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三季度锡市消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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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锡精矿进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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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锡精矿进口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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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缅甸矿区分布





2.1、中国精炼锡产量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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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印尼精锡出口缓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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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HFE  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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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期货结构转变  升水变为贴水



下游消费简析



5.1、锡终端应用领域：电子焊料占一半市场

全球锡市场需求结构 中国锡市场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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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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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中国集成电路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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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镀锡板---1-5月出口总量统计

总结：食品包装用镀锡板附加值高而且订单稳定甚至增长，目前主要以饮料制罐为主的订单在稳固需求，
其他化工罐、喷雾罐等受疫情影响出口停滞需求萎缩。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1-5月镀锡板出口统计

单位：吨



铅酸蓄电池：南方地区近期受降雨影响，更换需求偏弱。大型蓄电池企业依旧维持
去库状态，目前成品电池库存在20-30天，开工率在70-80%。汽车启动型铅蓄电池
消费偏弱，暂无较大改善，出口订单稍有好转。

玻璃行业：对锡的需求相对平稳，玻璃制造中将纯锡液作为介质，可起到使玻璃表
面平整和稳定的作用，但不作为耗材，因此对锡的需求主要由新增产线带来，2018
年8月13日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
案新增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产能的建设项目，因此在玻璃产业对锡需求零增长，甚
至会以废锡的形式形成新的二次物料供给。







：1、 全球央行货币宽松，市场资金充裕                               
                                2、云南收储消息落地（锡4万吨），关注炼厂参与意愿
                                3、 国内外显性库存的低位                               
                                4、现货市场交割品牌流通货源偏紧，炼厂控制出货                                
                                

：1、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消费恢复缓慢

                                2、国外炼厂恢复生产，生产加大供应（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加拿大采矿活动逐步恢复正常）
                                3、银漫复产，原料供给端得到一定缓解
                                4、缅甸通关恢复，锡矿运输正常
                                5、下游订单萎缩严重，恢复不及预期

总结：预计三季度锡价将维持震荡走势，运行区间暂看138000-148000元/吨。



丁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