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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地学合作研究新进展：

互利共赢，共谋发展

非洲大陆发育地球上最大的前寒武纪陆壳，拥有众多世界级矿田和成矿带，已探明的锰、铬、铂族、

钴、磷等矿产资源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铝土矿、金、镍等储量居世界前列，这些优势矿产资源主要分布

于中非铜钴成矿带等５０余个三级成矿带中，已发现的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约占全球２３％，未来仍有巨

大的找矿潜力。非洲大陆面积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包括５４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局势复杂，基础设施落

后，多数国家地质调查和勘查程度偏低，资源潜力情况尚不明确，制约了中非矿业投资合作。非洲至今

仍是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矿业是非洲多数国家的重要国民经济支柱之一，近１０年来利比亚、刚果（布）、

安哥拉、赤道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加蓬、阿尔及利亚、刚果（金）、博茨瓦纳、南苏丹、乍得、津巴布韦、赞比

亚等国家的矿业产值占其本国ＧＤＰ的平均比例分别为４４．９３％、４２．３２％、３８．９１％、２９．２７％、２９．２４％、

２５．１２％、２２．９６％、２２．４９％、１８．８９％、１８．３６％、１４．１９％、１２．５４％和１０．８４％，远高于全球平均占比

（６．９％）。非洲国家重视本国矿业开发利用，但多数国家缺乏完善的矿产勘查开发技术体系。我国地质

调查、勘查、采选等产业链前端技术居世界前列，终端炼化技术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可利用中非合作将遥

感矿化识别、云端物化探处理、稀散元素提取等关键技术推广应用。

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支撑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和服务“南南合作”，充分发挥

“非洲资源和市场、中国技术和资金”优势，聚焦《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积极

推动中国—非洲地学合作中心建设，中非双方加强能源、资源领域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对接能源、资源

发展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发挥各自优势，开展联合研究，提高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能力，推动地

学合作取得实效。同时，为非洲国家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及重点企业的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切实推

动合作国地学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其能源资源体系的管理能力。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对非洲地学合作

的区域分工，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和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大致以赤道为界，分别与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地区

国家开展国际地学合作项目，２０１９年分别设立“南部非洲国际合作地质调查”和“北部非洲国际合作地

质调查”工程。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满足了非洲主要资源国以矿业撬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诉

求；另一方面对促进中资企业境外可持续投资、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国

家外交经贸战略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１国际地学合作关系不断拓展

中非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连续十年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２０１８年在

非矿业投资占境外矿业总投资的７０％。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南非、赞比亚、苏丹、埃

塞俄比亚等１７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或项目合作协议２０余份。与非

洲联盟委员会和非洲国家地调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充分利用不同渠道合作经费，在地质调查、矿

产勘查、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科技攻关、地质信息服务、地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合作，拓宽了合作领

域。

２国际合作地质调查成果丰硕

开展了非洲主要成矿带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研究，编制了１∶５万～１∶１００万等不同比例尺的近

１００幅地质矿产与成矿规律系列图件，划分了成矿带（区），总结了成矿规律。与赞比亚、坦桑尼亚、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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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韦、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摩洛哥等国家合作开展了地质地球化学调查、资

源潜力评价等工作，对重点国家的铁、铜、钴、金、铂族及磷等优势矿产的资源潜力有了初步认识，覆盖非

洲大陆约１０％的陆地面积。

３进一步合作的数据和技术基础得以加强

积累了涵盖４５个非洲国家的地质矿产与矿业活动数据资料，其中地质矿产资料近６０００份、矿业项

目数据近３６００条、矿业权数据近５万条。境外地质调查工作先后为在赞比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摩洛哥、乍得等１２个国家从事矿业投资的７０余家中资企业提供了资源选区

勘查评价和现场技术服务，引导企业在赞比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乍得

等国家登记矿权超过２０处。利用“地质云”技术，开展了信息系统建设，初步建立了数据采集和信息服

务分节点。

４合作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经过３年多的建设运营，依托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和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分别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局

东部南部非洲地学合作研究中心和西非北非地学合作研究中心，在地质调查合作、矿产资源评价、地学

领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已经形成了近６０人规模的地质调查、援外培训、综合研究、信息

化等专业人才队伍，整体以优秀青年人才为主，覆盖了地质、矿产、环境、经济、政治等地质矿产调查和矿

业投资合作所需的专业方向。通过学历学位教育、短期培训和项目合作等方式，为近３０个非洲国家培

训地质矿产领域管理官员和技术人员３００余名，奠定了与非合作的人才基础。

天津地质调查中心联合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中

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河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等１０余家

单位出版《非洲国际合作地质调查》专辑，共收录２４篇论文，涉及基础地质、矿产资源和地球化学等研究

问题，这些论文为加强学术交流，促进中国—非洲地学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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