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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全球矿业形势回顾与展望

Review and Outlook of Global Mining Sinc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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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北京 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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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以来，全球矿业随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国推动世界矿业发展。全球矿产勘查开发总体投入不足，新发现减少。

世界矿产品消费普遍上升，锂、钴等新能源新材料矿产品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矿业公司由大规模扩张转为资产重构，投资

更加谨慎。矿产资源战略得到高度重视，矿业法律政策总体趋紧。展望未来，世界矿产品消费总体仍将持续增长，南亚地区

将成为矿业投资热点，能源革命和人工智能将促进全球矿业实现飞跃，对矿业的利益诉求矛盾将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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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0,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has fluctuated cyclically with the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mining. The overall investment in global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insufficient, 
and new discoveries declined. The consumption of mineral products in the world generally increased, and the demand for new energy 
and new materials such as lithium and cobalt surged. Mining companies have shifted from large-scale expansion to asset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ed more cautiously. The mineral resources strategy has been pai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mining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generally tightened.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world’s mineral consumption will continue to rise. South Asia will become a hot spot 
for mining investment.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promote the leap of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and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mining will escalate further.
Keywords: world economy; global mining; oil; iron ore; copper

一、前言

2000 年以来，虽经历金融危机影响，但在中国

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仍实现

了总体增长。全球矿业随着世界经济出现了周期性

波动。世界矿产勘查开发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相比略显不足，重大新发现减少，长期供应保障

能力受到影响。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品消费快速增长，

锂、钴、稀土等新能源新材料矿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在经历大规模扩张之后，矿业公司开始剥离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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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新项目投资更加谨慎。关键矿产得到各国政

府高度重视，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

矿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二、	矿业随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国推动

世界矿业发展

海德 · 克拉克、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等认

为，从长期看，自 1780 年以来，全球经济每 40~60
年发生一次周期性变化；而从中期看，自 19 世纪

以来，世界经济每 10 年发生一次周期性危机 [1]。
2000 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周期，美国、欧盟、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幅减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

展中经济体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从 2000 年的 10 万亿元增至 2017 年的

82.7 万亿元，增长 7.3 倍，从世界第 6 位上升至第

2 位，同期世界经济增幅为 1.4 倍；人均 GDP 从

2000 年的 949 美元增至 2017 年的 8810 美元，增长

8.3 倍，从世界第 112 位升至第 70 位。未来两年，

中国人均 GDP 将冲击 1 万美元大关。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世界矿业发展。目

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

贸易国。中国原煤产量从 2000 年的 1.38×109 t 增
至 2017 年的 3.52×109 t [2]，增长 1.6 倍，占世界的

比例从 29% 上升至 45%。粗钢产量从 1.3×108 t 增
至 8.3×108 t，增长 5.4 倍，占世界比例从 15% 上

升至 49%。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从 7.838×106 t 增至

5.51×107 t，增长 6.0 倍，占世界比例从 14.5% 增至

43.2%。水泥产量从 6×108 t 增至 2.34×109 t，增长 

2.9 倍，占世界比例从 38% 上升至 57%。

2000 年以来，全球矿业伴随世界经济出现了一

轮“萧条 – 繁荣 – 萧条”的周期，21 世纪初矿产品

价格经长期下跌后处于历史低位，而后全球矿业一

片繁荣，2008 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矿产品价格再次暴跌。2009 年以后，在宽松

货币政策刺激下，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全球矿

业投资在 2012 年达到顶峰。随后，发展中经济体

增速开始减缓，全球矿业再度进入调整。虽然 2016
年以来，全球矿业有所恢复，但总体上看还处于调

整期。展望未来，在越南 – 印度 – 巴基斯坦经济增

长带动下，全球矿业有望出现新一轮繁荣。

三、	矿产勘查开发总体上升，占世界经济比

例仍然很低

2000 年以来，全球矿产勘查开发投入总体上呈

现上升趋势。但是，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

响，也出现了从快速上升到大幅下降的周期性变化。

2002 年世界非燃料固体矿产勘查投资延续 1997 年

以后调整趋势，降到了 20 亿美元，随后连续 6 年

增长，到 2008 年达到 146 亿美元，但是到 2009 年，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非燃料固体矿产勘

