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2007 年第 57 期 

 

中国矿产资源存在着怎样的缺口？ 

——一个基本面的分析 
陈 志   金 碚   李 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矿产资源的发展对很多国家特别是现阶段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矿业

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直接或者间接促进了政府的收入，作为基础产业为制造业

等下游产业提供了原材料。然而，近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得目前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矿产资源严重短缺，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对矿产品的进口在快

速增长，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世界矿产品的价格在波动中有上扬的趋势。 
目前学界对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有较多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对中国的矿

产及矿产部门的产品和生产等诸多基本情况的基本面的分析，也是进一步研究资

源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起点。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我国目前的地质资源储量，第二部

分讨论我国需求情况，第三部分分析我国矿产资源的生产情况，第四部分分析我

国矿产资源的供求平衡及国际贸易。 

一、 矿产资源的可供性 

我国从总量上来看是世界矿产资源大国，截至 2004 年，已发现 171 种矿产

资源，探明资源储量的有 158 种，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等能源矿产 10 种；铁、

锰、铝、铜、铅、锌等金属矿产 54 种；石墨、磷、硫、钾盐等非金属矿产 91 种。

发现矿产地近 18000 处，其中大型矿产地 7000 余处。归纳而言，我国的矿产资

源具有以下特点： 
1、资源总量大，但是人均占有量低 
据统计，世界前十位国家 45 种主要矿产储量潜在价值比较，按矿产总值计，

中国排第 3 名，占世界矿产总值的 14.64%。 
表 1  主要矿产基础储量1

项       目 2004 

 石油 （万吨）           249097.9 

 天然气（亿立方米）      25292.6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源约束下的工业增长” （批准号 05＆ZD05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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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亿吨）            3373.4 

 铁矿（矿石，亿吨）      217.6 

 锰矿（矿石，万吨）      29658.5 

 铜矿（铜，万吨）        2929.0 

 铅矿（铅，万吨）        1314.7 

 锌矿（锌，万吨）        4151.5 

 铝土矿（矿石，万吨）    72069.0 

 金矿（金，吨）          2075.1 

 硫铁矿（矿石，万吨）    194987.9 

 磷矿（矿石，万吨）      389393.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5》 
 
从主要矿产的保有储量看，从 1978 年以来，基本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增长。

煤、铝土、锌、金、硫铁矿等增幅较大，这体现了我国地质勘探投入的提高。同

时可以看出煤、铁、锌、锰、金等已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一来这些矿产基本属于

开发利用程度比较高或者我国储量不占优势，二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其利用程度

和利用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表 2 我国主要矿产保有储量1

矿产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98 年 2001 年 
煤/亿吨 5960 6425 7692 9544 10076 10070 10033 
铁矿石/亿吨 420.6 437.6 496.41 501.17 462.32 458.89 457 
锰矿石/亿吨 3.91 3.97 4.79 5.82 5.53 5.37  
铝土矿石/亿吨 11.6 11.75 14.96 20.14 22.76 22.66  
铜/万吨 5040 5369 5874 6154 6273 6307  
铅/万吨 2208 2273 2807 3337 3530 3510  
锌/万吨 5296 5699 6920 8396 9256 9244  
金/吨 1325.1 1629 1998.6 3136.6 4265 4157  
硫铁矿石/亿吨 27.7 32.7 40 42.84 44.08 44.13  
磷矿石/亿吨 104.5 102.4 133.4 157.2 133.26 132.72 132 
资料来源：1978 年-1998 年数据来自《中国资源地理》，2001 年数据为中经网数据。 
 
与资源禀赋其他很多指标一样，由于我国人口的众多，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

不占优势，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58%，居世界第 53 位。 
 
2、各种矿产差异较大，重要矿产不具优势 
我国稀土、钨、钛、锡、钼、铌、菱镁矿、重晶石、石墨、滑石、芒硝、石

膏等，不仅探明储量可观，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前列，而且资源质量高，开发利用

条件好。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用量比较大的重要矿产，如铁、锰、铝、铜、锌、

硫、磷等，或为贫矿多，或为难选矿多，开发利用条件比较差。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超过世界人均拥有量的矿产资源只有中国资源

                                                        
1保有储量指一定时间内（截止报告日期）矿山所拥有的资源实际储量。计算时要考虑经地质勘探和其他调

查后，矿山（矿床、矿区）的累计探明储量因受新探明储量和已采量等影响而出现的增减等因素。其计算

公式为：报告期保有储量＝期初累计保有储量±本期因地质勘探、重新计算所造成的储量增减数－已采量－

地下损失量－其他损耗量。 



储量占传统优势的矿产，如钨、锡、锑、稀土、石墨、煤、菱镁矿等，而一些战

略性矿产如铁、金、铜、石油、天然气、铝土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 1 中国主要矿产储量世界地位 

