大同混煤 5800 大卡 
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

大卡 

32 焦煤 主焦煤 含硫量<1% 

33 焦炭 准一级冶金焦 12.01%≤灰分≤13.50% 

  六、非金属建材     

34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 袋装 抗压强度 42.5MPa 

3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 散装 抗压强度 42.5MPa 

36 浮法平板玻璃 4.8/5mm 
厚度为 4.8/5mm 的无色透

明玻璃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37 稻米 粳稻米 
杂质≤0.25%，水分≤

15.5% 

38 小麦 国标三等 
杂质≤1.0%，水分≤

12.5% 

39 玉米 黄玉米二等 
杂质≤1.0%，水分≤

14.0% 

40 棉花（皮棉） 白棉三级 
纤维长度≥28mm,白或乳

白色 

41 生猪 外三元 三种外国猪杂交的肉食猪 

42 大豆 黄豆 
杂质≤1.0%，水分≤

13.0% 

43 豆粕 粗蛋白含量≥43% 
粗蛋白≥43%，水分≤

13.0% 

44 花生 油料花生米 杂质≤1.0%，水分≤9.0% 

  八、农业生产资料     

45 尿素 小颗粒 总氮≥46%，水分≤1.0% 

46 复合肥 硫酸钾复合肥 氮磷钾含量 45% 

47 农药（草甘膦） 95%原药 草甘膦质量分数≥95% 

  九、林产品     

48 天然橡胶 标准胶 SCRWF 
杂质含量≤0.05%，灰分

≤0.5% 

49 纸浆 进口针叶浆 

抗张指数≥85.0N·m/g， 

耐破指数≥

6.5KPa·m
2
/g， 

撕裂指数≥9.0mN·m
2
/g 

50 瓦楞纸 AA 级 120g 120±5g/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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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解读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2023/10/27 来源：国家统计局 

前三季度，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拳”效果不断显现，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工

业生产平稳增长，工业企业营收利润持续恢复向好，企业效益状况呈现以下主要特

点： 

 

  工业企业利润逐季回升，当季利润由降转增。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下降 9.0%，降幅较上半年、一季度分别收窄 7.8 和 12.4个百分点。分

季度看，一、二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21.4%、12.7%，三季度利

润增长 7.7%，工业企业利润在连续五个季度同比下降后首次由降转增，呈加快回

升态势。分月看，9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9%，连续两个月实现两位

数增长。 

 

  企业当季营收由降转增，带动利润加快改善。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恢复，工业品

价格逐步回升，工业企业营收明显好转。前三季度，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持

平，增速较上半年、一季度分别回升 0.4和 0.5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规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在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后同比增长 0.3%，拉动当季利润由降转增。分

月看，9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连续两个月增长，增速较 8月

份加快 0.4个百分点。 

 

  三大门类利润均有改善，六成行业利润好转。三季度，采矿业利润降幅较二季

度收窄 11.6 个百分点，制造业利润由二季度同比下降转为增长 11.8%，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增长 44.5%，增速较二季度加快 10.6 个百分点。前三

季度，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5 个行业利润增速较上半年加快，或降幅收

窄、由降转增，占 61.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幅显著收窄。随着下游需求逐步恢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

回升，企业生产积极性提高，叠加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共同推动原材料行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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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恢复。前三季度，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18.8个百分点，拉动

规上工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6.0 个百分点，是贡献最大的行业板块。其中三

季度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由二季度同比下降转为增长 60.8%。分行业看，前三季度钢

铁、石油加工、有色冶炼行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分别收窄 95.8、51.9和 28.9个百

分点。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明显好转。受益于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扩内需政策效果不断

显现等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回暖，消费品行业利润明显好转。前三季度，消费品制

造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7.9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消费品制造业利润由二季

度同比下降转为增长 11.8%。分行业看，前三季度酒饮料茶行业利润由上半年同比

下降转为增长 5.6%；化纤行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44.7 个百分点；造纸、农副

食品加工、纺织行业利润降幅分别收窄 13.6—19.3个百分点。 

 

  不同类型企业利润均有回升。随着各项惠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企业信心不断

增强，各类经营主体效益持续好转。前三季度，规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私营、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同比降幅较上半年分别收窄 9.5、10.3 和 2.3 个百

