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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已经成为世界上石油、煤炭、铁矿石、氧化铝、铜、水

泥等消耗量最大的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业经历了矿产品需求萎缩、价格跳水、企业亏损等不稳

定的阶段，使得国内较为紧张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也大幅度上升。本文在

“世界矿产勘查态势跟踪项目”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近几年矿产资源勘查动态，分析全球矿产勘查投

资的特点，为今后勘查企业更好的实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 

1  国际矿产勘查投资现状 

加拿大金属经济集团（MEG）对全球 1 846 个公司上万个有色金属投资项目进行了统计（图 1），结果

表明：全球有色金属勘查经费连续六年直线增加，并在 2008 年达到历史最高的 132 亿美元。受金融危机

和几乎所有矿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2009 年的国际矿产勘查投资仅为 77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42%，使得

约 25％的矿业公司破产或休眠。但从多伦多矿业股融资金额显示出回暖的迹象，交易显示自 2008 年 9 月

最低点的 4 千万加元，在 2009 年 2 月和 7 月交易量增长为 20 亿加元、2009 年末达到 60 亿加元，3 次矿

业股融资额的峰值，表明国际矿产品市场基本走出了困境。 

 

 
 

图 1 国际矿产勘探投资金额及金铜矿产品价格统计图（MEG 2009） 

 

2   国外矿产勘查新进展 

一些有经济实力的跨国矿业公司并没有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停止全球范围内的找矿工作。经统计，

2008 年初至 2010 年 3 月，全球（中国除外）新发现重要矿产资源 50 多处，包括金银、铂族元素等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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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地 17 处，铜铅锌等资源地 15 处，铁镍锡钼等矿床 11 处。初步分析表明：68%新发现于已有的成矿区

带中；28%新增资源是在已有矿床的深边部发现的。这些成果中，有 18%的新发现是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地

质勘探中验证发现，有 26%的新增资源量是通过进行有效的物化探方法后验证异常得到的。 

从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位置看，全球新发现的矿床在各大陆（除南极洲外）都有分布，但主要在特提

斯成矿带、环太平洋成矿带和非洲成矿带这三个重要的全球巨型成矿区带中集中产出。其中美洲、欧洲和

澳大利亚的新增资源量主要是对老矿区的外围和深部进一步勘探发现；而非洲和东南亚等地新矿床主要是

对新矿化区勘探发现，反映出这两个地区的矿产地质研究程度还相对较低，具有发现新矿大矿的潜力。 

3  “走出去”的机遇与风险 

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提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以来，中国矿业企业开始全面实施

“走出去”战略，取得积极进展。当前，金融危机对全球矿业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给中国矿业企业“走出

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全球投资并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总额减少了 30%，但国际矿业领域的投资

与并购却异常活跃。2008 年，国际矿业投资并购逾 2000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投资热点。其中中国对外

矿业投资达到 5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 

当前全球矿产勘查投资正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拉丁美洲等低风险矿业国家转移，占据全球投

资约 2/3 的份额。去年中国并购已经获得批准的主要有：中国铝业耗资 21 亿美元开发秘鲁托洛莫克铜矿；

五矿以 13.8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 OZ 矿业公司；宝钢以 2.86亿澳元收购阿奎拉公司 15%股权；中国广东

核电以 7000万澳元收购西澳洲 8 个铀矿项目；中铁物资集团以 1260 万澳元收购小型铁矿石企业 12%股权

等。 

对与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等中高风险国家，虽然勘查比重下降，但找矿成果丰富。这些地

区经济相对落后，地质勘查程度较低，虽然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但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必将是未来全球

能源的重要产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具有大量的铝土矿、钾盐矿、铁矿等资

源，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境外矿产勘查开发的首选国家。蒙古及中亚等国有丰富的金、铜、铬及铀

矿资源，与国内资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战略资源基地，有效保障中国资

源安全。中国与中亚诸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位中国进入中亚地区进行矿业投资提供了良

好的前提。 

拉美地区铜和贵金属资源位居世界前列，目前有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上海宝钢、中国五矿公司、中钢

集团、中石化、中信集团等国有企业在拉美有不同层面的投资项目，秘鲁巴西已成为中国矿业开发“走出

去”的重要目标国之一，中资在智利矿业投资现状具有良性上升趋势，中国地质调查局也已在阿根廷设立

了办事处，为中资企业提供矿业投资方面的咨询。 

目前中资企业涉足的非洲国家主要包括：南非、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几内亚、尼日利

亚等，这些国家虽然矿山资源依然丰富，但大部分具有社会治安、相关管理、土地权划分（部落）、基础

设施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安全和土地权不清问题是矿业投资者必须慎重考虑。

其次海外矿业投资还应注意汇率、人力资源与技术、劳资关系与成本等问题。 

4  结  论 

中国企业在施行“走出去”发展战略时，应该做好投资前的调研和可行性分析工作，选择适合企业和

中国国情的矿产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区的交通、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情况，

在确保境外国有资产和工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国际矿产勘查工作及项目并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