 

 
资料来源：《中国资源地理》 
 
3、矿产资源多中小矿或贫矿，共生伴生现象普遍，可采程度差 
我国矿产资源中，一方面发现的矿产中中小型矿、贫矿、难选矿和综合矿多，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矿产勘查强调工程控制和地质可靠程度，忽视资源储量的经

济评价，使得我国查明资源的经济可采性不高。 
根据相关研究，我国除铀以外的 42 种主要固体矿产可采储量占查明资源总

量（包括已利用和未利用的）的比例平均仅为 20.6%。难以保证供应的铁、铬、

铜、铝、银等矿产的经济可采储量都在 20%~30%之间，而锰、铂、钾盐、钴等

则更在 20%以下。 
表 3 我国主要 5 种矿产贫矿比重 

矿产 单位 探明资源储量 富矿探明资源储量 贫矿所占比重% 
铁矿 矿石亿吨 576.62 10.85 98.1 
锰矿 矿石万吨 71167.6 3723.8 94.7 
铜矿 金属万吨 6708.73 2045.11 69.5 
金矿 金属吨 4414.24 1252.3 71.6 
磷矿 矿石亿吨 163.64 13.83 91.5 
铝土矿 矿石万吨 254540 3091.4 98.8 

资料来源：中国矿产联合会、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05） 
注：富铁矿品位 48%及以上；富锰矿品位 28%以上；富铜矿品位 1%以上，富磷矿

(P205)30%以上；富金矿每吨 6 克以上。 
 
4、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利用程度近十年不断上升，但是总体利用程度仍然不

高，近一半没有被利用 
根据国土资源部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加大，我



国资源利用程度有所上升，如铁矿从 36%上升到 45%。但是总体利用程度仍然

偏低，在 45 种主要矿产中，探明资源储量利用程度1在 70%以上的只有 19 种，

50%~70%的有 9 种，低于 50%的有 17 种。45 种主要矿产的探明资源储量利用程

度平均仅为 57.86%。 
特别是，在低于 50%的矿产中，很多都为我国供应缺口比较大的矿产，如铁、

铝土矿、煤、钛（24%）、金刚石（29%）。 
而那些利用程度高于 70%的矿产中，很多都是我国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矿

产，如钨、锡、锑、萤石等，这体现了我国在矿产资源规划中总体思路的欠缺和

争取利益最大化时的非理性。过度和无序的开发导致我国优势资源的地位岌岌可

危，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收益。 
 

表 4  2003 年我国主要矿产探明资源储量利用情况 
矿产 单位 已利用探明储量 探明资源储量总量 利用程度 
煤 亿吨 4619 10212 45.23 

石油 亿吨 22.36（剩余可采储量） 23.87（剩余可采储量） 93.67 
天然气 亿立方米 13909（剩余可采储量） 20861（剩余可采储量） 66.67 
铁矿 矿石亿吨 260 577 45.08 
锰矿 矿石万吨 52563 71167 73.85 
铜矿 铜万吨 3939 6709 58.71 
铝土矿 矿石亿吨 5.18 25.45 20.34 
铅矿 铅万吨 2538 3757 67.55 
锌矿 锌万吨 6935 9267 74.84 
镍矿 镍万吨 604 813 74.29 
钨矿 WO3 万吨 451 569 79.26 
锡矿 锡万吨 337 481 70.25 
硫铁矿 硫万吨 368306 519416 70.91 
磷矿 矿石亿吨 106 164 64.88 
钾盐 KCl 万吨 62331 86971 71.67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5、区域分布不均，但部分矿产前景广阔 
由于我国的地质条件差异很大，使得矿产分布明显具有地区差异，如煤炭储