分点；大、中、小型企业利润降幅分别收窄 10.9、4.5和 3.5个百分点。 

 

  企业单位成本下降，营业收入利润率提高。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回升，

带动企业营收改善，盈利空间扩大。三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为 84.74元，同比减少 0.71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02%，同比提高 0.41个百分

点。 

 

  总体看，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逐季改善，恢复向好态势明显。下阶段，要继

续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提振市场信心，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稳定企业预期，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巩固工

业企业效益恢复向好基础，持续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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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 

国内 

 首油！首数币！首结算！我国完成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

结算 

2023-10-27  来源：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10 月 27 日，我国完成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中国石油国际事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事业公司”）通过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以下简

称“交易中心”）在交通银行开立的数字钱包，首次采用数字人民币结算了 19 日

在交易中心平台采购的一船原油。这是交易中心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关于

《上海主动参与数字人民币国际贸易应用》的工作要求，在拓展国际油气贸易交易

时，积极推动跨境人民币支付中嵌入数字人民币的有益实践，标志着交易中心在探

索优质便捷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服务方面又迈出关键一步。 

 

2022年 12 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

币结算”。为此，交易中心联合各相关方加快推进完善国际油气交易系统建设工作，

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已完成五笔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国际现

货油气贸易。 

 

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处处长王智强表示，交易中心积极拓展油气跨

境交易，并首次尝试采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便于交易双方快速追踪资金流向，为国

际油气资源进入我国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易和支付通道，有利于上海国际油气交

易中心建设。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骏表示，国际事业公司作为负责中国

石油国际贸易业务的专业公司，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在供应链管理和价值提升中的

重要作用，在能源转型时代加速打造世界一流全球能源贸易商。作为国际能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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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参与者，国际事业公司稳步推进海外三大油气贸易运营中心建设，积极联合

国内外各方探索创新国际原油定价及结算模式。本次推动以数字人民币结算方式

开展原油资源采购，正是国际事业公司助力构建中国能源市场的新渠道、打造原油

交易多元化生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益实践。未来，国际事业公司将继续推动

国际能源贸易发展模式的不断创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高效互动，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推动油气贸易高质量发展。 

 

交通银行业务总监、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涂宏表示，交行充分发挥境

内外联动优势，上海市分行和香港分（子）行通力协作，创新性采用双边模式进行

企业数币跨境结算，顺利完成大额数币跨境支付业务。首单油气贸易数字人民币跨

境支付业务的完成，是交行在“扩大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应用”方面迈出的坚实

一步。采用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一是可以减少对现有国际支付网络的依赖，确保

跨境支付的安全性；二是可以降低支付成本，提高跨境结算效率；三是可以提升交

易透明度，全程可跟踪和追溯，优化监测手段；四是有助于加强各国央行间数币合

作，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下阶段，交行将在人民银行、上海市政府支持和指导

下，依托强大的海内外网络以及现有的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

全球支付结算中心建设。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总经理付少华表示，本次交易是交易中心在

国际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支付中嵌入数字人民币的首次尝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满足境内外市场主体多元化交易需求，为国际资源进入中国市场打通渠道，为境内

外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加快捷、稳定、高效的交易平台。 

 

2022 年 7 月 6 日，上海市发布导入“五个新城”的 25 个重大功能性事项。

其中，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正式入驻临港新片区。 

 

付少华表示，去年 10月，交易中心正式加入临港新片区，将充分利用临港新

片区的区位优势、制度优势、政策优势和创新优势，对标新加坡等国际油气交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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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的领先经验，加快建设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能源交易平台，提升上海能

源要素市场的服务功能和全球影响力，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 

 

今年以来，交易中心持续稳定开展国际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此前，中

国海油与法国道达尔能源、中国石油与海合会国家、中国海油与兰亭能源、中国海

油与 ENGIE在交易中心开展的交易均为 LNG，本次是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联

手交易中心首次将国际油气贸易品种拓展至原油。付少华表示，要充分利用交易中

心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既需要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积极参与，也需

要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大力支持，我们有信心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把这项工作

做得更好。 

 

