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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资源类型与供需趋势分析 

作者: 郎一环 王礼茂  

短缺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和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因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而产生明显缺口的资源。按照短缺资源的分类，中国战略

性短缺资源主要有石油、耕地和淡水，三者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中国非战略性短缺资源主要有森

林、富铁矿、铬铁矿、铜矿和钾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继续增长，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上述各种短缺资源的短缺数量

增加，短缺程度趋于加剧。解决中国短缺资源的供需矛盾，需要从多种途径综合考虑：①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缺；

②建立战略资源储备体系，应付突发危机；③节约、替代和综合利用降低资源消耗；④强化资源保护，提高资源再生能力；⑤依靠科

技进步，寻求解决短缺资源的新途径。�   

短缺资源类型与供需趋势分析郎一环，王礼茂（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短缺资源是指在一

定时空范围和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因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而产生明显缺口的资源。按照短缺资源的分类，中国战略性短缺资源主要有

石油、耕地和淡水，三者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中国非战略性短缺资源主要有森林、富铁矿、铬铁

矿、铜矿和钾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继续增长，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上述各种短缺资源的短缺数量增加，短缺程度趋

于加剧。解决中国短缺资源的供需矛盾，需要从多种途径综合考虑：①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缺；②建立战略资源储

备体系，应付突发危机；③节约、替代和综合利用降低资源消耗；④强化资源保护，提高资源再生能力；⑤依靠科技进步，寻求解决

短缺资源的新途径。关 键 词：短缺资源；类型；供需趋势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３０

３７（２００２）０４－０４０９－０６ 中国正处于人口继续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需求旺盛的发展时期。目前，国内各种资

源的禀赋、优劣已基本清楚，但需要加强资源供需态势分析和安全保障体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内短缺资源类型、数量、潜力及供需

趋势的研究，以便更积极、主动、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１ 短缺资源的涵义与类型划分１．１ 短缺资源的定

义 短缺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和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因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而产生明显缺口的资源。关于划分短缺资源，衡量短

缺程度，尚无现成的指标和标准，初步研究认为，不能用单项指标和一个简单的数量界限划分短缺资源和非短缺资源，而应该用多项

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界定并研究其短缺程度。如果在国家层次上研究某种短缺资源，需要用资源全球占有率（国内资源总量／世界资

源总量）、国内外人均资源占有比（国内人均资源量／世界人均资源量）、国内外资源价格比（国内资源价格／国外资源价格）、资

源对外依存度（资源净进口量／资源国内消费量）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其中，资源对外依存度为最重要的指标。以石油为例，我国石

油资源量占全世界石油资源量的将近５％，人均石油资源量为世界人均量的１０．７％，原油价格比国际价低２０％左右（２０００

年与国际油价接轨之前），对外依存度为３０％。与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相比，尚属于短缺资源。又如中国的耕地占

世界的７％，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量的３２％，目前国内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７％～１０％，粮食对外依存度为５％，也属于短

缺资源。由于耕地、淡水和森林等可更新资源的生产能力有较大弹性空间，因此，其对外依存度也具有很大弹性，不能与石油等非再

生资源同等看待。 资源需求量的大小及其增长的快慢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和速度有关，与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有关。因此，

短缺与否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资源的短缺状况和短缺程度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价格有关。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上，资源需求量大于供

给量，即显现出资源短缺；资源需求量与供给量的差额，反映资源短缺的程度。 由于资源短缺状况和短缺程度与价格有关，因此与形

成价格的机制有关。在国内外市场分割的环境下，有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价格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具有刚性价格的许多自然资

源，以远低于其价值进行交换，出现过度利用，造成长期短缺。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特别是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资源价格是

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能较好地反映资源供销状况，虽然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而可能出现资源短缺，但是短缺现象有一定弹性，一般情

况下持续时间较短。１． ２ 短缺资源的分类 由于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而广阔，人们对其认识在不断深化，因此，至今没有一

个完善的资源分类体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短缺资源，是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遵循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对短缺资源进行分类：①

从短缺资源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划分为：战略性短缺资源和非战略性短缺资源；②从短缺资源的空间范围划分为：

全球性短缺资源、国家性短缺资源和地区性短缺资源；③根据短缺程度划分为：长期性短缺资源、中期性短缺资源和短期性短缺资

源；④根据短缺资源的可替代特性划分为：易替代性短缺资源、难替代性短缺资源和不可替代性短缺资源；⑤按资源及资源性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贸易特性划分为：可交易的短缺资源和不可交易的短缺资源。本文主要从国家层次上讨论中长期短缺资源。２ 中国短缺资



