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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镍基础知识介绍 

1.1 镍的基本概述 

镍是银白色金属，熔点 1455℃，沸点 2730℃，密度 8.90g/cm3。镍具有磁性、抗氧化

性、抗腐蚀能力。常温下，镍在潮湿空气中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不但能阻止继续被氧化，

而且能耐碱、盐溶液的腐蚀，古时中国人称之为“白铜”。 

不锈钢与合金生产领域是镍最广泛应用领域。镍的应用在于镍的抗腐蚀性，合金中添加

镍可增强合金的抗腐蚀性能。全球约 2/3 的镍用于不锈钢生产。目前全球有色金属中，镍的

消费量仅次于铜、铝、铅、锌，居有色金属第 5 位。因此，镍被视为重要战略物资，一直为

各国所重视。 

世界上可开采的镍资源有二类，一类是硫化矿床，另一类是氧化矿床。由于硫化镍矿资

源品质好，工艺技术成熟，现约 60%的镍产量来源于硫化镍矿。而世界上镍储量的 65%左右

贮存在氧化镍矿床中，由于其因含有氧化铁的缘故而呈红色，因此也俗称红土镍矿。目前发

现的红土镍矿多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一带，如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古巴等地。 

1.2 镍的生产工艺 

电解镍是使用电解法制成的镍。将富集的硫化物矿焙烧成氧化物，用炭还原成粗镍，再

经电解得纯金属镍。 

含镍硫化矿目前主要采用火法处理，通过精矿焙烧反射炉（电炉或鼓风炉）冶炼、铜镍

锍吹炼、镍精矿电解得到金属镍。 

硫化镍精矿的火法冶炼工艺操作： 

（1）熔炼。镍精矿经干燥脱硫后即送电炉（或鼓风炉）熔炼，目的是使铜镍的氧化物

转变为硫化物，产出低冰镍（铜镍锍），同时脉石造渣。所得到的低冰镍中，镍和铜的总含

量为 8%－25%（一般为 13%－17%），含硫量为 25%。 

（2）低冰镍的吹炼。吹炼的目的是为了除去铁和一部分硫，得到含铜和镍 70%－75%

的高冰镍（镍高硫），而不是金属镍。转炉熔炼温度高于 1230℃，由于低冰镍品位低，一般

吹炼时间较长。 

（3）磨浮。高冰镍细磨、破碎后，用浮选和磁选分离，得到含镍 67%－68%的镍精矿，

同时选出铜精矿和铜镍合金分别回收铜和铂族金属。镍精矿经反射炉熔化得到硫化镍，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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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精炼或经电炉（或反射炉）还原熔炼得粗镍再电解精炼。 

（4）电解精炼。粗镍中除含铜、钴外，还含有金、银和铂族元素，需电解精炼回收。

与铜电解不同的是这里采用隔膜电解槽。用粗镍做阳极，阴极为镍始极片，电解液用硫酸盐

溶液（硫酸盐和氯化盐混合溶液）。通电后，阴极析出镍，铂族元素进入阳极泥中，另行回

收。产品电镍纯度为 99.85%－99.99% 。 

1.3 镍的储运条件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

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 

1.4 镍的主要用途 

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镍的主要用途是制造不锈钢、高镍合金钢和合金结

构钢，被广泛用于飞机、雷达、导弹、坦克、舰艇、宇宙飞船、原子反应堆等各种军工制造

业；在民用工业中，镍常制成结构钢、耐酸钢、耐热钢等大量用于各种机械制造业、石油；

镍与铬、铜、铝、钴等元素可组成非铁基合金。镍基合金、镍铬基合金是耐高温、抗氧化材

料，用于制造喷气涡轮、电阻、电热元件、高温设备结构件等；镍还可作陶瓷颜料和防腐镀

层；镍钴合金是一种永磁材料，广泛用于电子遥控、原子能工业和超声工艺等领域，在化学

工业中，镍常用作氢化催化剂。近年来，在彩色电视机、磁带录音机和其他通讯器材等方面

镍的用量也正在迅速增长。如下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镍的应用领域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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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镍的全球行业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第二章 镍的供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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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南非、印尼和俄罗斯等国家。2013 年澳大利亚的镍基础储量居世界首位，如下图 3

所示，澳大利亚、新卡里多尼亚、巴西、俄罗斯、古巴这五个国家的镍储量占全球总镍储量

的 60%以上。 

图 3：2013 全球各个国家镍储量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2.3 全球各个国家镍产量分布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资料显示，在 2013 年，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新卡里

