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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层面，把好战略性资源出口和破坏性开发的尺度，用政策机制调控当前

不当的战略性资源经济行为，保障我们宝贵的战略资源不再遭到掠夺性破坏”——11月15日在京举行的

“第四届创新中国论坛”，以国家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建设为主题，观点犀利，见仁见智，对国家的矿产

资源保障体系建设问题，从国家战略的宏观设计到细分领域微观问题的处理，都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建

言。 

据介绍，由李政道先生与中国科学报社共同发起的创新中国论坛之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此次论

坛，是由刚刚成立的创新中国智库这一公益智囊组织执行的。在原有的基础上中国科学报社联合了中国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千人计划”专家

联谊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家科研、教育和社团机构，成立了创新中国智库。

该智库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除定期举办论坛外，通过整合多方资

源、集聚跨界人才，努力建设成新型智库平台。 

论坛上，专家们就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研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 

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建明谈到，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基本要求，突破单纯“找矿、买矿”的思路，全方位“开源节流”，只有如此，我国矿产资源安全保

障才能不断增强。第一，无论是开拓新型替代资源，还是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其核心

都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以创新技术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第二，不能孤立地去考察讨论资源短缺问题，而是把破解资源短缺的难题与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变危机为契机、变难题为动力，在建设创新型

社会的过程中找到破解矿产资源短缺难题的方法。第三，要抓住目前全球矿产品价格下滑这一机遇，加

紧实施战略储备，同时淘汰国内落后矿山产能、促进行业升级转型。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盐湖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说，盐湖并非普通资源，而

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现状：一是柴达木盐湖有用组分多，综合利用价值

巨大，但也存在着综合开发若干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目前盐湖多为单一产品开发，尚无在一个盐湖中

开发出多种产品的先例。二是，盐类资源总量巨大，近期钾锂等战略资源远景尚可扩大，但钾盐若强化

开发，其储量不足。三是盐湖不同产品销路差距悬殊。在我国，钾、锂、硼等供不应求，而镁氯平衡有

关的金属镁及原盐等产品，产量巨大，产能严重过剩。四是具有生态环境的制约与风险。同时，他也提

出了对策：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和盐湖资源管理。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有关部委联动，形成有行政执

法权的盐湖综合性管理部门。组织制定和全面监督盐湖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法规的落实。二是建立国家

盐湖综合研发创新中心和分中心，根据当地资源和经济地理条件，建立相应科研研发机构，并在经费上

予以倾斜。三是针对制约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重大科技瓶颈，设立国家柴达木盐湖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建立柴达木盐湖创新研发和培养、引进人才。四是加强盐湖资源勘查、基础研究和水盐调查监测，为实

现利用淡水和卤水资源提供科技依据支持。五是构建盐湖绿色化工产业基地，合理利用淡水资源，推动

盐湖综合利用、发展。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教授，就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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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策，谈了他尖锐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存在很大问题。一是国家对矿产资

源、尤其是对稀缺资源的储量心中无数。充分矿产资源的勘探调查，虽取得很大成绩，但对我国主要的

矿产资源究竟有多少，还是把握不大。二是矿产资源与经济发展规划脱节。矿产资源的规划我认为是碎

片化的，缺少整体化的规划。三是矿产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健全。他建议：一是矿

产资源保障要立足国内，加强勘探；而不能立足于进口，否则对资源进口形成依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非

常大的危险。第二个是要加强研发新的资源技术，开拓新型的替代资源，强化科技支撑的力度，提高矿

产资源利用的水平。三是要加强立法监管。我们虽然有《矿产资源法》，但用处不大、执行力度也不

够。因此矿产资源立法监督必须下力气。四是要充分利用财税杠杆，必须用差别的税率，鼓励矿产资源

开发技术的创新。 

中国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文胜，就构建铁矿资源保障体系、提升战略调控能力，谈了他

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国内铁矿石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外矿商趁势垄断市场，十年国际矿价上涨6倍，

国内钢铁全行业亏损。为支撑钢铁业发展，国内铁矿山经过不懈努力，为平抑进口矿价格发挥了积极作

用 。比如，鞍钢矿业集团的发展模式为例，总结其在解决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引领行业发展。受工

信部委托，牵头编制中国首个铁矿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系统解决行业战略定位、竞争力提升、优化布

局、政策保障等问题。牵头组建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承接恒业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引领行业发展。

但他也提出，构建国家铁矿资源保障体系 ，紧靠企业层面的能力远远不够，需要国家层面提高重视程

度，制定应对市场变化的战略和策略：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合理调控钢铁产能，提升国