源类型及概况２．１ 战略性短缺资源２．１．１ 耕地 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土地详查资料，中国耕地面积为１．３

０×１０８ ｈｍ２（未包括台、港、澳）。中国人均耕地面积０．１０２ ｈｍ２，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只比日本、埃及、

荷兰、以色列稍多，中国耕地资源中质量好的一等地约占４０％，中下等耕地和有限制的耕地占６０％。耕地面积较最多时为１．１

８×１０８ ｈｍ２（１９５７年），现减少１９．５％，人均耕地面积亦较１９５７年的０．１９ ｈｍ２减少６０％ 据估计，目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１９０×１０４ ｋｍ２，约占国土面积的１／５，其中耕地流失面积０．４×１０８ ｈｍ２，占现有耕地的１

／３ ２．１．２ 淡水 中国水资源总量为２．８×１０１２ ｍ３，平均产水模数２９．４６×１０４ ｍ３／ｋｍ２，人均占有量

２ ６３２ ｍ３ 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排在世界的１０９位；单位耕地面积占有水量只相当于世界各国平均

数的１／２ 。 中国是耗水大国，年取水量已超过０．５×１０１２ ｍ３，约占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的１８％，是目前世界水资源平

均利用程度的２．６倍。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有关部门对占世界人口９８．８３％的１５３个国家的水资源进行分析，有５３个国家或

地区缺水，中国处于世界上最贫水的１３个国家之列 目前，全国６４０个城市中有３００多个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１０８个，农

村有８ ０００×１０４人饮水困难。２．１．３ 石油 建国前中国曾被称为贫油国，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１９６３年实现石油自

给，摘掉贫油国的帽子，曾一度出口石油。但是由于是人口大国，又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愈来愈大，到１９

９３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从总体来看，中国仍然是石油资源短缺的国家。１９９４年底，全国１５２个盆地和地区的第二次油

气资源评价结果显示，全国总油气当量为１ ３２０×１０８ ｔ，油气当量比为１∶０．４。预测全国石油资源量９４０×１０８ 

ｔ，最终可采储量为１５０×１０８ ｔ，天然气３８×１０１２ ｍ３；最终可采储量为１４×１０１２ ｍ３。其中陆地资源量为：

石油８９０×１０８ ｔ，天然气３０×１０１２ ｍ３。截至１９９４年探明储量：石油３３×１０８ ｔ，天然气１．７×１０１

２ ｍ３；人均量分别是３ ｔ和１ ４１７ ｍ３；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１０．７％和５％ １９９９年生产原油１．６×１０８ ｔ，

进口原油３ ６６１×１０４ ｔ，进口成品油２ ０８２×１０４ｔ ２０００年进口原油超过６ ０００×１０４ ｔ??进口成品油超

过２ ０００×１０４ ｔ。２．２ 非战略性短缺资源２．２．１ 森林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国土开发利用较早，原始森林绝

大部分已经消失。建国以来虽然营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工林，但仍然是森林资源短缺的国家之一。中国现有森林面积１３３．７×１

０４ ｋｍ２，占全球森林面积的３．９％，居世界第五位，森林覆盖率为１４％，人均森林面积１ ０７８ ｍ２，居世界１１９位，

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１８％。中国森林蓄积量１０１×１０８ ｍ３，占世界总量的２．５５％，居世界第八位，人均蓄积量８．１ 

ｍ３，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１１％ 无论从生态需求或木材需求看，中国森林均属于短缺资源。２．２．２ 富铁矿 中国铁矿探明储量

约５００×１０８ ｔ，占世界铁矿总量的１０％多，探明铁矿的平均品位约３４％，大多为易采、易选的贫矿，约占总储量的９

４％。富矿资源很少， 仅占５．７％。１９９９年中国生产生铁１．２５×１０８ ｔ，钢１．２４×１０８ ｔ，铁矿石２．３７×

１０８ ｔ；进口铁矿石５ ５２７×１０４ ｔ（１９９６年为４ ３８７×１０４ ｔ，１９９７年为５ ５１１×１０４ ｔ，１９９

８年为５１７７×１０４ ｔ）；进口矿石均为富铁矿石。２０００年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２．４×１０８ ｔ 进口铁矿石６ ９９７

