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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发行

人、盛屯矿业 
指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科立鑫 指 珠海市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四环锌锗 指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刚果盛屯资源 指 刚果盛屯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债 指 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刚果（金） 指 刚果民主共和国 

NCM 指 镍钴锰酸锂 

NCA 指 镍钴铝酸锂 

USGS 指 美国地质勘探局 

股东大会 指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中任何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http://www.baidu.com/link?url=-TiS6wHc3kpJXRmpOOsTH5rsB2cKjjwe7wm-tOdemazuEtzBZpwlcex1gG9ZC5kEHVKmIB9UZMbjazVC9L-hg6c8fUrZyvA_Q49rEXLS1_MyPqDEqR4EArJ7OztZ2QI6Uon1tH5N9QhG1mNsNqm7X_
http://www.baidu.com/link?url=bZEmsBsmpIHgTjnqwtQMDkwc0eYyuQeY4gk6jbtKS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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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238,645.62 万元（含

238,645.62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刚果（金）年产 30,000 吨电铜、5,800 吨粗

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目 

239,057.66

（注） 
17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8,645.62 68,645.62 

合计 307,703.28 238,645.62 

注：刚果（金）年产 30,000 吨电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目的总

投金额为 34,646.04 万美元，在本报告中，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 美元兑换 6.90 元人民

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

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

少于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如公司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根据经营状况和

发展规划对上述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刚果（金）年产 30,000 吨电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

法冶炼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刚果（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以该主体投资、建设刚果（金）30,000

吨电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目，项目设计规模为年产

30,000 吨电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年处理氧化矿 100 万吨，生产

工艺采用酸浸、萃取、电积、沉钴湿法冶炼工艺。项目位于刚果（金）科卢韦齐地

区。 

项目总投资额为 34,646.04 万美元，约为 239,057.66 万元人民币，其中拟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 170,000万元，项目投资内容主要包括厂房建设，设备购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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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背景 

（1）产业政策背景 

2015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 2025》，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列为未来

十年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明确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升动力电池核心技术

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

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2016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壮大，构建可持续发展新

模式”、“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培育发展一批具有持续创

新能力的动力电池企业和关键材料龙头企业”、“到 2020 年，动力电池技术水平

与国际水平同步，产能规模保持全球领先”。 

（2）行业背景 

近年来，在全球新能源产业政策的驱动下，动力电池、消费电池以及储能电池

的需求持续上升。挪威、荷兰、德国、印度、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已明确提出了燃油

车停售时间表，中国工信部也已宣布已启动燃油车停售的相关研究，新能源车成为

国际市场主流是未来发展趋势，为锂电池行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此外，除传统

3C 产品外，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增大对消费电

池的需求。在各项储能技术中，锂电池储能在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循环次数、成

本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极为突出，也成为近年来新增储能容量的最主要来源。因此，

未来锂电池需求的扩容，将带动全球钴金属消费量增长。 

（3）业务背景 

盛屯矿业自 2016 年开始拓展金属钴业务，以主要原产地刚果（金）为基地，

逐步建立涵盖“钴原材料”+“铜钴冶炼”+“钴产品贸易”+“钴材料深加工”+

“钴回收”各模块的完整业务体系。 

盛屯矿业子公司刚果盛屯资源在刚果（金）建设的年产 10,000 吨电铜、3,5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目已正式投产。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务院《有

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积极响应与实践国家“一带一路”以及“走出

去”战略，有利于我国资源安全，促进刚果（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扩大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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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现有钴金属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公司通过收购珠海科

立鑫，获得新的发展驱动力，并完成对钴金属加工、冶炼业务的布局。 

为了进一步保障上游资源的持续稳定供应，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扩大铜钴产量

规模，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拟在刚果（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30,000 吨

电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项目，生产工艺采用酸浸、萃取、电

积、沉钴湿法冶炼工艺，并委托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该项目为完善公司钴材料业务整体发展战略、强化海外原材料布局的重要部署，项