值得关注的是，这也是数字人民币在油气贸易领域跨境结算的首次突破，有

助于加速数字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推广，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将

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油气贸易中的影响力。 

 

未来，交易中心将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深化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上海清算所及国内外相关银行的合作，共同构建更加安全、稳定、高效的交易和支

付渠道，推出更多交易品种与交易模式，满足境内外市场主体多元化需求，在努力

扩大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探索国际油气交易业务，助力上海国际油气交易和定价

中心的建设。 

 

 用数智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时间：2023-10-30来源：中国石化报 

天津石化在产值增加的情况下，新鲜水占工业用水的比例降至 10%，工业水

重复利用率、污水回用率、加工吨油取水等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这一成绩的取

得，得益于智慧水务管控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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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和“5G+工业互联网”应用，是新科技革命背景

下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谁在数智化转型中快速布局、抢得先机，谁就能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赢得胜算。 

 

数智化赋能效率更有保障。建立全过程水质管控体系，能够使水质监控、水

质查询等以图形化、表格化的形式呈现，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数智化赋能质量更有

保障。数智化设备全部按照设定好的软件运行，保证所生产的产品全部符合预设标

准，保证质量的可靠性，有利于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数智化赋能安全更有保障。

机器人 24小时安全巡检，实现巡检监督无遗漏、全覆盖，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 

 

企业应加强组织领导、目标规划、路径设计、人才培养，在更多场景、更多

领域加快数智化转型步伐，用数智化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国际 

 2023 年 1-7 月欧盟国家从阿进口石油产品增加了 285 倍 

日期：2023-10-23    来源：商务部 

据报道，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欧盟国家从阿塞拜疆进口的石

油产品达到 20.2 万吨，同比增长了 285倍，总价值达到 1.2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145倍。其中，前三大进口国为希腊 12.8万吨，金额 6493 万欧元（去年同期未自

阿进口）；塞浦路斯 4万吨，金额 3129 万欧元（去年同期未进口）；马耳他 2.4

万吨，增长 213.7倍，金额 1487.7 万欧元，增长 380倍。 

 

2022 年，欧盟自阿进口石油产品总计 1.8 万吨，同比增长 34.5%；进口总额

1518.9万欧元，同比增长 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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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比亚本地石油开采重视增加附加值 

日期：2023-10-23    来源：商务部 

10月 19日报道：纳矿能部长汤姆·阿尔温多 (Tom Alweendo) 在南非开普敦

举行的非洲能源周上对与会者表示，纳政府即将编制本地内容政策（LCP），以确

保纳本地石油和天然气被开采后，整个产业链可以充分获益。阿还表示，纳自然资

源开发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妥善管理新兴石油天然气产业，提高该产业

附加值，有利于促进纳工业化发展和经济转型。 

 

三．五金建材卫浴 

 九牧、建霖……一带 一路打开家居企业机遇之窗 

2023-10-20 来源：卫浴网 

近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于北京举行，再次强调

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 

 

近期发布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13-2023)》给出了直观的

成果数据：“一带一路”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不足 26%，已提升到 2023

年上半年的 34.3%。 

 

回顾倡议提出的十年，家居企业也借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加速走向海

外，展现了家居行业升级新模式的缩影。 

 

九牧卫浴 

 

高端卫浴品牌 九牧开拓海外市场的历史并不短，尤其是近年来，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在越南、卡塔尔、蒙古、中东等 30多个沿线国家开展

合作，第一家海外五星定制旗舰店便是在 2017年于卡塔尔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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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九牧集团海外布局再开新篇，位于非洲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九牧旗舰

店盛大开业，标志着九牧正式进军非洲安哥拉市场。 

 

据了解，安哥拉是首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国家。作为非洲重要经

济体之一，成为九牧集团全球市场开拓的重中之重。在安哥拉首都的这个首家旗舰

展厅，九牧提供了智能产品、浴室柜、淋浴房、淋浴器、智能厨卫设备、浴缸等多

个品类的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美好家居生活的需求。 

 

万和电气 

 

厨卫企业万和电气的海外市场扩张仍然聚焦于燃气具主业，万和电气董事长

卢宇聪近期公开表示，将在“一带一路”国际化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近期，我们在埃及和泰国两个地方相继建厂，主要是希望‘万和电气’品

