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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度市场总结

铜期货市场数据变动分析

主力合约与基差：7月4日SHFE主力合约价格小幅回落0.81%，收80030元/

吨。LME三月期铜价同步下探至9951.5美元/吨，周内高位回调压力显现。

现货升贴水方面，平水铜贴水维持80元/吨，湿法铜贴水收窄至-5元/吨，

市场对高价铜抵触情绪升温，但LME（0-3）基差回落至87.61美元/吨。

持仓与成交：LME持仓量小幅收缩至282135手，国内SHFE库存周内累加

1.01%至95275吨，宏观扰动下多空博弈持续。

产业链供需及库存变化分析

供给端：智利6月对华铜及铜矿出口分别回落至29990吨和809837吨，短期

海外矿端增量受限。国内冶炼产能释放强劲，上半年电解铜产量同比增

11.4%。

需求端：淡季效应深化，7月首周精铜杆开工率同比转负，线缆企业开工率

降至67.81%，家电排产同比下滑2.6%，高铜价抑制家电、建筑等领域新增

订单。仅电力板块需求相对稳定，但难抵整体消费疲软。

库存端：LME库存周内去库7.45%至22307吨，COMEX库存增3.7%至220954短

吨；国内SHFE库存连续累库至95275吨，但总库存仍同比低位。

市场小结

未来1-2周铜市场或维持高位震荡偏弱格局，核心驱动来自供给端国内冶炼

增量对冲海外矿端扰动，需求端淡季压力与高价抑制效应持续发酵，叠加

美国非农数据超预期压制降息预期，宏观情绪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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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价格监测

三、产业动态及解读

1、07月05日：据SMM了解，智利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智利6月铜出口量150295吨，当月对中国出口铜29,990吨。

智利6月铜矿石和精矿出口量为1,126,625吨，当月对中国出口铜矿石和精矿809837吨。近几个月智利产量整体回

升，但是6月份智利对华铜和铜矿出口量都有回落。

2、07月05日：据SMM了解，EroCopper公司表示，该公司旗下位于巴西的Tucuma铜项目实现商业化生产，但至少一

位分析师对于该公司能否实现全年产量目标持怀疑态度。Ero在一份声明中称，Tucuma项目第二季度生产了大约

6,400吨铜，其中6月下半月生产了大约2,000吨。该公司表示，到年底，该项目加工厂的吞吐量应该会继续增长，

从而支持下半年铜产量的连续增长。

3、07月04日：据SMM，本周下游淡季氛围加重消费疲软，同时铜价突破八万，又因此前在半年度节点前精铜杆成品

库存连续增加，本周多家精铜杆企业减产停产主动降库，带动本周精铜杆周度开工率下滑，同比转负。

4、07月04日：本周（6月27日-7月4日）SMM铜线缆企业开工率降至67.81%，环比降2.37个百分点，同比降13.55个

百分点。受传统淡季及铜价突破80000元/吨影响，新增订单走弱，企业以前期在手订单为主。成品库存环比降

2.33%至19670吨，原料库存降3.43%至15770吨。分行业看，除电力相对稳健外，其他行业需求普遍受高铜价压制。

5、07月03日：近日，滇中有色再生铜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项目迎来重大进展——火法系统第二台回转式阳极炉

顺利产出第一炉阳极铜。这不仅标志着滇中有色再生铜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项目全面建设完成，更为滇中有色迈

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注入了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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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链数据图表

图1：中国PMI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2：美国PMI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3：美国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4：美元指数及LME铜价相关性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5：美国利率及LME铜价相关性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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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TC加工费（美元/吨）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7：CFTC铜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8：LME铜各类净多持仓分析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9：沪铜仓单量(吨）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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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LME铜库存变化(吨）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11：COMEX铜库存变化(短吨）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图12：SMM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iFinD、通惠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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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大模型推理过程

嗯，用户让我分析铜期货市场的日度情况，需要分成数据变动分析、产业链供需库存分析和价格走势判断三部分。首先我要仔细看

一下提供的表格数据和资讯内容，确保没有遗漏关键信息。

先看数据部分，2025年7月4日的数据对比前几天。主力合约SHFE价格从80680降到80030，跌幅0.81%，LME价格也有小幅下跌。基差

方面，升水铜和平水铜的升贴水变化不大，但湿法铜的贴水收窄。LME基差87.61美元，比前日的96.2下降，可能显示现货压力。库

存方面，LME库存明显下降，而SHFE和COMEX库存增加。这说明全球库存可能在转移，或者需求地区差异。

然后是资讯部分。智利6月对中国的铜出口量下降，可能影响国内供应。巴西的新项目投产，但分析师对产量目标存疑，这可能暗

示供应增长有限。国内下游需求方面，精铜杆和线缆企业开工率下降，库存降低，显示消费疲软，尤其是高铜价抑制了需求。家电

排产数据也下滑，进一步验证需求端的问题。宏观方面，美国非农数据强劲，降息预期减弱，美元走强，利空铜价。此外，国内政

策预期支撑，但高铜价导致市场观望情绪浓。

接下来要组织分析框架。数据变动分析部分，需要说明主力合约走势，基差变化，持仓和成交情况。比如，SHFE价格连续回落，基

差小幅调整，持仓量变化不大但库存变动明显。供需分析中，供给端智利出口减少但国内冶炼产能增加，巴西项目不确定性；需求

端淡季加上高铜价抑制，电力需求相对稳定但其他领域下滑；库存方面LME去库，国内累库，可能显示区域供需差异。

价格判断部分需要综合考虑供给、需求和宏观因素。供应端可能部分缓解紧张，但国内产量增加对冲了进口减少；需求端总体疲

软，尤其是传统淡季；宏观上美元走强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压力。预计铜价短期高位承压，可能震荡调整。

需要注意不要引用其他机构观点，数据引用要带日期。避免使用序号和emoji，语言简洁。可能用户是投资者或研究员，需要快速

把握市场动态，因此分析要重点突出关键驱动因素，如库存变动、供需数据和宏观事件的影响。用户可能关注未来一两周走势，所

以判断需明确时间段和价格区间。

最后检查是否有遗漏重要数据点，比如铜精矿指数变化、国内电解铜产量增长等，这些在资讯中提及，需整合到供给端分析中。同

时，COMEX库存增加可能反映美洲地区供应过剩，而LME去库则显示其他地区需求尚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得出价格震荡偏弱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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