目投产后，公司铜、钴金属产能、产量将显著增长，提升行业地位，并增强核心竞

争力及盈利能力。 

3、项目必要性分析 

（1）发挥规模效应，提升行业地位 

全球钴的消费领域主要包括电池、高温合金、硬质合金、磁性材料、陶瓷色釉

料、干燥剂、粘结剂等。钴作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向下延伸进入锂电池

终端消费，电池材料包括 3C 和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已经成为当前钴的主要应用领域。 

公司子公司刚果盛屯资源在刚果（金）建设的年产 3,5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

属量）湿法冶炼项目已正式投产，为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提高生产效率，更好的

满足市场需求，带动经营业绩增长。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实施年产 30,000 吨

电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目，即增加 5,800 吨粗制氢氧

化钴（金属量）产能，增强钴产品的处理和加工能力，提升行业地位及影响力。该

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将带动公司业绩增长及盈利能力提升，为

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2）铜钴并进加强主业，提升盈利能力 

全球钴矿资源的分布主要以伴生为主，其中 41%为铜钴伴生矿。公司铜钴并进，

加强主业，能够有效发挥铜、钴冶炼加工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我国铜资源相对

较为贫乏，尽管近年国内精铜产能不断扩张，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每

年仍需进口大量精铜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目前，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

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之以金砖国

家为代表的其他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乃至全球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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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铜消费未来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潜力。 

目前，子公司刚果盛屯资源已经建成年产 10,000 吨电铜湿法冶炼生产线，并

已正式投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公司将新增 30,000 吨电铜产能，

提升电铜产能，通过规模效应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实力。 

（3）强化原料优势，提升行业影响力 

公司通过在刚果（金）实施年产 10,000 吨电铜、3,5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

量）湿法冶炼项目，布局钴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业务。2018 年，公司完成对珠海科

立鑫收购后，已将钴产业链延伸至中游的加工冶炼环节，预计至 2020 年将形成

14,500 吨钴金属新能源材料的产能，钴资源需求量大幅增加。 

待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在刚果（金）氢氧化钴和电解铜产能（金属量）

将分别达到 9,300 吨和 40,000 吨，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当地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及规模效应，强化公司在刚果（金）的资源渠道与冶炼优势。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

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钴产业链完整业务体系，完善业务布局，通过上下游协同效应，

进一步提升行业影响力，并增强盈利能力。 

4、项目可行性分析 

（1）产业政策支持 

①国际产业政策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均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欧洲多国、印度等更是明确

提出了燃油车停售时间表：挪威、荷兰将于 2025 年停止销售；德国、印度将于

2030 年停止销售；法国、英国将于 2040 年停止销售。 

随着政府政策支持，海外主要车企集团规划了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以电动车为

主）的销量目标，国际各大车企即将进入密集推车期，部分车企明确提出了燃油车

停产时间规划。 

②国家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多项产业政策，明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和电动工具、电动

自行车、新型储能等为国家重点投资发展的领域，具体如下：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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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着力突破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国发[2012]22 号）：

到 2020 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 200 万辆、累计产销量

超过 500 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车用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及关键零部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

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

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

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5]134 号）：明确在 2016-2020 年将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发〔2016〕67 号）：将新

能源汽车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上游，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红利影响，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生产的氢氧化钴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新能源汽车、3C 产品及储能市场发展带动钴产品需求上升 

根据安泰科等机构统计，2018 年全球钴消费量约为 12.6 万金属吨，同比增长

11.5%；其中电池行业用钴 7.8 万金属吨，占比 60.86%。2018 年国内钴消费结构

中，电池领域钴消费量约 5.17 万吨，电池材料占比达到 79.91%，占比较高。锂电

池行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上游包括钴酸锂、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等正极材