量 90%集中于长江以北，而北方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更达到全国的 68%；

铁矿集中分布在辽宁、河北、四川、山西四省；磷矿高度集中在云南、贵州、四

川、湖北等省，占全国保有储量的 70%。 
另外，根据地质专家们经过研究，认为我国很多矿产还存在相当大的潜力，

特别是中西部的储量新增余地很大。其中，中部以能源、有色金属、贵金属为主，

体现在铜、铝、金、银等矿产的优势；西部则是铬、钒、钛、镍、铅、锌、磷、

芒硝等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考虑到西部地质勘探程度低，未来西部在能源、

贵金属、非金属矿等方面还拥有非常美好的前景。 

                                                        
1探明资源储量利用程度为已利用矿区探明资源储量与探明资源储量（总量）之比，它的高低取决于资源储

量的内外部条件、资源规划布局和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的因素。 



二、 矿产需求 

1、矿产、财富和关联 

    虽然矿产禀赋是不是“诅咒”目前还未见定论，但它无疑确实是人类的财富。

并且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的逐渐演变，矿产转化为财富

的途径和形式也越发显得丰富多彩。 
表 5  重要矿产品的主要用途 

矿

产

品 

当前一般用途 

铝 飞机零件、汽车零件（发动机、汽缸、散热器、传输装置等）、火车、海船、包装物、

建筑安装（门窗、排水、喷管、防侵蚀、引水槽、五金器具、遮篷等）、电器、医药

（防酸、止汗剂等）、水处理 
锑 合金、耐火材料、电池、塑胶、制陶、玻璃、红外线探测器、二极管、电缆防护、涂

料、药品 
硼

矿 
肥料、消毒剂、清洁剂、防冻剂、焊接、制陶、涂料、瓷釉、耐热玻璃、医药品、防

腐剂 
铬 电镀、合金、颜料、防腐蚀、玻璃和陶器、催化剂、氧化剂、制革、耐火材料 
煤 发电、炼钢、化工制造、液体燃料、塑料及化合物 
铜 建筑安装（电线、电缆、燃气管道等）、飞机制造（起落架、引擎、直升机）、汽车制

造（启动器、轴承、传动装置等）、机械及设备（工具、齿轮、涡轮等）、家具、工艺

品、服装、珠宝、艺术、乐器类、厨具等 
金 饰品、电子产品、医疗、珠宝、制笔、制表、卫浴用品、保值用途等 
铁 钢铁、合金 
铅 电池、电缆保护、焊接、辐射保护、石油抗爆物、铅管、军火 
锰 制钢、合金、电池、染料、焊接、农业、水处理、冶金、石油添加、氧化剂、催化剂、

密封剂、电路等 
磷

矿

肥料、清洁剂、食品饮料、饲料、水处理、造纸业、陶瓷、玻璃、纺织和合成纤维、

橡胶、医药、化妆品、石油生产和制品、建筑、杀虫、牙膏、采矿、皮革、染料等 
铀 核燃料、核武器、X 射线等 
锌 电镀、合金、电池、水净化、氧化锌（用途广泛，橡胶制品、医药、塑胶、纺织、电

器等）、硫化锌（电视屏幕、染料、荧光灯等） 
钾

盐

肥料、清洁剂、玻璃、陶器、化学染料、麻醉剂、食品 

汞 温度计、气压计、电子设备、电极、电池、氢氧化钠制造、照明、杀虫剂等 
镍 不锈钢、防侵蚀合金、涡轮、火箭发动机、电镀、催化剂、电池等 
钛 合金制造、飞机零件、汽车零件、染料、手表、船舶设备、造纸业等 
锡 马口铁、合金、焊接、化学制品、照明、挡风玻璃等 
硫 硫酸、军火、杀菌剂、橡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带下划线为国土资源部研究（2001）认为的 15 种支柱性矿产，

未列在上表中的为石油、天然气、硫铁矿、钠盐、石灰岩。 
 



由于矿产品的经济属性，矿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往往被认为是基础性产业。

为具体分析中国当今矿产部门的地位，了解其产业关联情况，我们利用 2002 年

投入产出表简单计算了各个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反映

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需求波及程

度。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

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 
截取矿产及相关产业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矿产及相关产业部门的影响力

系数普遍不高，特别是矿产采掘部门，而下游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

冶炼加工业也仅仅略高于 1；但是从感应度系数看，刚好相反，各个采掘部门的

指标值都相当的高，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更高居所有 42 个产业

的前两位，这更进一步说明这些产业受到社会需求影响的压力更大，如果不加以

统筹规划，往往会使得所谓“瓶颈”效应更加明显，成为“资源约束”短期效应

的明证。 
表 6  2002 年矿产及相关产业影响力及感应度 

产业 影响力系数 排名 感应度系数 排名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835837 34 1.347067 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691827 40 2.153738 1 
金属矿采选业 0.975729 23 2.140346 2 
非金属矿采选业 0.944697 26 1.194769 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73471 17 0.984372 22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74833 11 1.467899 4 