查投入大幅下降，仅为 84 亿美元。2010 年以后，

开始恢复增长，并在 2012 年创下 215 亿美元的历史

最高纪录。2013 年以后投入又开始下降，2016 年 
只有 73 亿美元。2017 年以后，投入有所回升（见

图 1）。
笔者收集整理了 2000 年以来全球矿产勘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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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矿产勘查投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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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和成果（见表 1）。从国家来看，重大发现

主要集中在刚果（金）、蒙古、澳大利亚、巴布亚

新几内亚、纳米比亚等几个国家。从矿种看，主

要为铀、铜、锂、金、稀土、钾盐、石墨等矿产。

从时间上来看，2007 年是全球矿产勘查取得成果

最为丰富的一年。从规模上看，铜矿发现规模大、

价值高，如美国的佩布尔铜金钼矿总价值估计高

达 4500 亿美元。

全球矿山开发投资从 2003 年以来呈现一

波“从繁荣到萎缩”的周期。据瑞典原材料小组

（RMG）和美国工业信息资源公司（Industrial Info 
Resources）统计数据，2003—2013 年，世界矿产

表 1		2000 年以来全球重大找矿发现和成果

序号 矿床名称 所在国家 / 地区 矿床类型 资源量 / 储量 大规模勘探阶段 / 年 开发现状

1 奥尤陶勒盖铜金矿
（Oyu Tolgoi）

蒙古 斑岩型 铜 3.222×107 t，金 1048 t，
银 8000 t

2001 生产

2 佩布尔铜 – 金 – 钼矿
（Pebble）

美国 斑岩型 铜 3.695×107 t，金 3300 t，
钼 2.56×106 t，银 16 000 t

2002 可研

3 罗辛南铀矿
（Rossing South/
Husab）

纳米比亚 白岗岩型 铀 5.12×105 t 2006 生产

4 卡拉帕蒂纳铜矿
（Carrapateena）

澳大利亚 IOCG 型 铜 2.77×106 t，金 130 t 2005 建设

5 索尔瓦拉铜金矿
（Solwara）

巴布亚新几内亚 海底块状 
硫化物型

铜 2.15×105 t， 
金 16 t，银 90 t

2006 可研

6 图皮 / 鲁拉油田
（Tupi/Lula）

巴西 盐下油田 80 亿桶 2007 生产

7 科瓦内湾稀土 – 铀 –
锌矿
（Kvanefjeld)

丹麦
（格陵兰）

IOCG 型 稀土 1.112×107 t，铀（U3O8）
2.7×105 t，锌 2.4×106 t

2007 可研

8 西芒杜铁矿
（Simandou）

几内亚 沉积变质型 铁矿石 5×109 t 2007 可研

9 姆巴兰铁矿
（Mbalam）

喀麦隆 沉积变质型 铁矿石 4.2×109 t 2007 建设

10 驱龙铜矿 中国 斑岩型 铜 1.036×107 t，钼 6.2×105 t，
银 7500 t

2007 建设

11 KSM 铜 – 金 – 银矿
（Kerr-Sulphurets-
Mitchell）

加拿大 斑岩型 铜 1.895×107 t，金 3050 t，
银 17 530 t

2008 预可研

12 瓦菲 – 戈尔普铜金矿
（Wafi-Golpu）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斑岩型 铜 8.7×106 t，金 834 t 2010 可研

13 卡莫阿 – 卡库拉铜矿
（Kamoa）

刚果（金） 砂岩型 铜 4.249×107 t 2012 可研

14 巴拉马石墨 – 钒矿
（Balama）

莫桑比克 沉积变质型 石墨矿物量 1.51×108 t， 
钒 2.7×106 t

2013 生产

15 克鲁里钾盐矿
（Colluli）

厄立特里亚 沉积型 氧化钾 1.15×108 t （储量） 2014 建设

16 多龙铜矿 中国 斑岩型 铜 1.349×107 t 2015 勘探

17 火烧云铅锌矿 中国 喷流沉积型 铅锌 1.8×107 t 2016 勘探

18 卡斯卡维尔铜金矿
（Cascabel）

厄瓜多尔 斑岩型 铜 1.09×107 t，金 720 t 2017 勘探

19 曼诺诺锂 – 锡 – 钽矿
（Manono）

刚果（金） 伟晶岩型 锂（Li2O）4.25×106 t， 
锡 2.2×105 t，钽 1.1×104 t

2017 勘探

20 哈马戈泰铜金矿
（Kharmagtai）

蒙古 斑岩型 铜 2.25×107 t，金 160 t 2017 预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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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投资连续 10 年增长，但是从 2013 年以后，世