牌在别的国家实现‘本土化’。如果一家企业在国内能排到数一数二，拿到国外去

也不会差，所以我们的国际化道路，首先是扎根好国内的市场，再逐步走出去。” 

 

据了解，万和电气目前的出口销售收入占比徘徊在 40%上下。进一步突破海

外市场，或是万和电气打开新增长的一大关键。而事实上，近年来万和电气确实在

通过“一带一路”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2022年 11 月 18日，公布全资子公司在埃及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建设生产线

项目；随后在 21 日，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万和（埃及）电气有限公司，通过与埃及

泰达合作在埃及投资建设生产制造基地；2022 年 12 月 29 日，万和电气发布关于

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今年 4月 3日，万和电气泰国子公司出资 2.28亿泰铢

购买洛加纳的工业用地，作为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建设用地。 

 

建霖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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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霖家居在今年 3 月答投资者问时表示，公司的国际化布局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除美洲市场，业务发展遍及亚非欧诸多国家。近年来泰国生产

基地的运营为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根据不断新增的业务需求和可持续性发展规划，公司已启动泰国基地二期投

建，深化全球市场扩展和要素配置，希望能够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上下游产业

的发展。 

 

尚品宅配 

 

作为国内率先提出全屋定制概念的定制家居品牌尚品宅配，稳步推进海外产

业模式输出项目，协同探索海外合作可持续发展之路。近期，尚品宅配海外业务再

拓新版图：尚品宅配集团与缅甸最大家具公司 Sweety Home 成功签约达成深度合

作，将携手开拓缅甸定制家居新市场。 

 

尚品宅配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方式区别于传统家居企业大多

数选择海外投资建厂、收购等模式，而是选择结合自身能力优势，将全屋家具定制

产业模式，包括 VI/SI、设计与销售、产品研发、生产线改造、送货安装全流程的

商业模式，整体对海外输出。 

 

据悉，尚品宅配通过智能制造解决了个性化定制与大规模生产之间的矛盾，

打造了家居企业 C2B+O2O的创新商业模式；以软件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的柔性化

生产工艺、云计算和大数据实践，成为中国工业 4.0样本。如今，在 AIGC领域也

展开了创新应用实践，推动产业生产力的大变革。 

 

美的、康佳等家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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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企业方面同样成效显著。机电商会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

年来，沿线市场家电出口额占我国家电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增长，从 2013年的 25%

增长至 2022年的 31%，2023年一季度，份额已接近四成至 38.3%，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前，美的集团全球共有 40个制造基地，其中国内 19个，其他 21个海

外制造基地分布在全球 12个国家，包括德国、匈牙利、白俄罗斯、意大利、埃及、

印度、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康佳也在 2019 年宣布与埃及本土电器公司 HOHO 合资成立公司，共同拓展非

洲市场，将中国先进的制造能力、研发能力和创新管理能力移植并扎根到埃及。 

 

家居行业展会 

 

除了企业，行业展会也也找到了融入“一带一路”的路径。 

 

今年 7 月的第 16 届成都家具展和中国家具协会、亚洲家具联合会等权威协

会深度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接洽贸易，邀请了意大利、瑞典及亚

洲家具联合会成员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等

国的国际业界领军人物参观，不仅为展会“点赞”，还带来了贸易实效。官方数字

统计，展会现场成交 136亿元，零售 9000万元，再创新高。 

 

结语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在国

家政策进一步为民营经济与家居行业带来的利好之下，中国家居企业也在积极探

索，逐步优化全球化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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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将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

与合作优势，增强国内外要素市场的互联互通和资源优势互补，为赋能行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从而深化中国品牌影响力，助力重构世界经济地理版图。 

 

《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作

为长周期、跨国界、系统性的世界工程、世纪工程，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 10

年只是序章。从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共建‘一带一路’”将会更具创新与活力，

更加开放和包容，为中国和世界打开新的机遇之窗。” 

 

 

四．矿产有色钢材 

国内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 2023》发布 

2023-10-30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10 月 26 日，在 2023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一带一路”地学合作与矿业投资论