资料来源：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共 42 个产业。 

2、矿产的消费 

从近年的情况看，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矿产

和金属的消费者之一。以 2005 年的数据看，中国在许多重要矿产的消费方面已

经处于世界前两位。特别是被认为到 2020 年也难以保证供应的铁矿石的消费已

经占到世界的 35.71%，而消费比例超过 20%的矿产由高到低有煤、锡、锌、铅、

氧化铝、铝、铅、铜等。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除了铀以外，中国在所有战略性

矿产消费方面都超过了代表性国家1。 
虽然中国的矿产消费已经令人吃惊，但是中国的人均矿产（特别是金属）消

费仍然是比较低的，中国还存在着可观的消费潜力，因而我们有较大把握推测未

来二十年内中国的矿产消费仍然会居高不下。 
 

表 7  2005 主要国家矿产消费 
国家 

矿产 
澳 大

利亚 
加 拿

大 
中国 日本 韩国 俄 罗

斯 
美国 全世界 中国消费占

世界比例 

铝 
（千吨） 

380 803 7119 2276 1201 1020 6114 
31691.83 22.46%

氧化铝 
（千吨） 

3711 5644 15222 12 20 7112 4837 
62260.73 24.45%

                                                        
1 当然我们不应注意到中国在进口资源的在同时还在大量出口包含有资源的制成品。因而最终的居民消费

资源量可能会远低于表 7 中所列的资源消费量。这一问题有待将来进行专门研究。 



煤 
（百万吨） 

139 58 2179 178 84 238 1019 
5898.99 36.94%

铜（千吨） 158 290 3639 1229 853 792 2270 16706.41 21.78%
金（吨） 10 27 257 167 80 67 220 3283.747 7.83%
铁矿石 
（百万吨） 

11 10 473 132 44 87 56 
1324.493 35.71%

铅（千吨） 28 42 1916 291 383 80 1552 7725.191 24.80%
镍（千吨） 2 7 189 173 100 26 135 1242.634 15.21%
锡（千吨） 1 3 116 33 18 7 42 349.4475 33.20%
铀（吨） 0 2118 1594 9651 3551 4020 24765 78772.58 2.02%
锌（千吨） 239 175 3037 602 503 171 1077 10624.41 28.59%
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局（2007）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正如诸多有关中国增长方式的研究论证的那样，我国资源利用的节约水平还

不高。从消费弹性系数1看，近年来，我国资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度上升，已经

接近历史最高时期“一五”的水平。特别是从“七五”以来，几乎所有的主要矿

产的消费弹性都呈上升趋势，“九五”以来的上升甚至可以用“异乎寻常”来概

括。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向重化工业，消费者对住宅、汽车、电器、通讯

等需求日益增长，而此类产业往往影响力系数位居前列，这些都推动了中国矿产

资源的消费。 
图 2 “七五”以来六种矿产消费弹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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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弹性系数以及每单位 GDP 矿产消耗量近年来的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

我国消费利用矿产资源还比较粗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产业结构趋向重化

工业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具体见下表 8）。因而当我们进行国际比较时，

不应简单地将中国的单位 GDP 能耗及资源消耗量同发达国家对比。就像我们不

能简单的根据单位体重所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能耗）及蛋白质（资源消耗量）

来认为一个正处于发育期少年应该节食一样。中国较高的单位 GDP 能耗及资源

                                                        
1 消费弹性系数为资源消费量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值，是反映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指标。 



消耗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现阶段国际产

业分工的特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权衡发展与资源消耗及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客观地说，中国目前正在从更强调发展目标向发展和资源节约

及环境保护两者并重的工业化阶段过渡。经过一定时期，当我们的实力更强，

发展水平更高时，将进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目标更重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

正在以极大的努力争取为这一时期的尽快到来而奠定更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 
 
 
 

表 8  建国以来我国主要矿产品、相关能源和原材料消费弹性系数 
时期 能源 钢 铜 铝 铅 锌 硫酸 水泥 
“一五” 1.66 2.28 2.89 --- 3.52 4.21 2.85 0.69 
“二五” -18.39 -20.52 -32.06 --- -27.63 -17.47 -21.27 -10.45 
1963~1965 0.30 1.70 1.80 --- 1.33 1.53 2.10 3.01 
“三五” 1.24 1.44 2.12 --- 1.46 1.80 1.53 2.24 
“四五” 1.55 1.44 0.93 --- 0.04 0.01 1.88 2.01 
“五五” 0.88 1.19 1.10 --- 1.25 1.94 1.51 1.67 
“六五” 0.45 1.17 1.12 --- 0.38 1.25 -0.17 1.23 
“七五” 0.65 0.45 -0.37 -0.03 -0.06 0.19 1.53 0.84 
“八五” 0.49 1.21 0.94 1.58 1.20 0.92 0.70 1.62 
“九五” -0.05 0.94 1.09 1.69 1.60 1.20 0.73 0.67 
2001~2003 1.05 2.83 2.60 2.31 2.36 2.31 1.57 1.58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三、 矿产品生产及矿产部门 

