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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矿产资源“大而不强”，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未来 10 年是我国由矿产资源大国走

向矿产资源强国的关键阶段，建设矿产资源强国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本文针对中国矿产资源现状及问题，结合

西方矿产资源强国经验，提出了中国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三步走”战略。提出了提升全球矿产资源经略能力，大幅提升国

内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统一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三大矿产资源强国措施。从科学推进矿产资源产业链布局，积极

实施矿产资源“一带一路”合作，全面启动城市矿产回收利用布局三个方面提出了矿产资源强国建议。最后，本文分别从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铁、铜、铝等大宗金属矿产以及稀土、稀散、稀有矿产的角度，

提出了我国重要矿产资源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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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is large but not competitive, and it lags far behind that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next ten years is a key stage fo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large to a powerful country in mineral 
resources. Constructing a strong mineral resources sector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sue currently facing China.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and combining experiences from countries with competitive mineral 
resource sectors, this paper formulated a three-step goal proposal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strong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oast China’s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by enhancing the managing and planning ability of 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greatl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domestic miner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a unified mine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Additionally, proposals are offered from the aspects of scientific layout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industrial chain, mineral resourc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urban mineral recycling. Finall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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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传统产业正在转型

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稳

步推进，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新要求。作为

世界矿产资源大国，我国虽未达到世界矿产资源强

国的水平，但具备成为世界级矿产资源强国的各项

条件。针对我国当前矿产资源的总体状况，本研究

提出未来建设矿产资源强国“三步走”的目标建议，

明确了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三大措施，提出了打造

矿产资源强国的四大布局建议。

一、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目标

（一）中国矿产资源现状分析

中国是目前世界矿产资源大国 , 矿产资源有

力支撑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未来 
15 年，中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建设全球制

造业强国两大战略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仍然较大，矿

产资源进口的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1]。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国海外矿业合作能