坛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发布了《全球矿业发展报告

2023》（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后疫情时代全球矿产资源供需结构

出现新变化，国际矿业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报告》显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持续冲击发生结构性调整，区

域化、本土化趋势加快。2022 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约 130.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进一步升温回暖，创近 9 年新高，风险勘查市场活跃。 

 

供需方面，全球能源资源新增储量、产量、消费量继续分化。其中，化石能源

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石油生产消费稳步增长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天然气供需双降，

煤炭产量、消费量均创历史新高。大宗矿产供需分化明显：钢铁供需双降；铜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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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不及需求，消费同比增长 3.72%；铝土矿供强需弱，消费量下降 0.8%，供需缺

口大幅缩小。锂、钴、镍等战略性新兴矿产供需缺口持续缩小。贸易方面，全球主

要矿产品贸易量总体减少，但战略性新兴矿产贸易量增加。 

 

市场价格方面，全球主要矿产品价格冲高后回落。原油、天然气、煤炭、铁、

铜、铝、锂、钴、镍价格在 2022年创历史新高，2023年回落。矿业公司股价高位

回调，与矿产品价格走势相关性较高。矿业资本加大新能源投资布局，全球氢能项

目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大。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成为矿业公司吸引投资和

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报告》指出，2022~2023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矿业政策出现密集调整，推

动矿业产业链本土化和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调整关键矿产战略，更新关键矿产清

单；发展中国家修改矿业制度和法律法规，强化资源管理。矿业科技装备走向智能

化，5G技术、人工智能引领矿山向绿色、低碳发展。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快速进步，

大宗矿产资源回收利用率超 50%，战略性新兴矿产回收利用具有发展潜力。 

 

《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和矿业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长期来看，坚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加强全球矿业市场要素信息共享和矿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融合，促进国际矿业合

作，定能推进全球矿业可持续发展。（记者 陆芬） 

 

 内蒙古赤峰签署 22 个矿业开发项目 开展央地新一轮找矿突破

行动战略合作 

2023-10-25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10月 20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一轮找矿突破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峰会专场会议上了解到，该市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取得新进展：赤峰市

政府与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订了人才培养与找矿指



29 

导战略合作协议，与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调中心签订

央地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战略合作协议；有关矿业公司签署了矿业开发项目 22个，

协议总投资约 430 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深入开展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的重要抓

手，在自然资源部等部委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力度，为

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促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赤峰市

要抢抓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宝贵机遇，积极承接国家和自治区找矿项目，进

一步摸清矿产资源家底，加快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促进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上，赤峰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作全市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介，山东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分别签署《赤峰地区矿权整合开

发项目》《中色产能扩建和矿权整合项目》《赤峰地区勘探开发项目》《东方晶硅

新材料项目》等项目 22个，协议总投资 430亿元。 

 

  为进一步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赤峰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要坚决执行落实好

国家、自治区已出台的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要求，包括铅锌铜铁萤石等矿种欠缴权益

金由一次性缴清改为按照矿产品销售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率逐年缴纳，已设采矿

权上部、深部开展勘查工作无须办理探矿权新立登记，可以凭勘查实施方案进行勘

查等。 

 

  此外，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单位的 6 位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在会上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矿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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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法国欧安诺集团斥资 16 亿欧元在蒙古国开发铀矿 

2023-10-23 来源：中国矿业网 

  标普市场情报 10月 15日讯，法国矿业集团欧安诺日前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

将斥资 16亿欧元开发蒙古国的 Zuuvch Ovoo 铀项目。该项目将由欧安诺矿业公司

和蒙古国有公司 Mon Atom的合资企业 Badrakh Energy进行开发，预计 2028年投

产。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数据，Zuuvch Ovoo 是蒙古国最大的铀资产，价值 85.9

亿美元，该项目含有 1.72亿磅铀。此外，法国还签署了另一项协议，将投资 40 万

欧元在蒙古国开展锂资源远景调查评价。 

 