1、枯竭和勘察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许多矿产已发现和可以被利用的储量急剧减少。如铁

矿，我国多数铁矿山已由山坡露天转为深凹露天开采，部分大型铁矿山已经进入

中老年期，资源面临枯竭。据有关研究，全国面临资源枯竭的矿山有 400 余座，

有色金属 66%的主力矿山进入中晚期，已关闭和即将关闭的矿山有 83 座，到 2010
年预计还要关闭 355 座，占矿山总数 46%，产能消失近 5000 万吨，占总产量的

35%；冶金矿山有 46 座面临资源枯竭，将丧失生产能力 3600 万吨；即使资源条

件较好的煤炭，到 2010 年前弥补报废矿井产能的精查储量缺口也高达 300 亿吨。 
然而，我国的资源勘查工作还存在种种不足。近年来，全国地勘费用在国家

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商业勘察虽然已经起步，但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商

业性地质勘查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在世界矿产勘查风险筹资市场，中国所

占的份额不足 1%；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矿产勘查所占比重不足 0.1%；在中国

商业性矿产勘查总投资中，引进的外资不足 2%。中国被国际矿业界认为是矿业

投资环境最差的国家之一。主要原因是风险勘察市场未开放，地质资料难共享，

探矿者不能有保障地取得法定优先的采矿权，对外国投资者诸多限制等等。 



2、矿产品的生产情况 

    矿产需求的强劲增长带动了我国矿产品的生产，我国在许多矿产品上的生产

已经名列世界前茅。就 2003 年的数据看，主要矿产品中，我国在煤、水泥、萤

石、稀土、铝、锑、镁、原钢、锡、钨、锌等 11 种金属和非金属产品的生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然而与此同时，铝、铁矿石等一些重要矿产却无法保证供应。 
表 9  2003 中国主要矿产品生产在全世界的地位 

矿产品 百分比（%） 世界排名

一、能源   
煤 45 1 

石油 4.7 6 
二、工业矿产品   

水泥 42 1 
萤石 55 1 
稀土 85 1 

三、金属   
铝 18 1 
锑 89 1 
铜 12 2 
金 8 4 
铅 18 2 
镁 45 1 
钼 24 3 
银 12 3 

原钢 23 1 
锡 32 1 
钨 83 1 
锌 22 1 

资料来源：USGS 
    从国别研究看，以 APEC 国家 2005 年的数据看，澳大利亚在氧化铝、金、

铜、铁矿石、镍、铀等诸多中国紧缺的矿产品的生产上都领先中国，这些矿产都

是中国极为需要的战略性矿产品；智利在铜的生产方面领先诸国；俄罗斯和美国

两个大国则在各项矿产的生产中比较均衡，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包含石油和天然气

的生产，否则俄罗斯的重要性将更加明显。 
表 10  2005 年中国以及 APEC 国家的矿业生产 

    矿产 

 

地区 

氧化铝 

（千吨） 

铝 

（千吨） 

矾土 

（千吨） 

煤 

（百万

吨） 

铜 

（千吨）

金 

（吨）

铁矿石

（百万

吨） 

铅 

（千吨）

镍 

（千吨） 

锡 

（千吨） 

铀 

（吨）

锌 

（千吨）

澳大利亚 17684 1903 65416 371 930 263 262 715 187 3 11222 1329 

加拿大 998 2894 0 65 595 119 28 79 198 0 13713 667 

智利 0 0 0 0 5321 40 8 1 0 0 0 29 

中国 7519 7806 20000 2226 651 224 198 1023 60 120 826 2525 

印度尼 0 252 2342 140 1064 167 0 0 150 120 0 0 



西亚 

墨西哥 0 0 0 10 429 31 12 134 0 0 0 476 

秘鲁 0 0 0 0 1010 208 8 319 0 42 0 1202 

菲律宾 0 0 0 3 16 32 0 0 22 0 0 2 

俄罗斯 2795 3647 6409 297 805 176 97 36 280 5 3921 186 

美国 4947 2480 221 1027 1140 262 55 434 0 0 1218 747 

APEC 

总计 
33957 19338 94390 4197 12157 1619 672 2744 898 298 30900 7295 

世界总计 60746  32017  188780  5878  15083 2518 1313 3298 1384  331  49282 10118 

中国产量 

占世界比

例 

12.38% 24.38% 10.59% 37.87% 4.32% 8.90% 15.09% 31.02% 4.34% 36.20% 1.68% 24.96%

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局报告（2007）有关数据整理。 
注：煤包括褐煤和黑煤；煤为 IEA 估计数字；金为 GFMS 黄金普查 2006 数据；铅和锌为国