多尼亚、巴西、俄罗斯、加拿大这七个国家的镍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80%以上，各个国家具体

产量占比分布如下图 4 所示： 

图 4：2013 全球各个国家镍产量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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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镍资源储量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截止 2013 年末，我国镍资源储量为 300 万吨，占世界储量

的 4.05%。我国镍矿类型主要分为硫化铜镍矿和红土镍矿两大类，以硫化铜镍矿为主，约占

全国总量的 90%，并且共、伴生矿产多、综合利用价值高，红土镍矿约占总量的 10%。 

与国外资源相比，我国镍矿资源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矿石品位较富，平均镍大于

1%的硫化镍富矿约占全国的 40%；二是我国镍资源分布高度集中。甘肃、陕西、吉林及新

疆四省（区）的镍矿储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97.7%，其中特别是甘肃，其镍储量约占全国总量

的 84%。 

硫化镍矿约占总储量的 91%，其余为红土镍矿。80%的硫化镍矿产于甘肃的金川铜镍矿

床，其余分布在新疆、云南、四川、吉林、内蒙、陕西和青海等省。中国红土镍矿主要分布

在四川西南部攀枝花地区以及云南元江地区，由于镍品位低，目前仅有小规模开采。中国镍

矿床主要为甘肃省的金川、吉林省的红旗岭、赤柏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拉通克、黄山；

四川省的冷水菁、杨柳坪；云南省的白马寨、墨江等镍矿。除金川矿床外，大多数矿床储量

小，品位低，所处自然环境差，开采难度大，成本高。这就意味着我国在红土镍矿方面并没

有竞争力。而我国又是不锈钢产品主产国，红土镍矿是镍铁的主要来源，且镍铁又是不锈钢

的主要原料，因此我国每年都需大量进口红土镍矿来发展不锈钢工业。 

2.5 中国镍市场的供给情况 

2006 年以前我国原生镍的产量基本以电解镍为主，06 年以后随着我国不锈钢产能产量

开始急剧扩张，对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需要大量进口，同时由民营企业开始，大量使用红

土镍矿冶炼含镍生铁，作为生产不锈钢的原料，红土镍矿的冶炼技术不断提升也加速了这一

进程。中国近年来的矿产镍产量和精炼镍产量的情况分别如下图 5 和图 6 所示。 

图 5：中国矿产镍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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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中国精炼镍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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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产能不断大幅提升，年复合增长率为 35.17%。 

2.6 中国镍市场的消费情况 

2007 年以来，中国的镍需求量已经上升为世界首位。具体每年消费量如下图 7 所示： 

图 7：中国精炼镍消费量（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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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我国 66%的电解镍都使用在了不锈钢行业里，不锈钢产量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我国精炼

镍的消费量。如下图 8 所示，是我国不锈钢行业精炼镍消费量的变化趋势，一直呈现快速上

升势头。 

图 8：中国不锈钢行业精炼镍的消费量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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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内外主要镍交易市场 

3.1 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价格和库存

对世界范围的有色金属生产和销售有着重要的影响。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大

的锡和铜的生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需求不断增长，英国又迫切地需要从国外的矿山

大量进口工业原料。从本世纪初起，伦敦金属交易所开始公开发布其成交价格并被广泛作为

世界金属贸易的基准价格。 

目前国际上镍交易的场所为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品种为伦敦镍 03。伦敦镍 03 为伦

敦交易所（LME）的场内交易品种之一，通常关注的 3 个月期镍场内收盘价即由场内交易产

生。伦敦镍场内收盘价是 LME 镍价的主流价格之一，另一个价格为 LME 官方报价，也是场

内交易产生。 

在可以提供有效风险管理的国内期货市场上，目前还没有镍期货。当前，镍的定价权掌

握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手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镍的价格是镍产业链上所有品种的

价格的风向标。 

3.2 渤海商品交易所 BOCE 

2011 年 8 月 11 日，渤海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电解镍品种。电解镍是渤海商品交易所推

