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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能源与 5G 耗铜展望 

报告摘要: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新能源&新基建版块发展如火如荼，铜作为有色金属中与之相关性

最高的品种之一，在价格上的表现同样非常亮眼。近期，对于 2021 年新能源&新基建版

块能否对铜需求端产生持续的拉动，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作为市场上最早对此展

开相关研究的团队之一，我们将过去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一些更新以及汇总，尝试就

这一问题给出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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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 

目前市场上对于铜的新能源&新基建端新增需求，主要分成三大板块，1、新能源汽车。

2、光伏系统。3、5G 基站。我们的计算结果汇总如下： 

 

表 1：新能源&新基建板块耗铜量汇总                                                           单位：万吨 

 2020 2021 边际增量 

新能源汽车板块    

新能源汽车耗铜量 7.7 11.8 4.1 

充电桩耗铜 0.69 1.06 0.37 

电线电缆耗铜 16.78 25.72 8.94 

光伏系统 20 45 25 

5G 板块 1.9 2.1 0.2 

合计 47.07 85.68 38.61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由于 2020 年基本可以看作是国内各类新能源、新基建大发展的“元年”，所以这两个版块

对铜下游需求的拉动是非常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铜的需求亮点，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国

内表需增速非常高的情况下，库存并没有增加特别多的原因之一，根据我们的计算，2020

年，新能源汽车、光伏系统、5G 基站版块铜需求至少有 47 万吨，如果按照 2019 年 SMM

表观消费 1241 万吨来计算，占比已高达 3.8%。展望 2021 年，我们在以前撰写的各个专

题的基础之上，根据各板块最新发布的政策以及对市场的理解，计算出 2021 年这三个板

块对铜需求预计会达到 86 万吨，相比 2020 年，边际增加接近 40 万吨，以我们预估的

2020 年表观消费 1340 万吨来看，占比也接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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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能源车板块 

1.新能源汽车耗铜计算 

目前市场上的新能源汽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电动汽车，另一种为油电混动汽车。从

2016 年开始，纯电与油点混动汽车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4：1 的水平。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2020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 136 万辆，去除占比较小的燃料电池汽车，国内纯电动、油点

混动汽车产量分别为 105、26 万辆，在不考虑燃料电池汽车的情况下，如果按照 2021 年

新能源车产量 200 万辆计算，即纯电动、油点混动汽车分别为 160、40 万辆，其中，传统

汽车每台耗铜 25kg，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每台耗铜 90KG，油电混动汽车每台耗铜 60KG，

在考虑新能源车对传统汽车替代的情况下，经过计算，2020、2021 年新能源车耗铜分别为

7.7、11.8 万吨。2021 年边际增量 4.1 万吨。 

 

表 2：新能源汽车耗铜量计算                                                                   单位：万吨 

新能源车产量 2020 年 2021 年 

纯电动（万辆） 105 160 

混动（万辆） 26 40 

耗铜量（万吨） 7.7 11.8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2. 充电桩耗铜计算 

根据我们对于新能源车产量的预判，假设 2020、2021 年车桩比持平在 3:1，那么 2020、

2021 年的新增充电桩至少分别为 43、67 万台。其中，交直流式充电桩数量比为 4.5:1，每

台公用交流式充电桩耗铜约为 4kg，每台公用直流式充电桩耗铜约为 70kg，经过计算可

知，2020、2021 年充电桩耗铜分别为 0.69、1.07 万吨。2021 年边际增量 0.3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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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充电桩耗铜量计算                                                                         单位：吨 

 2020 2021 

新能源汽车销量（万台） 130 200 

充电桩总需求（万台） 43 67 

交流式充电桩需求量（万台） 35 55 

交流式充电桩用铜量（吨） 1,418 2,182 

直流式充电桩需求量（万台） 8 12 

直流式充电桩用铜量（吨） 5,515 8,485 

充电桩用铜量合计（吨） 6,933 10.667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3. 电线电缆 

安装充电桩的时候，必不可少的要用到很多电线电缆，但这部分的具体消耗量又很难量

化，但有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对靠谱的，即，电线电缆的总耗铜量肯定大于新能源汽车与

充电桩耗铜量之和，我们假定电线电缆这部分的耗铜量是新能源车与充电桩耗铜量之和的

两倍。由此可得，2020、2021 年新能源汽车板块的电线电缆耗铜分别为 16.8、25.7 万吨。

2021 年边际增量 8.94 万吨。 

 