际铅锌研究小组数字；镍为国际镍研究小组世界镍统计数字。 

3、矿产企业 

截至 2004 年底，我国拥有各类矿山企业近 12.5 万个，比 2003 年减少了 2
万个。平均来看，大中型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 7.03%。说明小型矿山产量还占有

很大比例，全国矿业产业集中度低。虽然近几年进行了治理整顿，关井压产，但

小型矿山的数量仍然很多，这在世界上较为独特。 
表 11   2004 年主要矿产企业规模情况 

矿种 
矿山企业

数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矿

大中型企

业占总数% 

总计 124982 4147 4636 45357 70842 7.03% 

煤炭 26397 247 431 8863 16856 2.57% 

铁矿 3763 49 107 1249 2358 4.15% 

锰矿 569 27 32 419 91 10.37% 

铬矿 24  3 14 7 12.50% 

钛矿 135 23 6 84 22 21.48% 

钒矿 31 2 5 20 4 22.58% 

铜矿 691 11 32 198 450 6.22% 

铅矿 914  4 140 770 0.44% 

锌矿 908 3 17 279 609 2.20% 

铝土矿 281 1 4 105 171 1.78% 

镍矿 42 2 2 19 19 9.52% 

钨矿 154  14 58 82 9.09% 

锡矿 182 2 7 54 119 4.95% 

汞矿 15   5 10 0.00% 

铂矿 1   1  0.00% 

金矿 1671 7 56 504 1104 3.77% 

银矿 62 4 3 30 25 11.29% 



轻稀土

矿 
107  15 39 53 14.02% 

菱镁矿 161 6 11 127 17 10.56% 

普通萤

石 
888 4 31 543 310 3.94% 

钾盐 15 6 4 5  66.67% 

硼矿 76 4 9 25 38 17.11% 

磷矿 420 9 26 291 94 8.33% 

金刚石 2 2    100.00% 

石墨 158 58 67 31 2 79.11% 

石棉 64 13  48 3 20.31% 

资料来源：《中国矿业年鉴 2005》 
 
从产量集中度上来看，我国只有铜矿的大型矿山的产量在全国占据其矿产量

的主导地位。根据国土资源部研究，全国只有铜、钨、钼、镍 4 个矿种的大中型

矿山的产量在全国占据其矿产产量的主导地位。 
表 12  2003 年我国 9 种矿产产量分布 

矿产 大中型产量比重

   % 
大型产量

% 
中型产量

% 
小型产量 
% 

煤炭 53.3 31.0 22.3 46.7 
铁矿 62.4 48.2 14.2 37.6 
铜矿 87.2 66.2 21.0 12.8 
铝矿 42.6 39.2 3.4 57.4 
铅矿 51.5 17.5 34.0 48.5 
锌矿 44.1 4.6 39.5 55.9 
钨矿 45.4 4.3 41.1 54.6 
锡矿 61.6 26.3 35.3 38.4 
磷矿 51.1 38.6 12.5 48.9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矿山统计年报》2003 
 
同时，我国的矿产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例如煤、铁、铅、锌等四种矿产的

CR10 都只有 20%左右，只有铜在 60%左右。在非常重要的铁矿石、煤、铜、镍、

铝、金等矿石和金属生产方面，中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世界前五。这些大的矿石

和金属生产商集中分布在澳大利亚、美国、巴西、加拿大、英国和法国，智利和

南非则在铜和金的生产上占据世界的制高点。 
我们认为中国矿业产业组织结构的特点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

