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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0 日袁 在第 44 届
世界标准日即将到来之际袁由上海有色
金属协会举办的野上海有色行业节能减
排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冶作为宣传
世界标准日系列活动之一袁在上海市能
效中心如期召开遥市质监局尧市发改委尧
市经信委尧市商委尧市经团联等有关领
导出席并讲话遥

会上袁 市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陶
粮民指出院当前袁上海正处在野创新驱
动尧转型发展冶的关键时期袁标准及其标
准化活动将大有作为袁今年世界标准日
的主题核心是野标准助推改变冶袁实践证
明袁标准化是推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
支撑袁有色行业节能减排任务还十分艰
巨袁如何实现行业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
展袁节能减排标准化可以积极改变我们
的环境改善尧 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袁通过制定有色行业单位能耗限额标
准和开展相关领域标准化示范试点工

作袁 从而达到节能减排先试先行的目
地袁继而带动引领有色行业节能减排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产品竞争力整体
提升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有色行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遥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张敏
祥在会上通报了协会有关标准制尧修订
工作进度和标准宣贯工作进展以及下
一阶段协会的标准化工作目标和设想遥
他说袁目前协会已经制订了十个单位能
耗标准袁 其中已经发布的标准 6 个袁已
通过评审的 2 个袁正报批的 2 个袁基本
实现了行业内标准的全覆盖遥 此外袁对
已发布的 6 个标准也正在进行立标动
员袁力争用标准化淘汰落后产能袁用标
准化促进企业转型袁用标准化提升有色
产品档次遥

张敏祥指出袁编写叶节能减排 JJ 活
动丛书要要要有色金属篇曳也是协会现阶
段的一个重要工作遥该书收集了节能减

排标准尧政策以及反映行业节能减排技
术及案例袁 将成为行业节能减排技术尧
工具书袁预计将在今年底出版发行遥 此
外袁协会接下来还将积极推进开展节能
和环保尧 循环经济标准化示范企业袁并
将标准化工作推向纵深发展袁逐步向清
洁生产尧行业联盟标准尧电子交易尧回收
标准扩展遥

市经团联副会长叶伟诚则在发言
中要求有色行业协会能从行业协会自
律的角度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袁 积极开展标准化活动袁加
快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袁通过标准实
施提高行业整体水平遥

市商务委公平贸易处副处长包鸿
飞则介绍了近年来上海及有色行业内
的反倾销尧反补贴尧反垄断及贸易磨檫袁
相关贸易壁垒的情况袁希望业内企业要
关注行业的技术尧 管理方法及标准尧法
规的变化并及时跟上遥

市经信委节能与综合利用处主
任王茜茜在发言中表示袁 近年来有色
行业协会也制订了多项产品标准和行
业限额标准袁 为提升有色行业能源的
利用效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袁 为行业
内的企业实现良性竞争尧有序发展袁为
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作出了
贡献袁 希望协会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
之间桥梁纽带的作用袁 取得更好的成
绩遥

市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
副处长傅海也肯定了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在标准方面做的大量工作袁认为其对
推进有色行业的规范持续健康发展意
义深远遥他指出袁今后几年袁标准工作将
围绕能效的提升袁更加注重标准指南的
引领作用袁通过循序渐进的推进能效的
水平对标袁使工作越来越深入遥

本次研讨会还进行了经验交流遥
来自上海新格尧上海鑫冶铜业尧上海合
晶硅材料三家企业的代表分别从节能
减排与循环经济标准化尧能源管理标准
化尧节能减排标准研究等不同角度进行
了交流遥

据悉袁 此次专题研讨会是有色行
业协会为宣传 2013 年世界标准日举办
的一次重要会议袁也是本市行业协会首
个开展宣传 2013 年世界标准日活动的
社会团体组织遥 来自市有关政府部门尧
相关行业协会尧协会专家委员会尧行业
专家及企业代表等近百人出席了此次
会议遥有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
主持了会议遥

上海有色行业节能减排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召开

9 月 27 日袁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袁1~8 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上涨 12.8%遥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袁 多数行业利润较去年同期有
所上涨袁14 个行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袁有色金属行
业位列其中袁 这表示有色金属行业经营情况尚低于
全国工业运行的平均水平遥 受国内外环境等多种因
素影响袁整个行业复苏之路仍然艰辛遥

其实袁行业利润下降并不令人意外袁值得重视的
是袁有色金属行业野增收不增利冶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袁1~8 月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共计 29219.7 亿元袁同比上涨 13%袁利润总额为 650.2
亿元袁同比下降 5.7%遥

产销同比增长尧 价格持续低迷是有色行业增收
不增利的主要原因遥 当前全球有色金属需求相对疲
弱袁但仍处于正增长态势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停产成本
大尧新增产能陆续投产等因素影响袁整个行业的产量

继续攀升遥 产销的同比增长直接推高有色金属行业
的收入遥 但受价格持续低迷的限制袁行业利润并没有
得到拉升遥 2011 年下半年以来袁有色金属价格便进入
震荡下行通道遥 2013 年金属价格继续延续 2012 年的
弱势遥 截至 8 月末袁上海期货交易所三个月期铜尧期
铝尧 期铅尧 期锌分别收报于 51960 元/吨尧14255 元/
吨尧14605 元/吨和 14840 元/吨袁 同比下降 6.68%尧
7.37%尧3.41%尧0.34%遥

目前来看袁 全球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
候袁中国尧欧元区等国家及地区近期经济数据释放
出明显的企稳信号遥 然而袁有色金属行业需求并未
见明显好转袁行业基本面依旧延续弱势遥 世界金属

统计局数据显示袁 今年前 7 个月全球多数基本金
属处于供给过剩的格局袁 其中铝供应过剩最为严
重袁达 77.3 万吨袁铜金属次之袁为 20 万吨遥 供需矛
盾将长期制约有色金属价格的反弹遥 此外袁全球经
济发展过剩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袁 美国债务
问题尧 量化宽松政策等因素均会对金属走势带来
冲击遥

行业经营情况与价格走势息息相关遥 在生产成
本没有大幅下降尧 金属价格维持弱势的背景下袁有
色金属行业如何摆脱野增收不增利冶的困局是个严
峻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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