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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锡月报 

 

从宏观面看，虽然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重回

扩张区间，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趋于改善，但加息对实

体经济的影响犹存。国内方面，多项经济指标回升向好，中

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从基本面看，供应端，在当前锡价震荡偏弱的情况下，

预计3月锡矿进口数量或将维持稳定；精锡产量环比小幅增

加。供应端，随着锡价持续走低，下游加工企业秉持观望态

度，目前锡产业链下游需求仍处于恢复阶段，整体表现偏弱。

库存方面，沪锡和社会库存高企。 

综上，美联储加息周期尚未结束，宏观情绪偏弱，若需

求表现无明显改善，锡价或震荡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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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锡月报 

一、2023年2月国内外锡价走势分析 

1、2023年2月伦/沪锡市场走势分析 

2023年2月，受美联储继续加息预期增强、需求恢复缓慢、库存高企等因素影响，伦锡整体震

荡下行。截至2月28日，LME三个月期锡报收24970美元/吨，较1月末下跌约15.50%。 

图表 1：LME期锡价格走势（单位：美元/吨） 

 

来源：伦敦金属交易所，新浪财经，新华财经 

2023年2月，美国就业及通胀数据均高于预期，强化了美联储延续加息步伐的可能，加之国内

锡市库存高企，沪锡整体承压下行；期间，受国内刺激政策逐渐发力，经济企稳回升带动，沪锡短

暂回升。截至2月28日，沪锡连续合约报收209230元/吨，较1月末下跌约10.56%。 

图表 2：SHFE期锡连续合约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新华财经 

2、2023年2月锡精矿市场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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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锡精矿价格震荡下行。亚洲金属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底，中国市场锡精矿（60%min）

主流价格在19.8-20.0万元/金属吨，较1月底25000元/金属吨。2月份，国内锡精矿成交均价（206600

元/金属吨）环比上涨约0.85%。 

图表 3：中国锡精矿（60%）价格走势图（单位：元/金属吨） 

 
来源：亚洲金属网，新华财经 

3、2023年2月现货锡市场走势分析 

2023年2月，锡锭现货价格震荡下跌。截至2月底，长江有色、上海地区、广东（南储华南）1#

锡价格较1月底分别下跌10.83%、10.93%、10.93%。2月，长江有色、上海地区、广东（南储华南）

1#锡月均价分别约为217462.50元/吨、217500.00元/吨、216975.00元/吨，以上三地1#锡2月月均

价较1月分别下跌0.39%、0.35%、0.52%。 

图表 4：中国现货锡锭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来源：长江有色网，新华财经 

4、2023年2月焊锡价格走势分析 

2023年2月，无铅焊锡市场成交低迷，价格走低。亚洲金属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28日，中国市

场焊锡丝（Sn99.3% Cu0.7%）主流成交价（出厂价、含税）为212-214元/千克，较1月底下跌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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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 

2023年2月，受生产成本支撑，有铅焊锡报价相对坚挺。截至2月28日，中国市场焊锡条（Sn40%，

Pb59%）主流成交价为99-100元/千克，较1月底下跌10.5元/千克；中国市场焊锡条（Sn60%，Pb39%）

主流成交价为137-138元/千克，均较1月底下跌15元/千克。 

图表 5：中国焊锡丝、焊锡条出厂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千克，含税） 

 

来源：亚洲金属网，新华财经 

二、2023年2月锡市场基本面分析 

1、供需体现：全球锡市供需情况分析 

安泰科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锡精矿产量为32.2万吨，同比增长5.7%。 

安泰科估算2022年全球精锡产量为39.0万吨，同比增长0.9%。安泰科预计2023-2024年全球精

锡总产量将分别为38.8万吨和39.3万吨，同比增速分别为-0.5%和+1.3%。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公布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1月全球精炼锡产量为3.14万吨，

消费量为3.2万吨，供应短缺0.06万吨。数据显示，2023年1月全球锡矿产量为2.77万吨。 

图表 6：全球锡市供需情况（单位：万吨） 

 

来源：世界金属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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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需平衡：伦/沪锡库存情况分析 

2023年2月，伦锡库存小幅震荡去库。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数据显示，截至2月28日，LME