出的第一个有色金属的现货品种。自 2009 年成立以来，渤商所陆续推出了原油、动力煤、

焦炭、热轧卷板和螺纹钢等现货连续交易品种。 

业内人士分析，渤海商品交易所以全球首创的“现货连续交易方式”推出电解镍品种，

是中国目前唯一有可能和 LME 镍期货形成互补的新型交易模式，也是唯一有潜力重新构建

定价模式、夺回电解镍品种定价权和话语权的新型交易方式。渤商所有望打造一个全新的电

解镍现货贸易平台。同时，电解镍作为第一个上市的有色金属品种，标志着渤商所的创新制

度开始服务到有色金属行业。 

第四章 镍的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 

4.1 国际市场价格走势 

镍的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价格容易出现暴涨暴跌，波动性非常大，甚至超过铜，

“妖”镍之称由此而来。通过下图我们可以发现，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LME 的电解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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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价格曾经突破每吨5万美元，金融危机之后价格大幅下跌，最低跌至每吨1万美元左右。

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电解镍的需求量虽然逐渐增加，但电解镍的价格也只有

历史高点的一半左右，这主要是由于红土镍矿的冶炼技术不断提升，含镍生铁被广泛地使用，

导致市场供应增加，价格承压。如下图 9 所示，是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3 个月镍的期价走势。 

图 9  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3 个月镍的期价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4.2 国内市场价格走势 

下图为渤海商品交易所电解镍的现货价格走势，我们通过下图可以发现，电解镍的现货

价格波动非常大，经常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和下跌行情。2014 年 1 月之前，电解镍的价格

一直处于下跌的大趋势中，在 2013 年 11 月 28 日达到历史最低点，93.2 元/公斤，这主要是

由于红土镍矿的冶炼技术不断提升，电解镍的市场供应增加。在 2014 年 1 月之后，电解镍

的价格疯狂上涨，这主要是印尼颁布的新政策导致的，印尼颁布《矿物和煤炭法》，称将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起全面禁止未经加工的 65 种原矿出口，其中包括中国依赖性较大的铝土

矿和镍矿，导致国内电解镍的现货供给大幅减少，价格快速增长。如下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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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渤海商品交易所电解镍现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4.3 影响镍价格的因素 

同所有商品一样，供求关系是影响镍价格变化的最直接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供

求关系进而影响到商品价格。其他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形势、生产成本、进出口政策、投

机因素、汇率变动等因素。 

4.3.1 供求关系 

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价格波动反过来又会影响

供求，即当价格上涨时，供应将增加而需求减少；反之则需求上升而供给减少。新矿藏的发

现与开采、新技术的应用、生产企业检修及罢工、进出口政策、出口国出现的战争、自然灾

害等将影响产量及供应；镍的应用领域发展趋势、镍的投资偏好变化等则将影响镍的需求。 

（1）产量、消费量 

镍的产量大于消费量时，会对价格上升构成一定的压力；当镍的产量小于消费量时，会

对价格下跌构成一定的支撑。 

（2）库存情况 

库存是对生产、消费、进口、出口情况的综合反映。库存上升表示需求不足，会导致价

格下跌；库存下降表示需求旺盛，会使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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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宏观经济形势 

宏观经济是影响整个镍产业供求关系的重要因素。当宏观经济景气时，镍需求增大，价

格上升；反之需求减少，价格下跌。在分析宏观经济时，有两个指标是很重要的，一是经济

增长率，或者说是 GDP 增长率；另一个是工业生产增长率。 

4.3.3 冶炼技术 

世界红土镍储量相对丰富，但其品位低，以前由于技术跟不上，冶炼难度大，产量只占

电解镍总产量的 42%。当前随着冶炼技术的提升，含镍生铁被越来越多的运用，有效降低了

生产成本。 

4.3.4 投资基金动向 

镍金属由于资源量少，单位重量价值高，易于变现流通等特点，其金融属性越来越强。

工业需求之外，投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获得了大型投资基金的青睐。因此投资基金的

持仓情况对镍价格走势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4.3.5 汇率变动 

国际上镍的交易一般以美元标价，而目前国际上几种主要货币均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前

国际外汇市场形成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之势。由于这三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经常发

生较大变动，这种变动会进一步影响到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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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上期所镍期货合约草案及相关规定 

《上海期货交易所镍期货标准合约》草案 

交易品种 镍 

交易单位 1 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10 元/吨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4% 

合约交割月份 1～12 月 

交易时间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3:00 

最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 15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交割日期 最后交易日后连续五个工作日 

交割品级 镍的交割品级为符合国标 GB/T6516-2010 的电解镍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5% 

交易手续费 不高于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含风险准备金） 

最小交割单位 6 吨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NI 

上市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品种将在华东、华南设立交割仓库，交割仓库暂不设置地区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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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上市之后，将直接对接连续交易制度，即上市即开设夜盘。 

镍期货上市平稳运行 3-6 个月后将按照一定权重纳入有色金属指数期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