 越南：东保稀土矿拟重启或挑战中国主导地位 

2023-10-23 08:45:43 来源：中国矿业网 

据矿业网（http://www.mining.com/）9月 25日报道，越南计划明年重启其

最大的稀土矿东保矿（Dong Pao）以及其他稀土矿山，希望借助西方力量，挑战中

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越南拥有全球第二大稀土矿床东保稀土矿，但

很大程度上仍未开发。拥有东保稀土矿一个区块的越南国有 Lavreco 矿业公司的

官员说，东保稀土矿的有效开采已停止了至少 7年。近年来，日本投资者丰田株式

会社和双日株式会社也在中国稀土供应增加和低价的压力下放弃了东保稀土矿。 

 

作为第一步，越南政府计划在年底前对东保稀土矿的多个区块进行招标。 

 

澳大利亚黑石矿业有限公司（Blackstone Minerals Ltd.）的高管表示，该

公司计划竞标至少 1 个区块；如果成功中标，黑石矿业公司对该项目的投资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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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约 1亿美元。目前，黑石矿业公司正与包括 VinFast和 Rivian在内的多家电动

汽车制造商讨论合作。 

 

越南 VTRE 稀土公司董事长 Luu Anh Tuan 也表示，尽管招标时间尚未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越南政府计划明年重启东保稀土矿。越南 VTRE稀土公司希望获

得 1 个区块，使其每年能够生产约 1 万吨稀土氧化物当量，约占该矿预期年产量

的三分之一。Tuan 还说，可能在 2024 年底左右开始生产。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这将使东保的稀土产量略低于世界最大的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稀土矿；后者在 2022年生产了 4.3 万

吨稀土氧化物当量。 

 

越南还计划开发更多的稀土矿山。7月，越南政府设定了到 2030年达到年产

6万吨稀土氧化物当量的目标。中国 2022年设定的国内配额为 21万吨。 

 

根据河内矿业地质大学的说法，东保稀土矿富含铈和镧系元素（如镨和钕），

比较容易开采，稀土主要集中在氟碳铈矿中。 

 

然而，稀土精炼技术很复杂，中国控制着许多加工技术。黑石矿业公司也表

示，东保稀土矿的估算资源量也需要用现代方法重新评估。 

 

根据美国白宫的一份简报，9 月拜登访问越南期间，同意帮助越南更好地绘

制稀土资源开发蓝图并“吸引优质投资”。此举可能会鼓励美国投资者竞标越南

的新区块。但美国稀土行业顾问兼美国商会河内分会主席约翰罗克霍尔德（John 

Rockhold）说，美国投资者在涉及越南 VTRE稀土公司的一项计划今年失败了。该

计划还涉及由越南 VTRE稀土公司向美国运送稀土精矿，以及未来可能对越南投资

2亿美元。越南 VTRE稀土公司证实稀土运输计划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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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越南 VTRE 稀土公司 4 月份公布了一项今年向澳大利亚战略材料公司

供应 100 吨稀土氧化物的协议，但拒绝对东保稀土矿的开采发表评论。黑石矿业

公司是该交易的合作伙伴，在越南经营一个镍矿，并已确定其在越南的加工设施可

以处理来自东保稀土矿的矿石。 

 

越南 VTRE 稀土公司位于越南北部的工厂专门从矿石中分离稀土氧化物，该工

厂每年可处理 5,000 吨稀土氧化物。该公司计划将其产能增加 2 倍，以适应东保

稀土矿的投产。 

 

稀土氧化物提取后金属化变成稀土永磁体。根据美国能源局的数据，金属化

技术被中国控制，中国生产 90%的稀土永磁体。 

 

越南 VTRE 稀土公司正在进行一个试点项目，与韩国企业 Setopia 一起建造

一个稀土加工工厂；但 Setopia在该领域并没有经验。项目最初的总投资约为 400

万美元，主要来自 Setopia，明年可能会建成一家工厂。 

 

据路透社 8 月报道，在下游产业，韩国和中国稀土永磁体公司将在越南开设

工厂。 

 

多名分析师认为，投资越南稀土矿业的计划可能使越南成为一个可行的参与

者，同时缓解各国对于稀土战略的担忧。科廷大学西澳大利亚矿业学院教授达德

利·金斯诺斯（Dudley Kingsnorth）表示，越南要实现其稀土目标，包括改善投

资环境，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将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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