锡库存为2950吨，较1月底减少2.16%。 

2023年2月，上期所锡持续累库。上期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3日当周，上期所锡库存9154

吨，较2月3日当周增加30.29%。 

社会库存方面，国内锡锭社会库存已经连续一月维持一万吨以上。 

图表 7：LME锡库存走势图（单位：吨） 图表 8：上期所锡库存走势图（单位：吨） 

  

来源：伦敦金属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新华财经 

3、供应：中国锡精矿生产及进口情况分析 

（1）中国锡精矿产量分析 

据亚洲金属网统计数据测算，2022年，中国锡精矿生产商产量为52507金属吨，同比增长12.35%。

2023年1-2月，中国锡精矿生产商产量为8477吨，同比增长21.74%。 

图表 9：中国锡精矿生产商月度产量及同比变化情况（单位：吨，%） 

 

来源：亚洲金属网，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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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锡精矿进口情况分析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1-2月，我国锡矿砂及其精矿累计进口量为33573吨（折合10754金

属吨）同比减少43.81%，其中1-2月从缅甸的进口量为24131吨（折合6032.5金属吨）同比减少53.27%。 

机构分析认为，1-2月从缅甸进口锡矿总量大幅下滑，主要由于国内年后锡价大幅回落，锡精

矿加工费不断下调。 

图表 10：中国锡精矿进口情况（单位：吨） 

 
来源：海关总署，新华财经 

4、供应：中国锡锭生产及进出口情况分析 

（1）中国锡锭生产商生产情况 

安泰科对国内21家冶炼厂（涉及精锡产能37万吨，总产能覆盖率97%）产量统计结果显示，2023

年2月上述企业精锡总产量为14197吨，环比下滑2.4%，同比上涨5.1%。安泰科分析认为，今年缅甸

政府抛储结束，原料紧俏的矛盾会比去年更加突出，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挤压加工费，预计3月国

内锡冶炼产量回升速度将会放缓。 

亚洲金属网数据显示，2023年2月中国锡锭生产商约生产14210吨，环比增长11.7%，同比增长

12.6%。其中，云南地区锡锭产量为8710吨，环比减少0.22%；江西地区锡锭产量为3800吨，环比增

长48.4%。 

据SMM调研了解，2月份国内精炼锡产量为12892吨，较1月份环比增加7.52%，同比增加5.98%；

1-2月累计产量同比则减少3.39%。SMM认为，进入3月，原料偏紧扰动仍存，加工费回落挤压力冶炼

厂利润。同时，锡价持续走低，订单回暖不及预期，造成下游需求观望情绪增强，现货市场表现疲

软。预计3月国内精炼锡产量较2月环比小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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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中国锡锭生产商月度产量及同比变化情况（单位：吨，%） 

 

来源：亚洲金属网，新华财经 

（2）中国精炼锡进口情况 

2022年，我国累计进口精锡31856.09吨，累计出口精锡9991.07吨，净进口21865.02吨。 

2023年1-2月，我国精锡进口量为2652.24吨，出口量为2110.05吨，净进口542.19吨。 

图表 12：中国精炼锡月度进口量（单位：吨） 

 

来源：海关总署，新华财经 

5、需求：下游消费领域情况分析 

2023年2月，春节假期归来，在疫情防控优化，各地全力拼经济的带动下，2月制造业PMI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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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反弹，达到52.6%，重回景气区间。供给端快速且显著的恢复再次体现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

应链的韧性，为后续的经济修复打下良好基础。 

镀锡板方面，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镀锡板出口总量共计172.56万吨，同比增长27.56%，

镀锡板进口总量共计0.79万吨，同比去年降幅56.56%。2023年镀锡板出口总量有望继续创新高。据

Mysteel监测的26家镀锡板生产企业中，共计49条产线，2023年1月份开工率85.2%，产能利用率

55.69%，月环比下滑7.27%；1月镀锡板实际产量34.08万吨，月环比减少2.88万吨。随着锡价出现

较大回落，下游采购意愿得以释放，下游加工企业开工率也出现明显回升。 

光伏方面，目前国内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6亿千瓦，到2030年预计太阳能发电装机量

