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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需立足国内、内外兼修 

张  权，薛春纪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83）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世界上 95%以上的一次能源、

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和 17%以上的消费品都来自矿产资源。当前中国矿业支

撑了近 90%的其他产业，矿业及矿产品加工业占全国 GDP 的 30%以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成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1  对中国当前矿产资源形势的认识 

中国矿产资源种类齐全总量较大，已探明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12%，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

俄罗斯。但是，13 亿的庞大人口基数又使得中国人均资源探明储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 58%，居世界第 53

位，铁、铜、铝等大宗性矿产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铁矿石的进口量从 2002的约 1.1150亿吨到 2009年的 6.2778亿吨，增长了 463%，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已经

从 2002年的 44%提高到如今的 62%。我们应当清晰的看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决定了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会持续强劲增长。有专家预测，到 2020 年中国

矿产品的需求量将是现在的两倍，而国内 45中主要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仅能满足需求的 1/3，目前中国 600

多座大型矿山中有 2/3 已经进入中、晚开采期，矿产后备资源的严重短缺将成为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瓶颈”。 

2  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破解“瓶颈”制约 

为了破解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我们既要立足国内勘查开采、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来

保障矿产资源供给，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来调剂余缺。 

2.1  加大西部地区矿产勘查力度，挖掘中、东部地区深部找矿潜力 

全球三大成矿域在中国都有分布，中国境内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然而矿产勘查整体程度较低，资源总

体探明程度只有 1/3 左右，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都有较大的资源潜力。其中，固体矿产在西部还有大量勘

查空白区或是工作程度很低，西部已发现的矿床仅占全国已发现矿床的 14%，应当加大西部地区矿产勘查

力度，在找地表矿、浅部矿的同时，对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深部做适当探索工作以拓展找矿空间。中国中、

东部地区虽然工作程度比较高，但勘查开采深度大多在 500 m以浅，与发达国家较普遍的 800～1 000 m、

最深达 4 000 m的勘查开发能力相比，相差甚远，深部找矿还有巨大潜力。所以，在中、东部地区应将矿

产勘查重点从地表找矿转向 500m 以深的“第二找矿空间”，同时突出老矿山深部、外围找矿，挖潜增储，

延长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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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再利用水平 

极端复杂的成矿地质条件造成中国共伴生矿产多，单一矿种少，在中国已经开发利用的 158种矿产中

有 87 种是共伴生矿。全国有色金属矿区中，有 85%以上是多元素综合型矿产，其中尤以铅锌矿床的伴共

生矿产最多，可达 50多种。中国银储量的 90%，金储量的 45%，铂族金属储量的 73%是以共伴生矿的形

式产出的，且绝大多数的稀散金属伴共生于有色金属矿床中。经概略统计，中国矿产资源的工业储量潜在

价值约为 92万亿元，而共伴生有益组分的潜在价值在 34万亿元左右，占总价值的 37%。尽管共伴生矿产

资源潜在价值巨大，但由于矿山企业的资金、技术及管理水平的参差不齐，造成中国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平均水平也有不小的差距。这不仅对中国提高资源保障程度和实现经

济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且很大程度上污染了当地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的基础理论研究，重点开展对矿山废石和尾矿的利用技术研究，使老尾矿中的有价元素或有用矿物实现再

回收。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勇于创新，注重将一些尖端科学技术引用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领域中来，同时

政府应当适时出台鼓励措施，鼓励矿山企业积极开展矿产的综合利用工作，并制定相关法律予以引导，最

终实现矿山企业的经营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2.3  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矿产对进口的依赖性较强，目前中国 90%的进口矿产是以贸易方式直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国

际贸易中矿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性迫使我们要逐步改变单一依靠贸易进口的状况，而应贯彻执行贸易与风

险勘查开发相结合的方针，采用多种方式利用国外矿产资源。对于世界上资源充足、分布广泛、保障程度

高、中国对外进口依赖性不大的矿产应该继续发挥贸易进口的比较优势，而对于中国短缺的重要矿产，要

加大国外风险勘查开发力度，建立国外矿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以获取国外矿产资源的稳定

供给。 

在实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时，应该选择地缘政治稳定、资源前景好、地质资料的可得性好、基础

设施好、政策透明、矿业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好、与中国资源禀赋互补性好的地区作为首选地区。当前我们

应当把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 

中国矿产资源“走出去”既要面对来自投资目标国的政治风险、法律政策风险、社会文化风险、治安

风险，又必须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风险和中国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风险，为此，企业应该充分评估来

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加强调研、做好论证，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及信息支持

力度，使中国“走出去”战略能够顺利、稳妥地实施。 

3  结 语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源资源需求快速持续

增长，能源资源的持续稳定供给事关中国经济安全，更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破解资源对中国经

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开源”与“节流”并重，一方面加强矿产勘查，另一方

面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同时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实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在更大空

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全方位、广渠道的可持续供应体系，提高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破解矿产资源对中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为中国能在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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