产矿产量，实现矿钢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政策扶持，提升竞争能力。我国铁矿资源本来先天不足，但矿

企税费多达25种，占销售收入的20%~30%，而巴西和澳大利亚仅为4%~10%。国家应降低税费，提高国产矿

竞争力 。三是加强行业管理，发挥协同效应。培育大型矿业集团，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探

索建立矿钢联动机制，打造从资源勘探到钢材深加工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提高全产业链的战略调控能

力。四是推进海外并购，提高经营实力。当前铁矿石价格低迷既是挑战，也是出手海外并购的有利时

机。矿业巨头的垄断地位正是在上一轮矿业大熊市中通过大规模低价收购形成的。从长远发展考虑，应

鼓励中国企业抓住有利时机，低成本并购海外矿山，建立多元化供给模式。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高尚，阐释了中国主要矿产资源需求峰值和供

需格局。他认为，首先，未来十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需求将陆续达到峰值，面临资源需求的洪峰与产

业转型双重压力；我们国家在短期内矿产资源对外依存格局短期难以改变。第二，全球经济格局与资源

供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资源供需矛盾阶段性缓解，短期有机遇，长期仍有挑战。我们要抓住

这个战略机遇期，部署我国的全球资源战略。过去十年我们是逆势而上，现在我们有一定的机遇。他这

个重心是在全球资源需求和供应分离中间的市场的规则。第三是，资源领域将发生消费、供应、技术、

体制的重大变化。尤其是能源结构和能源调整，包括页岩气和新能源等等。四是市场的决定性，目前全

球供需矛盾缓解了，价格就会下降。 

他以钢铁为例，认为我国长三角和东部地区的钢铁需求已经越过顶峰，我们国家的平均的钢铁需求

已经刚刚到达顶峰，我们中西部还在S型曲线，最后向上爬一些。总体解决了我们国家的钢需求，我们在

5年前已经研究说在13~15年达到需求的峰顶。全球钢铁增速需求下降，铁矿石产能增长较快，将出现阶

段性供大于求，可能会持续十年。我们国家的铁矿石成本和主要的铁矿石生产供应商的成本之间是差异

很大的。所以，我们的铁矿石产业面临很大的考验。过去10年铁矿石价格暴涨，我们认为我们的钢铁行

业受到了极大的利润空间挤压。现在的铁矿石价格大降，按说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钢铁行业是有利的，

但是对我们的产业链会造成冲击。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对铁矿资源未雨绸缪。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邱霈恩教授谈到，要统筹处理六对关系，妥善开发战略资

源。第一是进口与出口。过去我们很穷，原始积累的外汇储备很重要一个渠道就是出口，包括各种战略

资源的出口，这种破坏性的经济行为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付了了惨重的代价。过去我国不重视战略资

源的储备。日本07年制订了一个战略资源储备的计划，他有14种战略资源作为他的储备对象。在战略资

源上，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出口变为进口，由出口为主变成以进口为主，出口为辅。第二是市场利益和安

全利益。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源开发利用常常不顾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

甚至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这样的利润就是通过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暴利，是不正当、

不妥当、起码是不科学的市场利益，实际是短期利益、短命利益，绝对不可持续。然而，这种情况却还

一直此起彼伏、大行其道；这实际是政策失控的结果。第三是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亟需从战略上对利

益与长远利益予以更切实的统筹处理和政策把握。要以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科学测算、合理调

控为基础，以充分保障战略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能大幅度升值为大局和底线，制定和实施战略资源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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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及相应的保障政策，确保国家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在此处无漏洞。第四是民生需要与国计需

要。二者本是相互兼顾、相辅相成的一对关系，但在战略资源开发利用上却也常常出现左差、矛盾甚至

冲突。在政策上和战略上一定要首先保证国计的需要，然后在国计需要的空间和便利下再来最大限度满

足民生需要。事实上，只有保证了国计需要，根本上才能保证民生需要。战略资源政策的把握一定要服

从这个大局。五是地方冲动与中央调控。在启动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时，一定要统筹处理好这一对政

策关系。既要充分照顾地方的实际困难和需要，予以政策倾斜，又要严把战略关，保护有限的战略资

源，谨防资源开发失控，确保国家战略资源管理和调控步步到位。六、市场价值与技术能力。战略资源

在市场条件下其价值常被低估，在市场波动下常难得到应有的价值实现，甚至还亏本。我们首先要把相

应的技术政策与技术把关措施尽快尽好地拿出来、跟上去，用强力政策控制住目前无法取得应有市场价

值的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好资源，等待有技术能力时再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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