将增加约3亿千瓦，估算需要消耗约36000吨锡锭，年均消耗4000吨锡锭。 

电子产品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2月，集成电路累计产量443.0亿块，同比

减少17.0%；光电子器件产量1525.8亿只（片、套），同比减少7.9%；彩色电视机产量2424.5万台，

同比减少4.7%。 

图表 13：国内彩色电视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同比变化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家电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2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1321.0万台，累计同比

增长7.9%；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330.5万台，同比增长10.8%；家用洗衣机产量1408.0万台，同比增

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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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全国家用电冰箱、空调、家用洗衣机累计同比变化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三、2023年2月宏观经济分析 

1、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月1日发布数据，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2.6%，各分类指数均高于上月，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8个位于扩张区间，

比上月增加7个，制造业景气面继续扩大。 

美国2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为47.8，高于预期的47.1，前值46.9。服务业PMI初值录得50.5，

高于预期的47.5，前值46.8。综合PMI初值录得50.2，高于预期的47.5，前值46.8，为8个月以来的

最高水平。美国服务业的重回扩张，是整体经济活动回升的最主要动力，但制造业仍然疲软。在经

历了7个月的下滑之后，美国2月的商业活动出现了可喜的企稳。供应状况的改善已经消除了制造业

供应链的价格压力。尽管面临加息和生活成本紧缩的不利因素，但随着通胀见顶和衰退风险消退的

迹象出现，企业情绪已经好转。与此同时，供应紧张程度有所缓解，工厂原材料的交付时间正在以

2009年以来未见的速度改善。 

欧元区2月Markit制造业PMI则录得48.5，较1月份48.8小幅下滑，为近2个月以来新低。欧元区

Markit服务业PMI录得53.0，较1月份50.8水平继续提升，也创下近8个月以来最高值。欧洲综合PMI

初值为52.3（1月份为50.3），已连续4个月出现回升，并创下近9个月最高值。欧元区整体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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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表现有所改善，尤其是服务业表现较好。近期消费需求逐步回温，供应链状况改善，消费者信心

有所提振也均对商业活动回暖提供了支持。 

2、IMF：亚洲经济复苏前景渐趋改善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一些机构发布的预期认为，亚洲经济复苏尽管仍面临

不少困难，但地区复苏前景渐趋改善，今年该地区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减速中的亮点。 

2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Krishna Srinivasan、副主任Thomas Helbling和地区

专家Shanaka J.Peiris发布了一篇题为《亚洲减弱的经济逆风让更强劲复苏可期》的报告。文章称，

亚洲的经济逆风正在趋弱，这为更强劲的复苏铺平了道路。虽然长期挑战仍然存在，但亚洲经济今

年的前景已较为明朗。 

有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世界经济的主要希望还在于亚洲经济板块的逆势稳健增长。印度、东

盟经济虽将有所降温，但仍将实现6%和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沙特等中东经济体受益于全球能源短

缺危机，2023年预计将有不错表现。他们认为，今年亚洲经济的表现将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

体。 

3、世贸组织：今年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可能继续保持弱势 

3月1日，世贸组织发布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为92.2，较上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数值96.2

明显下降，也远远低于基准值100。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在2022年第四季度似乎失去

了动力，并可能在2023年第一季度保持弱势。 

世贸组织指出，2022年前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长4.4%，高于世贸组织的预期。但是

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全球货物贸易量出现了下滑。 

4、多项经济指标回升向好，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国家统计局3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份，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稳经济政策

效果持续显现，多项经济指标回升向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工业生产恢复加快，企业预期好转。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比2022

年12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4.9%。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6%，比上月上

升2.5个百分点。 

服务业明显回升，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改善。1至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5%，

2022年12月份为下降0.8%。从市场预期看，2月份，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4.8%，比上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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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总的来看，1至2月份，经济循环加快畅通，生产需求明显

改善，经济运行企稳回升，但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需求不足仍较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下

