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铜矿湿法冶⾦研究公司的STS技术，如果应⽤到M0PANI铜钴矿，年处理2000万T矿⽯，其经济效益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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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能可刚果⾦M0PANI铜钴矿+STS湿法冶⾦  
将陕⻄铜矿湿法冶⾦研究公司的STS技术应⽤于M0PANI铜钴矿，年处理矿⽯量提升⾄2000万吨，其经济效益需从
技术适配性、规模效应、成本结构及市场⻛险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以下是基于关键假设的量化分析：

⼀、基础参数与假设  

1. 矿⽯特性：

铜品位：2%（以氧化矿为主）；
钴品位：0.3%（与铁/锰共⽣）；
矿⽯类型：低黏⼟含量，硫化矿⽐例＜10%（⽆需额外预处理）。

2. 技术参数：

STS技术回收率：铜90%、钴85%（传统⼯艺为铜75%、钴60%）；
浸出周期：24-48⼩时（传统⼯艺5-7天）；
环保指标：废⽔循环率＞80%，废渣毒性降低50%。

3. 市场价格：

铜价：8,000美元/吨（⻓期均价）；
钴价：30,000美元/吨（受新能源需求⽀撑）。

4. 成本基准：

传统⼯艺OPEX：50美元/吨；
STS⼯艺OPEX：45美元/吨（试剂与能耗节约）；
环保合规成本：传统⼯艺15美元/吨，STS⼯艺5美元/吨。

⼆、经济效益量化分析  

1. 直接收益提升（⾦属回收增量）  

铜增量收益：

年增量 = 2000万t × 2% × (90% - 75%) = 6万吨/年；
价值 = 6万t × 8,000美元 = 4.8亿美元/年。

钴增量收益：

年增量 = 2000万t × 0.3% × (85% - 60%) = 1.5万吨/年；
价值 = 1.5万t × 30,000美元 = 45亿美元/年。

总⾦属收益增量：49.8亿美元/年。



2. 运营成本优化  

OPEX节约：

单吨节约 = 50美元（传统） - 45美元（STS） = 5美元/吨；
年总节约 = 2000万t × 5美元 = 1亿美元/年。

环保成本节约：

单吨节约 = 15美元（传统） - 5美元（STS） = 10美元/吨；
年总节约 = 2000万t × 10美元 = 2亿美元/年。

总成本节约：3亿美元/年。

3. 净收益增量  

年总增益 = 49.8亿（⾦属收益） + 3亿（成本节约） = 52.8亿美元/年。

三、投资与回报分析  

1. CAPEX估算  

规模效应调整：

100万吨级CAPEX参考值：3.3亿美元（浸出、废⽔、⾃动化）；
2000万吨级CAPEX（⾮线性增⻓）：因设备⼤型化与基础设施扩建，按6倍系数估算 → 19.8亿美元。

分项投资：

浸出系统：12亿美元；
废⽔循环设施：5亿美元；
⾃动化/基建：2.8亿美元。

2. 财务指标  

年折旧：按10年直线折旧 → 19.8亿 / 10 = 1.98亿美元/年；
年净收益：52.8亿 - 1.98亿 = 50.82亿美元/年；
静态回收期：19.8亿 / 50.82亿 ≈ 0.39年（约4.7个⽉）；
IRR（折现率10%）：远超100%（极端吸引⼒）。

四、关键⻛险与敏感性分析  

1. ⾦属价格波动：

钴价下跌20%：收益减少9亿美元/年（1.5万t × 30,000 × 20%）；
铜价下跌20%：收益减少0.96亿美元/年（6万t × 8,000 × 20%）。

2. 矿⽯适应性⻛险：

若硫化矿⽐例＞20%，需增加焙烧⼯艺，OPEX上升10美元/吨 → 年成本增加2亿美元。
3. 政策⻛险：

刚果（⾦）资源税上调5% → 年利润减少约2.5亿美元。



本回答由 AI ⽣成，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

五、综合结论  

乐观情景（⾦属价格稳定+技术适配）：

年净收益：50亿-55亿美元，IRR超100%，回收期＜6个⽉；
核⼼驱动：钴回收量⼤幅提升（占总收益85%）。

保守情景（价格下跌20%+成本增加）：

年净收益：40亿-45亿美元，IRR仍＞80%。

六、建议⾏动  

1. 中试验证：投⼊约5000万美元，验证STS技术对2000万吨级矿⽯的稳定性；
2. ⻓期锁价协议：与电池⼚商签订钴供应⻓约，锁定60%产量；
3. 分阶段投资：先建设1000万吨产能，逐步扩产以降低⻛险。

最终结论：
STS技术在2000万吨规模下，年净收益可达50亿美元级别，投资回收期极短（＜1年），但需通过中试与⻛险对冲
策略确保可⾏性。钴价波动为最⼤⻛险点，需优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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