力弱，矿产资源供应能力差；矿产资源开发强度

过大，环境问题突出，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不

足；还没有具备世界竞争力的跨国矿业企业；矿产

资源经营多元化水平低、行业集中度低，前十大矿

业公司平均经营的矿种数仅有 3 个；海外权益储量

与产量规模较小，前十大矿业公司海外矿山数量为

29 个，煤炭权益矿不足我国消费量的 0.8%，铁矿

石权益矿不足我国消费量的 6%，铜权益矿产量不

足我国消费量的 11%；对国际煤炭、稀土、钨、铟、

锑等市场的参与能力不足。

（二）矿产资源强国的基本原则建议 

中国要实现从矿产资源大国向矿产资源强国迈

进，必须要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资源稳定供应原则，即务必保障国家矿产

资源稳定供应的原则；

（2）代际公平原则，即不能为了满足当前资源

安全而牺牲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安全；

（3）绿色开发原则，即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原则；

（4）互利共赢原则，即要实现主体间、国际间

合作的互利共赢，实现国家、集体、个人在资源开

发过程中利益共享的原则；

（5）多元发展原则，即充分调动国有、民营等

不同性质的利益主体在国内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

的积极性，减少差别化政策。

（三）矿产资源强国的建设目标建议

未来 15 年，是中国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重要

机遇期，研究认为，2025 年我国可基本建成矿产资

源强国，到 2030 年，有望全面建成矿产资源强国。

1. 2020 年矿产资源强国目标建议

增加国内资源储量，加强海外矿业合作，提

高二次资源利用、综合利用以及替代等手段，提高

我国矿产资源多元综合供应能力。提高环境准入门

槛，适度降低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有效提高资源可

持续开发利用，使我国矿产资源静态保障年限从目

前的 36 年提高至 45 年。培育 1 家跨国矿业企业；

力争我国前十大矿业公司平均经营的矿种数达到 
4 个。努力提高海外矿业合作水平，煤炭权益矿产

量超过我国消费量的 1.5%，其中铁矿石权益矿产量

超过我国消费量的 10%，铜权益矿产量超过我国消

费量的 12%，前十大矿业公司海外矿山数量提高到 
37 个（见表 1）[2]。

2. 2025 年矿产资源强国目标建议

基本建立机制灵活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大幅

度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将我国矿产资源静态保

障年限提高至 50 年。打造 2 家跨国矿业企业。继

续提高矿业集中度和多元化水平，前十大矿业公司

平均经营的矿种数达到 5 个。大幅提高海外权益储

量与产量，煤炭权益矿产量达到我国消费量的 2%，

其中铁矿石权益矿产量超过我国消费量的 15%，铜

权益矿产量超过我国消费量的 15%，前十大矿业公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important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ssil energy resources 
such as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renewable resources such as solar energy and wind energy; bulk metal minerals such as iron, copper, 
and aluminum; as well as rare-earth, scattered, and rare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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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海外矿山数量达到 45 个。

3. 2030 年矿产资源强国目标建议

全面建成矿产资源强国，进入世界前三行列。

全面建成管理集中、机制灵活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

矿产资源静态保障年限提高至 50 年。打造不少于 
3 家跨国矿业企业。持续提高矿业集中度和多元化水

平，前十大矿业公司平均经营的矿种数达到 6 个以

上。提高海外权益储量与产量，煤炭权益矿产量超

过我国消费量的 4%，其中铁矿石权益矿产量超过我

国消费量的 20%，铜权益矿产量超过我国消费量的

18%，前十大矿业公司海外矿山数量超过 53 个。

二、 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措施

未来 15 年，中国要实现从矿产资源大国迈向

矿产资源强国，必须要充分调动不同市场主体积极

性 [3]，把握“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国内以实现

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为重心，国外以提升矿产

资源“全球经略能力”为重心，全力打造矿产资源

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一）建立统一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覆盖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

建材等全矿种，调查、勘查、开发、利用、储备的

全产业链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国内、国

外矿产资源开发，经略全球矿产资源。加强地质勘

查单位顶层设计和领导：推动地质勘查单位以矿产

勘查为核心，向综合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转变；赋

予地质勘查单位发展空间，促进其从地质勘查单位

性质向综合性矿业公司方向发展；从单纯在国内开

展工作逐步投身于“一带一路”建设，把国家负担

转变为国家优势。国内简政放权，精简审批程序，

减免矿业企业税负，降低企业成本，协助企业提升

国际竞争力 [4]；国外出台体制机制及相关优惠政

策，支持企业走出国门。

（二）大幅提升国内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加强国内供应能力，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勘查

投入，努力增加国家资源储量，夯实资源家底。同

时加大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有序降低资源

开发强度、合理保护资源，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保障代际资源安全。还要加大科技投入与制度投入，

提升资源全生命周期利用率，全方位、全产业链提

升我国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提升全球矿产资源经略能力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协作，维护中资企

业在海外的权益。充分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积极

发挥民营企业在全球矿产资源经略中机动灵活的优

势，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一批具备

国际竞争力的矿业企业，加快中国矿业“走出去”

步伐。鼓励矿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制造业

企业、物流贸易企业、金融企业等协同合作，增强

投资规模效益，提高投资安全系数。促进勘查市场

繁荣发展：建立国家矿产勘查风险基金（国内外），

支持社会企事业单位参与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加快

建立矿产勘查市场，组织矿产勘查公司入市，融获

社会资金进行勘查工作。

三、 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建议

（一）科学推进矿产资源产业链布局

1. 地质调查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应以服务于矿产资源勘查为

表 1 中国矿产资源强国目标 

时间

前提 特征 1 特征 2 特征 3 特征 4 特征 5 特征 6 特征 7

强国目标
治理体系 资源禀赋 资源保障 可持续发展 跨国矿企 经营矿种 海外矿山 市场参与

集中灵活 较好 较强 >50 年 2 个 5 个 45 座
4 个以上有影
响力的矿种

现在 管理分散 较好 一般 36 年 1（初级） 3 个 29 座 1+4 资源大国

2020 服务增强 较好 向好 45 年 1 个 4 个 37 座 >1+4 资源大国

2025 服务到位 较好 较强 50 年 2 个 5 个 45 座 >2+4 基本建成强国

2030 集中灵活 较好 强 70 年 >3 个 >6 个 >53 座 >3+4 全面建成强国

注：特征 4 与特征 5 采用各国前 10 大矿业公司经营矿种数和矿山数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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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向综合开展自然灾害、地质工程、矿产资源、