料以及各类钴产品的迅猛发展，市场容量的扩大也使得对钴金属的需求日益增大。

综合来看，新能源汽车、3C 数码产品及储能的电池需求迅猛增长，加上冶炼、化

工等领域钴需求的稳步提升，预计 2020 年全球钴的需求量将达 17.10 万吨。 

锂电池下游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3C 产品和储能三个领域，具体分析如下： 

①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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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不断加强、配套产业不断完善的驱动下，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高速增长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统计：2017 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生产 79.4 万辆，销售 77.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3.8%和 53.3%，

2018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9.9%和 61.7%。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于 2017 年 4 月 6 日

颁布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装[2017]53 号）指出，2020 年新

能源汽车年产销将达到 200 万辆；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将占汽车总产销 20%以

上。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政策逐步引导新能源汽车能量密度不断提升，

依托于固有的高能量密度等优势，三元材料（NCM 和 NCA）仍将逐渐成为正极

材料的主流。 

②3C 产品 

3C 产品是指以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其中笔记本

电脑、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占比超过 65%。我国是 3C 产品生产大国，过去几年受

益于国内及海外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出口与内销增速保持强劲，预计未来销量

仍保持增长。3C 产品市场的稳定增长为锂电池创造需求空间。我国电子产品市场

呈现大屏化趋势，这需要上游提供大容量的锂电池，也将带动锂电正极材料市场

需求的提升。 此外，三元材料在 3C 领域的大规模利用将进一步提升三元材料的

市场容量。除传统 3C 产品外，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将进

一步加大对锂电池的需求。 

因此，消费电池市场规模未来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并将保持持续上升势头，

继续占据锂离子电池较大的应用市场。 

③储能 

储能产业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撑产业和关键推手，在传统发电、输配电、

电力需求侧、辅助服务、新能源接入等不同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新近发

展的各项储能技术中，锂电池储能在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循环次数、成本等方

面的综合优势极为突出，也成为近年来新增储能容量的最主要来源。2017 年全球

新增储能电池容量 914.1MWh，其中锂离子电池占比达 93%；国内新增储能电池



9  

容量 100.4MWh，其中锂离子电池占比达 58.5%。 

从全球来看，2016 年全球储能锂电出货量约为 7.51GWh，2017 年储能锂电出

货量约为 10.40Gwh，2018~2020 年预计将保持 30%以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3）我国铜储量缺乏，铜消费需求将维持较快增长 

根据 USGS 数据显示，全球共探明铜储量约为 7.20 亿吨（金属吨）。其中，

铜储量最多的国家是智利，为 2.10 亿吨（金属吨），占世界铜储量的 29.17%，而

中国的铜矿产资源储量仅约为 3,000 万吨（金属吨），占世界铜储量的 4.17%，储

量排名与俄罗斯并列全球第六。由于我国铜矿的品位较低，大型铜矿缺乏，可开采

能力相对较低，加之我国人口众多，因此相对而言，我国铜资源较为贫乏。 

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发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我国用铜量大幅增加，铜消费量增长迅速。目前，我

国是世界上精铜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平均增长率是全球的 2.4 倍，成为拉动世界

铜消费增长的主要国家。从全球铜需求地区看，中国依旧占据全球铜第一消费大国

地位，需求量约占全球总需求的 30%。2018 年，全球精炼铜表观消费量为 2,317 万

吨，中国铜表观消费量为 1,248 万吨，约占全球铜消费总量的 54%，但 2018 年国

内精炼铜产量预计仅为 913 万吨，国内精炼铜产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仍需大量进口。 

目前，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及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成

立和“一带一路”推进的影响，全球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铜消费需求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其他新兴国家的金属消费也正在