×１０４ ｔ，用进口矿生产的生铁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１／３ ２．２．３ 铬铁矿 中国的铬铁矿储量仅１ ０９５×１０４ ｔ １９

９５年保有储量 仅占世界储量的０．３％，其中冶金用富矿石保有储量为５９６×１０４ ｔ，主要分布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

肃等。其中分布在高原缺氧的西藏储量占总储量的３９％，占富矿储量的７３％。本来国内资源就不足，加之西藏高原缺氧，气候恶

劣，交通不便，矿山建设和开采条件极差，限制了国内铬铁矿的开发利用。因此，铬铁矿是我国非常短缺的矿种之一。中国铬铁矿１

９９５年产量１９．８×１０４ ｔ，消费量是７２×１０４ ｔ，不足部分全靠进口解决。１９９５年中国进口铬铁矿砂１３８．１

×１０４ ｔ，进口来源主要有印度 ４４．７×１０４ ｔ 、土耳其 ２７．６×１０４ ｔ 、伊朗 ２５．７×１０４ ｔ 、南非 ２

３．７×１０４ ｔ 、阿联酋 ３．６×１０４ ｔ 等１０多个国家 １０、１１ 。２．２．４ 铜矿 截至１９９５年底，中国铜矿保

有储量６ ２８７×１０４ ｔ，其中品位较高、铜金属大于１％的有２ ２２３×１０４ ｔ，不仅资源不足，储量少，品位低 国有铜

矿的平均品位为０．６７％ ，而且难选的氧化铜矿占相当大比重。虽有像西藏昌都地区玉龙铜矿、新疆的阿舍勒铜矿、四川九龙李伍

铜矿等，但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差，近期内难以大规模开采。截至１９９５年底，累计中国铜的消费量

为１ ７８８×１０４ ｔ，而铜的生产量为１ １７０×１０４ ｔ，对外依存度约为３５％。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平均每年消费

铜９２．３×１０４ｔ，生产铜７０．９×１０４ ｔ，对外依存度为２３％。１９９８年净进口铜矿（材）１８１×１０４ ｔ。１

９９９年中国进口铜矿砂１２５×１０４ ｔ，铜及铜合金５４．８×１０４ ｔ，铜材６３．２×１０４ ｔ 。２．２．５ 钾盐 中

国的钾盐资源不仅数量少，而且品位低，全国储量为４．５７×１０８ｔ，其中青海储量为４．４３×１０８ｔ（１９９５年），占

９６．９％；察尔汗盐湖液态钾矿品位为０．６３％～１．９％ Ｋ２Ｏ，固态矿品位为３．７９％～５．０６％ Ｋ２Ｏ 。云南勐野

井钾盐矿平均品位为５．５６％ Ｋ２Ｏ。据有关资料，国外钾盐矿床平均品位多大于１０％ Ｋ２Ｏ ，通常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高者可达３５％Ｋ２Ｏ。由于我国可直接利用??能溶于水??的钾矿资源短缺，钾肥工业起步较晚，现有钾肥能力约４０×１０４ ｔ／

年。 １９９７年产量超过２０×１０４ ｔ，远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主要依靠进口解决。１９９７年我国进口钾肥５８５×１０４ 

ｔ 实物量 ，其中氯化钾４６３×１０４ ｔ、硫酸钾６２．８×１０４ ｔ 均为实物量 ３ 中国短缺资源供需态势分析３．１ 战略

性短缺资源的供需分析３．１．１ 耕地 随着人口及非农业用地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还将继续减少，预计２０２０年人均耕地将由

目前的０．１０２ ｈｍ２减少到０．０８ ｈｍ２。中国２０００年粮食总产量为４．６２５×１０８ ｔ，人均３６７ｋｇ，预计２

０２０年人口将达到１５×１０８人，如果人均粮食占有量为４５０ ｋｇ，粮食总产量需达到６．７５×１０８ ｔ ??１??，耕地不

足与粮食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局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中国土地详查资料，以耕地面积１３ ００４×１０４ ｈ

ｍ２（未包括台、港、澳地区，下同）和垦殖指数１３．５％计算，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工

业建设占地规模将不断扩大，包括交通、能源、水利、原材料等产业基础设施用地数量均会增加。预计２０３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峰