地理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研、监测、收集、分析

转变，全面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要从单纯开展国

内地质调查为主，向国内、国外地质调查和信息收

集并重转变，全面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5]。
2. 地质勘查

地质勘查工作，应从以矿产地质调查与勘查为

核心，向基础地质、农业地质、城市地质、环境治

理、矿山恢复、地理测绘工程、地质工程并重，全

面服务我国矿业发展、工农业发展、国防建设、城

乡建设、基础工程建设、地质灾害预测和防治、地

质环境保护、地球科学的探索与发展，适应国家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应以在国内开展工作

为核心，向国内外并重的方向发展，投身“一带一

路”建设。

3. 矿业开发

通过资源规划、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有序

降低国内矿产资源开发强度，长期保障国家矿产资

源安全，保障资源代际安全；推动重大技术攻关，

全面降低矿山开发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国

内矿业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通过资

金、政策、技术、信息等支持手段，鼓励国内矿业

公司走出国门，开展海外矿业开发活动，努力获取

海外权益矿；推动矿业开发向智能、绿色、高效方

向发展，全面提高矿产资源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

收率、综合利用率，提高尾矿综合利用水平，降低

矿山排污量；制定长效机制，妥善处理关停、闭坑

矿山的退出问题；推动矿业城市转型升级，促进区

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4. 冶炼加工

制定科学合理的产能退出机制，严格限制钢铁、

原铝、化工行业的产能扩张，有效降低恶性竞争，

提高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冶金企业向上下游

一体化方向发展，通过并购重组，打造集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地质勘查、矿业开发、冶金、材料、

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等为一体的大型集团，促进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通过政策、资金等手段，优先支持上下游一体化的、

具备集团作战能力的大型集团公司，开展海外矿业

合作。

5. 资源回收利用

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经过长期投入，钢、

铜、铝、铅、镍、塑料、轮胎等资源的蓄积量已经

达到世界第一，我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冶炼化工产

品生产国，无论社会回收量还是工厂回收量，都

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例如，我国废钢利用率仅为

10 % 左右，而世界平均利用率为 35 % 左右，美国

的利用率高达 70 %。国家应高度重视二次资源的

利用，有效降低一次矿产资源的供应压力。应该

针对二次资源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出台相应的

政策、资金、人才、科技支持措施，全面提升二

次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二）积极实施矿产资源“一带一路”合作

“一带一路”地区是重要的资源需求区域，粗钢、

铜、铝等资源消费和生产占全球比例都在 2/3 左右，

未来，随着需求的扩张，区域内粗钢、铜、铝产能

还将进一步扩大，矿石及冶炼加工产业产能都将面

临较大缺口。当前供应量与 2030 年需求相比，除

中国外，“一带一路”地区内煤炭、铁矿石、铜精

矿和铝土矿仍面临 1.2×109 t、3×108 t、4.5×106 t
和 2×107 t 左右的缺口；同时，粗钢、精炼铜和原

铝等冶炼加工产品缺口也分别达 4×108 t、3×106 t
和 3×106 t。基于此，应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

提升地质调查水平，加强矿产资源勘查，推进矿业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矿产资

源的供应能力。

（三）全面启动城市矿产回收利用布局

2016 年，我国社会钢铁蓄积量已达 7.7×109 t、
铜铝等主要有色金属蓄积总量超过 3×108 t。我国

轻工、建筑、机械、家电、交通等行业已陆续进入大

量回收期。城市矿产的大量回收利用能够有效缓解资

源供应压力，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系统有效的城市矿

产资源回收利用机制，应高度重视，尽快布局。

四、重要矿产资源发展建议

（一）能源矿产

稳定煤炭资源供应，强力推进天然气资源供

应，努力提高核能、太阳能、水电、风能等新能源

供应比例，力争到 2030 年将煤炭占能源供应的比

例降低到 45% 以下，石油消费量控制在 15% 以内，

天然气消费量提高到 15% 左右，非化石能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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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25% 左右，强力发展核电、太阳能、风能、