阶段，要加快政策落实落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2023年2月锡市场重要事件分析 

1、安德拉达矿业尤斯矿山含锡金属资源量达12万吨 

安德拉达矿业有限公司（Andrada Mining Limited），前身为非洲锡业有限公司（AfriTin Mining 

Limited），是一家非洲科技金属采矿企业，在纳米比亚拥有采矿和勘探资产组合。该公司最近公

布了其旗舰项目尤斯（Uis）矿山的最新锂、锡、铷和钽的矿产资源估算。 

其中，锂平均品位从2019年宣布的氧化锂0.63%增至氧化锂0.73%，含氧化锂总吨数增加30%至

58.7万吨。最新资源估算显示，该矿山碳酸锂当量为145万吨，已探明和控制的锂资源量增加47%

至3,800万吨。锡平均品位由之前的0.134%增加到0.15%，含锡金属资源量达12万吨。 

此外，包括开采枯竭的V1/V2矿床在内的矿产资源估算总量已从7,200万吨增至8,100万吨。 

2、印尼PT Timah2022年出口精炼锡17280吨 较上年下降逾28% 

2月23日，印尼PT Timah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2022年出口精炼锡17,280吨，较2021年

下降28.77%。数据显示，2021年，该公司精炼锡出口量为24,260吨。 

3、银漫矿业研发锑的单独提炼及提高锡的提取率 

2月22日，兴业矿业表示，银漫矿业成立研发中心，主要研发项目是锑的单独提炼及提高锡的

提取率；截至目前，研发工作仍在推进中。 

4、个旧吉源、个旧金冶2月减产锡精矿 

由于供应紧张，个旧市吉源矿冶有限公司2月减产锡精矿至300金属吨左右。该公司年产能

20,000金属吨，公司从缅甸采购锡精矿30%min，拥有一座日总处理能力170吨的选矿厂，2022年锡

精矿40%min产量在8,100金属吨左右，今年迄今已生产约900金属吨，目前持库约600金属吨，较1

月下降900金属吨左右。 

由于原材料不足，个旧金冶再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月减产锡精矿至150金属吨左右，较1月下

降约350金属吨，预计3月可能会维持相同的产量。该公司锡精矿40%min年产能3,600金属吨，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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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在3,000金属吨左右，今年迄今已生产约650金属吨，当前持库约300金属吨。该公司的含砷

锡精矿主要卖给当地的两家冶炼厂。 

5、华锡集团2月减产锡锭 

由于原料不足及看跌后市，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锡锭产量自1月的600吨减至2月的400吨左右。 

该生产商锡锭年产能25,000吨，采购锡精矿生产锡锭99.95%min，2022年锡锭产量在4,100吨左

右，本年截止目前已生产约1,000吨，当前持库约150吨，较1月同期增加50吨左右。 

6、泰国华永恒2月增产锡锭 

因市场采购活跃，泰国华永恒有限公司锡锭产量较1月份的60吨增至2月份的70吨左右。预计3

月可能维持相同的产量。 

该公司锡锭年产能2,000吨，主要从缅甸和老挝采购锡精矿30%min-40%min以生产锡锭

99.85%min，2022年生产了约800吨锡锭，目前没有库存。除生产外，该公司还从事泰国国内的锡锭

贸易。 

7、刚果卡帕达矿业2月增产锡精矿 

受市场行情活跃支撑，刚果锡精矿60%min生产商之一的卡帕达矿业（Kapata Mining）2月份锡

精矿产量翻番至60金属吨左右，将尽力保障3月份产量达到相同水平。 

该公司锡精矿60%min年产能800金属吨，2022年总产量约为360金属吨，目前无库存，主要通过

当地经销商出口至亚洲（主要是泰国）。 

五、锡市场行情展望 

从宏观面看，虽然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趋

于改善，但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犹存。国内方面，多项经济指标回升向好，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呈

现企稳回升态势。 

从基本面看，供应端，在当前锡价震荡偏弱的情况下，预计3月锡矿进口数量或将维持稳定；

精锡产量环比小幅增加。供应端，随着锡价持续走低，下游加工企业秉持观望态度，目前锡产业链

下游需求仍处于恢复阶段，整体表现偏弱。库存方面，沪锡和社会库存高企。 

综上，美联储加息周期尚未结束，宏观情绪偏弱，若需求表现无明显改善，锡价或震荡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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