值１５．３×１０８人，届时城镇人口将达到８．９×１０８人，城市化水平为５５％。根据中国耕地资源紧缺的国情，虽然在工业

化城镇扩展中尽可能少占耕地，估计仍将占用耕地１６０×１０４ ｈｍ２以上，加上其他使耕地减少的因素，估计到２０３０年耕地

将减少９７５×１０４ ｈｍ２。从现在起到２０３０年，由于垦荒、土地整理、复垦等因素，使土地增加４４５×１０４ ｈｍ２，

减、增相抵消，净减少５３０×１０４ ｈｍ２。即到２０３０年中国耕地面积是１２ ４７４×１０４ ｈｍ２（１８．７１亿

亩），人均占有耕地０．０８１ ５３ ｈｍ２（１．２２亩／人）。许多专家研究认为，根据中热量、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营养模

式，人均粮食大致维持在４６０～４７０ｋｇ之间，中国土地能够养活人口数量为１５．７１×１０８～１６．０５×１０８人 当

然，如果对土地和其它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人口承载力会大大提高 ３．１．２ 淡水 随着中国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量的增

加，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也将更加突出。其中农业用水量所占比例最大，节水潜力也最大。根据刘昌明等水利专家预测，中国２１世纪

上半叶用水量分别是：２０００年为５ ７００×１０８ ｍ３，２０１０年为５ ８５０×１０８ ｍ３，２０３０年约为７ ００

０×１０８ ｍ３，２０５０年将超过８ ３００×１０８ ｍ３。到２０５０年，总需水量为８ ３２３×１０８ ｍ３ ，占全国水

资源总量的２５％左右，在下世纪总供水量中，地下水增加的潜力不大，已开采量达可开采量的８５％??３??，因此，所增加的大于

２ ０００×１０８ ｍ３的供水量中，主要依靠地表水，可见难度是很大的。在全国水资源预测时，在新增加的２０００×１０８ 

ｍ３供水量中，应充分考虑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的地区差异。如：在黄、淮河流域片，其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２ １２５．６

×１０８ ｍ３，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７．５％，而１９９３年人口为４．０７×１０８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３４．９％，工业总产

值为１５ ９４０×１０８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３３．３５％。在这样的地区，水资源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非常明

显。如果在２１世纪中叶前，该地区人口、工业及其需水量按全国同等速度增长，届时将超过当地的水资源承载能力。３．１．３ 石

油 建国５０年来，中国的石油产业从无到有，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截至１９９８年，累计为国家生产原油３３．５

×１０８ ｔ，天然气３ ９１０．５×１０８ ｍ３；总计出口原油４．６×１０８ ｔ，成品油１．２×１０８ ｔ，创汇８５１×

１０８美元。１９９８年原油年产量达１．６×１０８ ｔ，天然气年产量达到２２２．８×１０８ ｍ３??９??，分别居世界第５位

和第１８位。中国目前已成为年产原油１．６×１０８ ｔ以上的世界产油大国。 中国原油生产在经过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高速发

展之后，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产量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其特征是全国油田的主体进入高含水采油阶段（油田综合含水超过６

０％）。陆上石油生产数量不足，品位下降。我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逐年增加，９０年代平均以每年６．３％的速度上升，而同期石

油产量仅以每年２％的速度增长，石油消费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产量的增长速度 从１９９３年起，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进口量

达９００×１０４ ｔ 近１０年来进口量愈来愈大。未来１５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７％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４％左右

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２％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 预计２００５年原油需

求量约为２．４５×１０８ ｔ。据国内外众多机构的预测，如果没有大的石油发现和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中国在２０１０年前后的

产量很难超过２．０×１０８ｔ。这样，就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的需求预测值２．７×１０８～２．９×１０８ ｔ和３．５×

１０８ ｔ形成很大反差，需要从国外取得１×１０８～２×１０８ｔ石油 对外依存度将达到３０％～４３％，石油安全面临的挑战

将十分严峻。３．２ 非战略性短缺资源３．２．１ 森林 虽然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年年都在扩大，但是中国的森林资源仍不能满足生存

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据分析，为免除自然灾害对各地区的侵袭，中国森林面积需从目前的１．３４×１０８ ｈｍ２增加到３．１

３×１０８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１４％增加到３２．６４％；要达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３０年时间。根据林产品生产对森