界矿产开发投资连续 5 年下降（见图 2）。
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矿产勘查开发投资也

经历了一个典型的从繁荣到萎缩的过程。2000— 
2012 年，中国矿产勘查开发投资逐年增加，并在

2012 年达到高峰。其中矿产勘查投资从 195.7 亿元

增至 2012 年的 1296.8 亿元，增长 5.6 倍；采矿业

固定资产投资从 589.4 亿元增至 13 300.8 亿元，增

长 21.6 倍。但是，从 2012 年以后，中国矿产勘查

开发投入逐渐下降 [3]。
虽然世界矿产勘查开发投资总体上升，但占世

界经济比例还不高。以 2012 年为例，世界非燃料

固体矿产勘查投资为 215 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纪

录，但仅占当年世界 GDP 的 0.03%；矿山开发投

资为 7350 亿美元，仅占 1%。我国矿产勘查投资为

1296.8 亿元，仅占当年我国 GDP 的 0.2%（若不包

括油气和煤，则仅占 0.09%）。

四、矿产品消费总体上升，新能源新材料呈

现爆发式增长

2000 年以来，全球大宗矿产品消费量呈现总体

增长趋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矿产品消费的主要力

量（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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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1 世纪以来全球矿产开发投资变化趋势

表 2		21 世纪以来主要矿产品消费变化趋势

矿产品 单位
世界 中国

2000 年 2017 年 增幅 /% 2000 年 2017 年 增幅 /%
石油 ×108 t 35.8 44.7 24.9 2.2 6 172.7
天然气 ×1012 m3 2.4 3.7 54.2 0.0245 0.24 879.6
煤炭 ×108 t 47.3 74.7 57.9 13.6 36.5 168.4
粗钢 ×108 t 7.9 15.9 101.3 1.4 7.4 428.6
铜 ×104 t 1325 2349 77.3 193 1179 510.9
原铝 ×104 t 2531 5985 136.5 340 3500 929.4
铅 ×104 t 560 1100 96.4 66 474 618.2
锌 ×104 t 850 1420 67.1 150 700 366.7
镍 ×104 t 110 218.5 98.6 5.8 110 1796.6
锡 ×104 t 25 35 40.0 3.96 18.4 364.6
钨 ×104 t 3 9 200.0 1.1 5.37 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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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世界新能源新材料矿

产需求量大幅增长。2000—2017 年，碳酸锂的消费

量从 6.5×104 t 增至 2.4×105 t，增幅 2.7 倍。钴消

费量从 3×104 t 增至 1.13×105 t，增幅 2.8 倍。稀

土消费量从 7.9×104 t 增至 1.3×105 t，增幅 65%。

同样，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品消费也出现

大幅增长。2000—2017 年，中国碳酸锂消费量从

1×104 t 增至 1.25×105 t，增幅 12 倍，占同期全球

碳酸锂消费增量的 52%。

五、	矿业公司由大规模扩张转为资产重构，

投资更加谨慎

2000 年以来，全球矿业公司并购出现了一个从

快速增长→顶峰→缓慢下降的周期。2002 年，全球

矿业公司并购额为 50 亿美元，为近 20 年最低水平，

随后快速增长，到 2006 年达到 950 亿美元，创近

20 年最高纪录。随后开始快速回落。虽然在 2010
年曾回升至 500 亿美元，但是总体下降的趋势没有

改变，到 2017 年只有 150 亿美元（见图 3）。
在矿业繁荣时，矿业巨头进行了大规模扩张，

包括并购公司和矿山资产。但是，经过多年经营特

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矿业公司发现非核心资产非但

没有带来利润，反而造成了公司的大规模损失。为

此，矿业巨头开始剥离外围业务，更加注重于核

心业务。例如，2010 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

（BHP）与南非比利顿（Billiton）公司合并，成为

BHP Billiton 公司。但是， 2014 年，必和必拓公司

将原比利顿公司的资产拆分并成立一家新公司，即

现在的 South32 公司。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也是这样，

在矿业繁荣期间，该公司购买了西非的铁矿资产和

莫桑比克的煤矿资产，但是这两处资产因为各种原

因没有给公司带来现金流，反而造成了大规模减计。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显示，2008 年金融危机