崛起，如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而言仍然较为落后，随

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

铜等基本金属工业原材料的需求势必会出现持续性的增长，将对全球铜需求形成有

力支撑。 

（4）项目实施地交通便利、靠近铜钴矿石产区，原料供应稳定且充足 

本项目建设厂址位于科卢韦齐市，科卢韦齐市是刚果（金）重要的铜钴矿采炼

中心，交通较为方便，与省会卢本巴希有航班、铁路及公路相通，该市分布有多家

大型采矿、选矿和铜、钴、锌冶炼企业，能有效保证新项目原料供应的稳定。 

（5）公司拥有丰富有色金属行业经验，技术储备深厚、并拥有突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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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积累了丰富有色金属行业的经验，且前期已在刚果（金）

建设年产建设的年产 10,000 吨电铜、3,5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

目（已正式投产）。公司核心团队深刻了解国内外钴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已掌握深

厚的钴、铜矿采选、深加工技术，在管理、研发、营销和生产领域培养、储备了一

批专业化人才，人才优势突出。 

5、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各阶段工作的性质、数量进行工程实施的进度安排，预计项目准备期与

建设期合计为 15 个月。项目建设分为设计阶段、建设施工阶段和生产调试阶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预计建设施工期为 1 年。 

（1）设计进度安排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并取得初步设计的基础资料后，完成项目初步设计：

3 个月。 

在初步设计通过业主审查后，并取得施工图设计资料后，完成项目施工图设

计：7 个月（开始施工图 2 个月后可以开始现场施工）。 

（2）施工、安装进度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尽管地处国外，但所有的子项均为新建，土建结构较为

简单，均为单层或多层结构，施工和安装的难度不大，在项目资金到位情况下，

预计施工进度如下： 

施工前准备工作，2 个月（包括场地平整、水、电、道路及土建工程和设备

招、投标）。 

完成土建工程，7 个月（包括施工验收）。 

完成设备安装工程，5 个月。 

（3）生产调试安排 

设备单机空负荷和联动空负荷试运转，1 个月。 

设备全负荷试车运转，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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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投资方案 

项目建设投资为 34,646.04 万美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10,764.27 万美元，设

备购置及安装费 11,997.34 万美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984.27 万美元，工程预备费

3,462.25 万美元，流动资金 6,437.91 万美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美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金额 

1 项目工程费 10,764.27 

2 安装工程费 2,191.04 

3 设备购置费 9,806.30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984.27 

5 预备费 3,462.25 

6 流动资金 6,437.91 

项目总投资 34,646.04 

7、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按建设期 1 年、生产期 15 年计算，年平均总成本费用为 14,518.37 万

美元，其中，经营成本为 12,825.88 万美元。年平均销售收入为 24,933.59 万美元，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8,805.66 万美元，投资利润率为 25.42%。项目全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为 5.09 年，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且回收期相对较短。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为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保障公司业务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公司计划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68,645.62 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2、项目实施必要性分析 

（1）增强资金实力，支撑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快速发展，营业收入从 2016 年的 1,271,002.15 万元增至

2018 年的 3,075,432.94 万元，复合增长率达 55.55%。同时，公司不断完善业务布

局，由刚果盛屯资源建设的年产 10,000 吨电铜、3,5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

湿法冶炼厂已正式投产，并通过收购珠海科立鑫形成钴业务的完整产业链。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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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四环锌锗 97.22%股权的交易完成后，将切入铅锌及多种有价金属产品冶

炼领域，进一步完善有色金属产业链，提升全产业链专业服务水平，发展势头良

好。 

因此，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将不断上升，公司迫切需要补

充流动资金，以缓解营运资金压力，并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从而实

现公司全面发展。 

（2）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 

公司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缓解营运资金压力

及降低公司财务成本。随着公司可转债陆续转股，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

将进一步优化，同时财务费用将有所减少，增强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

司在有色金属采选行业的横向扩张，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

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相应增加，资

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到提升。随着可转债转股，预计净资产

将有所增长。加之，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较强的盈

利能力。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的收入及利润规模将显著扩大，盈利能力将

进一步增强。 

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

规划，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实

施后，公司财务结构将得到优化，并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进一步提升

行业地位，增强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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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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