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矿产资源多为中小储量矿区的地质条件所

决定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国际比较后就认为应采取关闭所有中小矿山

的方式来提高产业集中度。中国地质储量条件的特点决定了中小矿山将长期存

在。政府的政策应着眼于规范矿业的竞争秩序，在充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

础上，有效实施政府干预和管制，特别是将企业外部成本尽可能地内部化，从

而使大中小型企业均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公平竞争，同时，以积极

的态度促进和帮助中小型矿区能够达到符合较高标准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

平。 



 
表 13  重要矿物 2001 年世界排名前五的的矿石和金属生产商 

铁矿石 市场份额 煤 市场份额 铜 市 场

份额 
1.CVRD 
（巴西） 

15.5% 1.CIL 
（印度） 

17.6%  1.Codelco 
（智利） 

12.3%

2.Rio Tinto 
（英国） 

8.8% 2.Peabody 
（美国） 

5.0%  2.Phelps Dodge 
（美国） 

7.8% 

3.BHP Billiton 
（澳大利亚） 

6.2% 3. Rio Tinto 
（英国） 

4.7% 3. BHP Billiton 
（澳大利亚） 

7.0% 

4.Caemi 
（巴西） 

2.5%  4.BHP Billiton 
（澳大利亚） 

4.1%  4. Rio Tinto 
（英国） 

6.2% 

5.Kumba 
（南非） 

2.5%  5.RAG 
（德国） 

3.2% 5.Grupo 
（墨西哥） 

5.5% 

镍 市场份额 铝 市场份额 金 市 场

份额 
1.Norilsk 
（俄国） 

19.1% 1.Alcoa 
（美国） 

14.4%  1.AngloGold 
（南非） 

8.3% 

2.Inco 
（加拿大） 

12.2% 2.Alcan 
（加拿大） 

8.4%  2.Barrick 
（加拿大） 

7.6% 

3.Falconbridge 
（加拿大） 

7.8% 3.Russian 
Aluminium 
（俄国） 

7.3% 3. Newmont 
（美国） 

6.7% 

4. BHP Billiton 
（澳大利亚） 

5.9%  4.BHP Billiton 
（澳大利亚） 

4.0%  4. Gold Fields 
（南非） 

4.7% 

5.Eramet 
（法国） 

5.3%  5.Pechiney 
（法国） 

3.6% 5.Placer Dome 
（加拿大） 

3.4% 

资料来源：IIED 报告。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中国矿产资源年报》公布的资料，我国40 多种主

要矿产资源总体利用率不高，石油采收率仅29%，煤炭30%，其它固体矿产采、

选、冶总回收率平均只有42%。 
从采矿回采率1看，近十几年来煤炭和铁矿实际回采率低于行业标准和一般

设计规范，并且有下滑趋势；主要有色金属实际回采率则符合矿山设计要求，并

逐步提高，但优势钨矿和锡矿回采率近5年下降幅度很大；非金属矿产的情况则

稍好。这也表明我国矿山资源二次利用的潜力很大。 
表 14 我国主要矿产的采收率、采选回收率指标状况 

矿种 采矿回采率

（%） 
选矿回收率/选冶综

合回收率（%） 
采、选、冶综合 
回收率（%） 

铁矿 55 100 57 

                                                        
1采矿回采率：采出资源储量占可采资源储量的比重，并且还分为工作面回采率、采区回采率、阶段回采率

和全矿井回采率。 



锰矿 62 74 46 
铬铁矿 41 85 35 
铜矿 59 88 52 
铅矿 64 86 55 
锌矿 67 86 58 
铝土矿 77 50 38 
镍矿 86 77 66 
钨矿 49 79 39 
锡矿 45 67 30 
锑矿 57 85 48 
金矿 68 88 60 
银矿 64 85 54 
铂族 28 80 22 
稀土金属 96 70 67 
菱镁矿 54 100 54 
萤石 60 68 41 
耐火粘土 49 100 49 
硫铁矿 54 74 40 
磷矿 48 88 42 
钾盐 90 70 63 
硼矿 53 49 26 
钠盐 9 46 4 
水泥灰岩 76 85 65 
金刚石 74 81 60 
石棉 63 85 54 
滑石 58 70 41 

资料来源：中国矿业联合会、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05） 
注：选矿回收率：精矿中的有用部分（或金属）的数量占原矿中有用（或金属）数量的百分

比。 

四、 供需平衡及国际贸易 

1、供需平衡 

近年来，中国矿产品产量的迅速提高并未跟上高涨的需求，中国国内生产矿

产品并不能满足国内高涨的需求。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研究，到 2020 年中国

所需的 45 种主要矿产划可以基本划分为四类：可以保证；基本保证；短缺；严

重短缺。其中： 
可以保证的矿产有：煤、天然气、钨、钼、银、稀土、菱镁矿、萤石、耐

火粘土、磷、重晶石、水泥灰岩、玻璃硅质原料、石膏、高岭土、石材、硅藻土、

钠盐、芒硝、膨润土、石墨、石棉、滑石、硅灰石共 24 种； 
基本保证的矿产有：钛、硫 2 种； 
短缺的矿产有：石油、铀、铁、锰、铝土旷、锡、铅、镍、锑、金 10 种； 