水电等行业 [6]。

（二）大宗矿产

铁矿石：出台各种降低铁矿石企业风险的政

策，稳定国内铁矿石供应能力。预计到 2025 年，

我国钢铁产量稳定在 7×108 t 左右，其中废钢用量

约为 1.3×108 t，生铁用量约为 6×108 t（确保自产

铁矿石不低于 2.5×108 t 标矿，进口铁矿石 7×108 t
左右），确保我国钢铁工业铁原材料综合对外依存

度不超过 60%。推进与澳大利亚、巴西、西部非洲

等地铁矿企业的合作，努力增加权益铁矿石份额，

力争到 2025 年铁矿石权益矿产量达到 2.5×108 t，
加上自产 2.5×108 t 铁矿石，力争到 2025 年铁矿石

名义对外依存度不超过 50%。

铜矿：预计到 2025 年，我国铜矿需求量将达

到顶点，需求量约为 1.5×107 t，国内铜矿产量有望

突破 2.3×106 t，海外权益矿产量力争突破 2×106 t，
二次铜回收量有望突破 2.5×106 t，力争名义对外

依存度控制在 60% 以内。力争到 2025 年，中国国

产铜矿加海外权益铜矿产量达到全球总产量的 20%
以上。

铝土矿：预计到 2025 年，我国铝土矿需求量

将超过 1.5×108 t，力争国内供应量保持在 4×107 t
左右，进口氧化铝 1.2×107 t 左右（折合铝土矿），

二次资源供应量 4×107 t 左右（折合铝土矿），海外

权益矿达到 2×107 t 左右，纯进口量 4×107 t 左右，

力争名义对外依存度不超过 30%。

铅锌矿：预计到 2025 年，我国铅锌需求量将

分别达到 6×106 t 和 7×106 t 的水平。鉴于铅回收

量的不断增长，到 2025 年铅金属回收量有望达到

3.5×106 t，力争自产铅矿降低到 1.5×106 t 以内，

进口铅矿达到 1×106 t。我国的铅锌矿多是共伴生

矿床，伴随铅矿产量的下降，锌矿产量也会随之下

降，到 2025 年，国内锌产量有可能降低到 3×106 t，
回收量达到 5×105 t，对外依存度保持在 50% 左右。

应该加强海外铅锌矿合作，尤其是锌矿的投资开发，

缓解我国锌矿供应问题。

钾盐：预计到 2025 年，我国钾盐需求量将达

到 1.2×107 t，自产钾盐达到 5×106 t 以上，对外依

存度仍将超过 50%。应积极开展在国内的钾盐找矿

工作，力争保持陆相钾盐储量稳定的同时，实现海

相钾盐找矿工作的突破，加强技术攻关，努力实现

盐湖矿产的综合利用，积极推动非可溶性钾资源的

利用、开发和应用。加强海外钾盐投资，到 2025 年，

力争实现海外钾盐权益产量突破 1×106 t。

（三）稀土、稀散、稀有矿产

我国“三稀”矿产多数属于优势矿产，储量大、

产量大、消费量也大，但是往往存在三大问题：一

是过度开发利用，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二是

初级加工能力强，但技术水平低，后端产业链短，

附加值低；三是没有有效控制市场，往往造成低价

出口。应该依托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科技投入，

加强“三稀”矿产对我国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的

支撑作用，延伸“三稀”矿产产业链到新材料、新

能源企业；应该有效控制“三稀”矿产的产量，合

理保护资源，提升市场参与能力。

五、结语

建设矿产资源强国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资源问

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全球资源合作开发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处于全球矿产资源产业利益

链条的最底端，矿产资源开发强度过大，可持续发

展能力弱。应针对上述问题，有序推进中国矿产资

源强国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矿产资源强

国，到 2030 年全面建成矿产资源强国，全面提升

我国矿产资源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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