林面积的需求，中国木材生产需乔木２．８６×１０８ ｈｍ２，森林蓄积量达３１５×１０８ ｍ３，而中国现有用材林仅为需求量

的２８．０％；如扣除不宜开发面积，仅占需求量的２６．０％。此外，中国现有薪炭林也只有需求量的１／３ ３．２．２ 富铁矿 

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中国钢产量一直在１×１０８ｔ以上。预测２００５年我国钢材表观消费总量达１．４ ×１０８ｔ以上 而钢产

量为１．５ ×１０８ ｔ，２０１０年为２．０ ×１０８ｔ，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富铁矿的需求量分别是８ ４００ ×１０４ 

ｔ和１．１ ×１０８ ｔ，全部需要进口。３．２．３ 铜矿 铜矿是多年来一直列入我国矿产资源中的急需紧缺矿种，随着钢铁工业

的发展，对铜的需求量较大，如果钢和铜产量按１∶０．０１５计，我国铜的产量应达到１７３ ×１０４ ｔ，而目前铜的实际产量

只有１１１×１０４ ｔ １９９８年 还有较大差距。据有关部门对我国钢产量的预测，２００５年为１．５×１０８ ｔ，２０１０

年为２．０×１０８ ｔ。届时铜的消费量是：２００５年为２２５×１０４ ｔ，２０１０年为３００×１０４ ｔ；而国内可达到的

产量２００５年为１７０×１０４ ｔ，２０１０年为２００×１０４ ｔ，缺口分别是５５×１０４ ｔ和１００×１０４ ｔ。铜产

量中，４０％的铜精矿需要从国外进口 所以，未来铜仍然是中国大宗原料矿产中的短缺资源。３．２．４ 铬铁矿 自１９９６年以

来，我国钢产量已连续５年超过１×１０８ｔ。冶金工业在历经了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时期后，进入了加速结构调整、提高竞争力

为主的新阶段。由于特种钢比重的提高，对铬铁矿的需求量将会有较大增加。铬铁矿的消费量随钢铁工业的发展而增加。１９９８年

我国钢产量已达１．１６×１０８ ｔ，居世界第一 铬铁矿的需求量至少要８０×１０４ ｔ，１９９９年实际进口量是８１．６×１

０４ ｔ 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调整，特殊钢产量的增加，铬铁矿的消费量还将继续增加。中国铬铁矿现有矿山生产能力有限，仅２０

×１０４ ｔ，今后扩大生产潜力的能力不大，最多能达到２５×１０４～３０×１０４ ｔ，需要长期依靠进口。 按１９９８年钢产

量与铬铁矿需求量之比推算，我国２００５年需铬铁矿１０３×１０４ ｔ，２０１０年需１３８×１０４ ｔ，均要靠进口解决。

３．２．５ 钾盐 由于钾肥缺口过大，造成我国氮、磷、钾比例严重失调。发达国家的氮、磷、钾比例达到１∶０．５∶０．３４，

我国只有１∶０．２８∶０．０２，差距相当明显。为了满足农业的需要，国家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钾肥，进口数量逐年增

多。１９９２年，我国进口钾肥２００×１０４ｔ，１９９７年，我国进口钾肥数量达到５８５×１０４ｔ，进口数量比４年前增加

了１倍半。为此， 国家需花费６×１０８多美元 按照农业部门提出的化肥需求量中的氮肥、磷肥、钾肥比例要求，２００５年需钾

肥７００×１０４ｔ，２０１０年需１ ０００×１０４ｔ，而国内产量２０００年是１２５×１０４ｔ，２００５年只能达到２５



０×１０４～３００×１０４ｔ ４ 结论 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是减少风险和保障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中国资

源潜力和供需趋势来看，解决中国短缺资源问题，单靠国内加大勘探力度是不可能的，必须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资源的短

缺 重视资源储备。随着国内短缺资源对国外依赖程度的增加，受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和价格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重视资源储

备，特别是石油的战略储备。建议人大尽快制定专门法律，使之成为国家安全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 应通

过结构性节约，减少能源、原材料消耗高的产业发展；通过技术性节约，促进资源利用方式的集约化，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发展。 强化资源保护，提高资源再生能力。土地、淡水和森林等属于可再生资源，如果对它们合理利用并强化保护，即可提高利用效

率，实现永续利用；反之，可能造成资源的破坏、浪费，难以持续利用。 短缺资源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短缺，以开源或节约解

决短缺资源，最终还得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关键词： 短缺资源；类型；供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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