二. 光伏系统耗铜计算 

根据我们以往文章的测算，以 2011-2020 年光伏每年新增装机容量数据（单位：兆瓦），

与光伏系统中每兆瓦平均约为 4.5 吨的耗铜量计算得出的每年光伏系统的用铜量（单位：

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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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光伏基站新增量计算                                                                     单位：MW 

年份 每年新增装机容量（MW） 每年新增耗铜量（万吨） 占铜产量比重（%） 

2011 2,086 0.94 0.18 

2012 3,280 1.48 0.24 

2013 11,040 4.97 0.73 

2014 10,640 4.79 0.60 

2015 15,150 6.82 0.85 

2016 34,260 15.42 1.83 

2017 53,000 23.85 2.68 

2018 42,520 19.13 2.12 

2019 26,810 12.06 1.23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尽管 2018 年光伏行业发展遇政策“黑天鹅”，但随着国内政策转暖，“碳中和”目标愈发

明晰，2020 年国内光伏产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  

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预计 2025 年和 2035 年间，中国光伏发电总装机规

模将分别达到 73 万兆瓦和 300 万兆瓦，而到 2050 年，该数据将达到 500 万兆瓦，光伏将

成为中国第一大能源，约占当年全国用电量的 40％左右。即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从

2020 年至 2025 年间光伏发电总装机规模将新增 52.45 万兆瓦，2025 至 2035 年间光伏发电

总装机规模新增 227 万兆瓦，2035 至到 2050 年间光伏发电总装机规模新增 200 万兆瓦。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世界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预计到 2030 年，太阳能

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也将达到 10％以上；到 2040 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将

占总电力的 20％以上；到 21 世纪末，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将占到 80％以上，太阳能

发电将占到 60％以上。据此我们推算出 2020-2025 年光伏投资年均新增耗铜量在 47 万吨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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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光伏板块耗铜量计算                                                                     单位：万吨 

时间区间 预计新增耗铜量（万吨） 预计年均新增耗铜量（万吨） 

2020-2025 236.03 47.21 

           2025-2035 1,021.50 102.15 

              2035-2050 900 60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由于 2020 年最新数据还未更新，我们根据以上数据大致推断 2020 年光伏耗铜在 20 万吨

附近，2021 年乐观估计这部分的耗铜量可能增加到 45 万吨附近，较 2020 年边际增量达到

25 万吨。 

 

三. 5G 板块耗铜量计算 

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5G 产业中，铜的消耗主要集中于印制电路板（PCB）中的覆铜板

（CCL）之中，根据统计数据，中国 2019 年覆铜板产量 6.17 亿平方米，根据统计回归测

算，2020、2021 年覆铜板产量分别为 6.38、6.7 亿平方米，其中刚性、挠性和金属基覆铜

板的产量占比约为 75%：20%：5%。再根据计算公式全球范围内，覆铜板产能在逐渐向中

国转移，同时下游 PCB 产能也在向中国转移，这些因素同时扩大了国内覆铜板的市场规

模。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各类覆铜板产量由 2000 年的 6450 万平方米增加至 2018 年的 

59257 万平方米。 

覆铜板铜箔的消耗量=覆铜板的产量×单位消耗量×（1＋损耗率）。（损耗率暂定为 10%） 

测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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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覆铜板铜箔消耗量计算                                                                 单位：万平米 

 2020 2021 

覆铜板总产量（万平米） 63,810 67,071 

刚性（双面）占比约 75%（万平米） 105,287 110,667 

挠性（单面）占比约 20%（万平米） 14,038 14,756 

金属基（单面）占比约 5%（万平米） 3,510 3,689 

覆铜板铜箔消耗量总和（万平米） 122,834 129,112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表 7：5G 基站耗铜量计算                                                                       单位：吨 

 2020 2021 

刚性铜箔需求量（吨） 228,926 240,625 

挠性铜箔需求量（吨） 21,420 22,515 

金属基铜箔需求量（吨） 10,710 11,257 

覆铜板铜箔需求综合（吨） 261,056 274,397 

5G 基站所需覆铜板铜箔量（吨） 19,579 20,580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2020、2021年5G基站耗铜分别为1.9、2.1万吨万吨。2021年边际增量0.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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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此报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违

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

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未经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

它人。所有于此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此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之用。此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

建议，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能担

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何责任。并不

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

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

观点并不代表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此

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或切合阁下个别情况。此报告并

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议。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2019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1号丽丰大厦20层 

电话：400-62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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