以后，全球前 40 位矿业公司项目投资超过 1 万亿

美元，但是大约有 1/3 的投资失败。目前，矿业公

司投资更加谨慎，不再轻易做出投资决定。

21 世纪以来，中国矿业公司逐渐成为全球矿业

市场并购的重要力量。在秘鲁、刚果（金）、澳大

利亚、赞比亚、坦桑尼亚、几内亚、阿根廷、加拿

大等国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矿山资产，有成功的经验，

当然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有的矿山资产到现在还

处于纠纷之中。不管怎样，中国力量为全球矿业市

场带来了活力。

从行业看，在过去近 20 年中，非传统油气资

源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矿产成为并购的主要对象。安

永公司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未来矿业公司并购将

明显回升，特别是与新能源新材料相关的矿产，比

如电池金属矿产相关的并购将大幅增长。2019 年全

球矿业并购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并购额增长

的同时大规模并购将出现。

六、	矿产资源战略得到高度重视，矿业法律

政策总体趋紧

矿业超长周期繁荣，矿产品价格总体上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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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1 世纪以来全球矿业公司并购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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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等多方面因素都迫

使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矿产资源战略。

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为保证高技术产业所需能

源原材料供应，纷纷出台了关键矿产和战略矿产目

录。如美国在 2018 年出台了包括 35 种矿产（类）

在内的关键矿产目录，包括铀、铬、锰、钒、钛、铝、

镁、钴、钨、锡、锑、铋、铂族金属、铌、钽、铍、

锂、锶、铷、铯、锆、稀土金属、钪、锗、镓、铟、

铪、铼、碲、萤石、钾盐、重晶石、砷、石墨、氦。

欧盟 2017 年将关键矿产扩大到 27 种。2016 年，中

国公布了 24 种战略矿产目录（见表 3）。
巴西、印度、南非、刚果（金）等国家也研究

了战略性矿产，并制定了相应的税收政策。比如，

巴西将权利金计征基础从净收入调整为销售总收

入，并上调权利金比率。一些国家，比如刚果（金）

除了制定战略性矿产目录外，还提高了战略矿产

的权利金比率。赞比亚则将权利金比率（3%~9%）

普遍提高 1.5%，另外还将对贵重矿产（黄金和宝石）

新增一项税率为 15% 的出口税，铜和钴精矿加征

税率为 5% 的出口税。

面对世界石油市场不稳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

严重挑战，一些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开始致

力于经济的多元化，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发

矿业。比如，尼日利亚加强矿产勘查开发，重点投

资铝土矿、铅、锌和金矿项目；厄瓜多尔积极改善

矿业投资环境，吸引国外矿业投资，铜、金矿取得

重大进展，将成为重要的矿业国。

为加强环境保护，一些国家还出台了非常严厉

的环境保护措施，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比如萨

尔瓦多全面禁止金属矿开采，津巴布韦禁止开采并

已下令撤销水域附近的冲积矿床的全部许可证，智

利规定在高海拔地区的大型矿山项目开发将受到冰

川保护法的限制，秘鲁从 2014 年起实施的新的堪称

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将二氧化硫排放标准从

80 mg/m3 降至 20 mg/m3 等。一些重大项目开发受阻，

比如美国阿拉斯加的佩布尔铜金矿、智利的帕斯卡 –
拉玛铜金矿、罗马尼亚的罗西亚 – 蒙大拿金矿等。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矿

业必将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笔者认为，未来可能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值得重视和研究：①随

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矿产资源消费总体上升的

趋势不会变，矿物原材料的潜在功能将更多地被发

掘和应用；②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吸引资

本、产业、贸易的聚集，未来这一地区的矿业将成

为投资热点；③以供给多样化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将

使得矿业开发摆脱对传统电力供应的限制，太阳能、

风能等独立式电源将为偏远地区的矿业开发提供新

的解决方案；④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矿业带来新的革

命，一方面智能产业带来对新能源新材料矿产的爆

发式需求，另一方面将使得矿业勘查开发更方便、

更快捷、更安全，矿产勘查开发的触角将更深、更

远；⑤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更加紧密，

世界主要矿产资源国对资源的管控更严，政府、企

业和社区利益诉求冲突会更频繁。

表 3		主要关键矿产目录

矿产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
铬 √ √ √

钴 √ √ √ √

钨 √ √ √ √

锑 √ √ √ √

铂族金属 √ √ √

锂 √ √ √ √

铌 √ √ √

钽 √ √ √

稀土金属 √ √ √ √

铟 √ √ √

萤石 √ √ √

钾盐 √ √ √

注：* 中国为战略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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