严重短缺的矿产有：铬、铜、锌、钴、铂族元素、锶、钾、硼、金刚石 9
种。 

就目前掌握的研究资料来说，可能在判断严重短缺和短缺的矿产类别方面有

些较小的差别，但是对短缺的矿产品的判断几乎一致。 
 

表 15  主要矿产 2010 年、2020 年供需预测 
2010 年 2020 年 矿产品 

供应能力 需求 缺口 供应能力 需求 缺口 
煤（亿吨） 16.00 18.25 2.25 18.00 21.05 3.05 

石油（亿吨） 1.75 3.00 1.25 1.71 4.25 2.54 
天然气（亿立方米） 1349 1100 -249 1650 1800 150 
铁（矿石亿吨） 2.20 5.29 3.09 2.40 5.34 2.94 
锰（矿石万吨） 350 925 575 350 935 585 
铬（矿石万吨） 20 290 270 10 440 430 
铜（金属万吨） 112 337 225 137 445 308 
铅（金属万吨） 107 85 -22 112 110 -2 
锌（金属万吨） 179 190 11 202 245 43 
铝（金属万吨） 354 800 446 405 1200 795 
镍（金属万吨） 5.29 8 2.71 5.97 12 6.03 
硫（S235%万吨） 1970 2590 620 2120 3050 930 
磷（矿石万吨） 3810 3810 0 4580 4580 0 
钾（KCl 万吨） 212 1214 1002 213 1717 1504 

资料来源：中国矿业联合会 

2、进口情况 

讨论矿产的可得性如果局限在一国市场的范围内，那么各种各样的替代和技

术进步就会起作用，但是当今世界市场的融合使得这个概念必须放在全球的背景

下。因此关于矿产品供需必须考虑国际贸易。 
过去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矿产品的进口大国，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虽然我们也是铁矿石的生产大国。中国对铁矿石的进口从 1990 年的 1400 万吨上

升到 2005 年的 27500 万吨，同时中国对精炼铜和镍的进口量也非常巨大。 
    从 2004 年进口额的结构看，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钢铁、有色金属三项的

总和占全部矿产品进口额的比重已经达到 52.6%，另外非金属矿物制品也达到了

4.0%，我国的磷肥和钾肥仍然很稀缺，需要大量进口。 
表 16  2004 我国矿产品进口额结构 

矿产品 进口额（亿美元） 占全部矿产品进口额的比重（%） 
石油及其产品 445.1 37.2 

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 252.1 21.1 
钢铁 233.9 19.6 

有色金属 141.9 11.9 
非金属矿物制品 48.0 4.0 
天然气及人造气 24.2 2.0 

制成肥料（磷肥钾肥） 22.8 1.9 



天然肥料及矿物 18.0 1.5 
煤炭、焦炭及煤砖 9.0 0.8 

合计 1195.0 100.0 
资料来源：马建明（2005） 

2004年我国重要短缺矿产品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继续提高。石油达到

45.2% ,铁矿石55% ,铜金属70% ,氧化铝45%；钾盐由于国内产量的增长其依赖程

度呈下降趋势,但仍然高达77%。近年来，我国石油、铁矿石、铜金属等对进口的

依赖程度呈逐年增加趋势,尤其是石油和铁矿石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加更快。 
 

图 3 2004 年我国部分矿产品消费依赖度 

2004主要短缺产品消费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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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马建明（2005） 

中国进口量和依赖度的增加使得世界矿产价格可能在波动中上扬，据澳大利

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局 2006 年底发表的一份报告预计，由于全球对矿产的需求强

劲而矿产供给增长缓慢，铁矿石等矿产价格将会继续上升。这份报告对今年 7 月

1 日开始的澳大利亚 2006 至 2007 财政年度里初级产品价格的走势和澳初级产品

出口前景进行了预测。报告预计，在澳本财政年度里，铁矿石、黄金、铝、镍、

铜以及锌等的价格将会继续上升。 

 

五、 结论 

 
本文对我国矿产资源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本文通过如图 4 所示的研究

框架进行了分析。 
 

图 4 矿产资源状况分析框架 



 
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结论: 
1) 中国主要矿产品的人均地质储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 中国主要矿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满足国内矿产品的需要；  
3) 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对矿产资源的需要量还会有较大程度的增长； 
4) 充分利用国际矿产品市场是平衡矿产供求矛盾的主要手段 
 

由于本文主要是对目前矿产品供求现状的分析（即短期分析），因而没有涉

及价格机制在平衡矿产品供求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价格机制可能是矿产品长

期供求平衡的最重要的手段。但由于价格机制在矿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时间较

长，因而本文没有考虑价格机制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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