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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矿产的安全保障

历来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之一。关于战略性矿产

的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

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并不定期更新战略性矿产目

录。而我国对于战略性矿产的研究相对较晚，尚未

形成统一的内涵意义、评价体系和方法。为此，本

文在重新界定战略性矿产内涵基础上构建供应风

险-经济价值二维评价体系，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评价方法综合评价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战略性。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历来重视

重要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矿产的资源安全保障，

其采取的主要战略是，首先基于自身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提出战略性矿产内涵、外延，并构建评价体系

评价主要矿产资源战略性、明确类别及目录。之后，

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勘查、开发布局，保

障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另一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研发、提升相关开发和加工利用水平，占领技术

制高点；同时，建立有利于其资源供应的全球贸易

规则和制度。我国部分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但

总体来看，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存在一定分歧，

且战略性评价多集中在定性层面。鉴于此，本文在

重新界定战略性矿产内涵基础上，基于我国面临的

国内外环境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评价方法综合评价主要矿产资源的战略性。 

2  内涵的界定及研究样本的选取 

关于战略性矿产的内涵，陈毓川院士以及齐亚

彬、张新安、张迎新、王高尚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

行了界定。本文认为矿产资源的战略性具有时间

性、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影响性、关键领域不可替代

性，且存在供应短缺和供应风险等特征；即战略性

矿产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且中长期内存在供应风险、需求难以满足的

矿产以及应用于新兴产业和国防关键领域且不可

替代或替代性非常小的矿产资源；同时将其分为大

宗战略性矿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 

截止目前，我国已发现石油、天然气、煤炭、

铀、铁、铜、铝、金刚石、石墨等 172 种矿产。本

文首先根据基本剔除原则（见脚注 ）从 172 种矿

产中筛选出 65 种，之后重点选取铁、铜、铝、铅、

锌、锡、镍、钨、钼、锑、钛、锂、钽、铌、锆、

钒、铟、铋、锗、镓等 20 种矿产作为战略性评价

样本。 

3  评价体系和方法的构建 

3.1  供应风险—经济价值定量评价体系 

供应风—经济价值定量评价体系包含供应风

险、经济价值两个维度。其中供应风险维度分解为

储产比、对外依存度、中国外生产集中度等 3 个内

在影响因素和国内资源潜力、地缘政治、贸易通道

安全等外在影响因素；经济价值维度进一步分解为

终端消费结构、各消费领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

两个内在因素和技术进步、其它材料替代性等外在

因素。 

3.2  供应风险—经济价值定量评价方法 

据上述战略性矿产内涵以及评价体系，本文分

别对供应风险和经济价值构建了联立方程式的评

价方法。 

3.2.1  供应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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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R为供应风险指数，SRb为基准供应风

险指数，R/P 为储产比，ED 为对外依存度，HHI

为国外生产集中度，a1、a 2 、a 3„为外在因素影响

系数。 

3.2.2  经济价值评价 

 

 

 

其中，EI为经济重要性指数，As为某矿产在 S

产业中的消费占该矿产总消费量的比例，Ds为某矿

产在 S产业中的消费量，D为某矿产总消费量，Qs

为 S产业的增加值，GDP为国内生产总值，b1、b2 „

为外在因素影响系数。 

4  战略性评价结果 

4.1  供应风险评价 

供应风险评价的核心是储产比、对外依存度、

国外生产集中度等三项指标的计算，在此基础上综

合评估地缘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系数，之后相乘

并进行同倍数扩大、取对数等数学处理即可得到各

矿产的供应风险指数。结果表明，铁、铜、铝、锌、

镍、锆、锑、铌、锂等矿产存在较高的供应风险。 

4.2  战略性评价 

在分析总结出铁、铜、铝、锂等 20 种矿产终

端消费结构基础上，细分每个矿种各消费领域对应

的具体行业，计算其在各行业中的经济价值以及各

矿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或经济重要性。结果表

明铁、铝、铜、锌、镓、锂等矿产具有较高的经济

价值。 

4.3  供应风险—经济价值定量评价体系 

为综合反映研究样本的战略性，文章以经济重

要性为横轴、供应风险为纵轴划分出四个象限。其

中，第一象限意义为供应存在显著风险且经济重要

性较大，落入该象限的矿产即表示其具备战略性。

结果表明，铁、铜、铝、铅、锌、镍、锡、钛、锂、

钽、铌、铟、铋、锗、镓具有明显的战略性。其中，

铁、铜、铝、铅、锌、镍、锡等为大宗战略性矿产；

钛、锂、钽、铌、铟、铋、锗、镓等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矿产。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并结合当前矿产资源形势以及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最新勘查开发进展，本文提出如

下政策建议：第一，不定期动态提出或更新未来一

段时期我国战略性矿产名录，结合资源潜力、资源

禀赋等要素，提出下一阶段找矿主攻矿种方向以及

资源储备方向等；第二，继续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过程中，一方面继续铜、镍、铝、铅锌等大宗战

略性矿产勘查，另一方面加大锂、钽铌等能独立成

矿的新兴产业矿产找矿力度；第三，强化铟、锗等

难以独立成矿的新兴产业矿产的综合评价，完善综

合评价技术规范，增加相应投资力度，加强有关矿

产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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