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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 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工作刚刚起步, 储备试点工作进程缓慢。本文从储备战略的角

度出发, 明确了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的概念; 根据实现不同层次的战略目的, 把优势战略矿产资源

矿产地储备划分为三个等级——战略储备、优势储备和调控储备, 并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储备规模模型; 针对

中国矿产地储备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提出了“储备顺序”的概念, 并对影响矿产地储

备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 明确了中国首批拟储备矿种(煤炭、稀土、钨和锑)的储备顺序。分级储备及按序推

进可以明确工作流程, 提高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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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land reserve work has only made a start, and the process 

of the pilot work is very slow. From the angle of reserve strategy, this paper has clarified the concept of      

advantageou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land reserve and,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aims at different levels,  

classified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land reserves into three grades, i.e., strategic reserves,     

advantageous reserves an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reserves, togeth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reserve scales.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of China’s mineral 

land pilot wor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eserve sequenc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ineral land reserves, clarifies the reserve sequence of China’s first batch of planned 

mineral species (coal, REE, tungsten and antimony). The grading reserve and orderly promotion can clarify work 

flow and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of advantageou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land reserve work. 

Key words: advantageou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mineral resource land reserve; scale of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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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尽快建立能源

和战略矿产资源储备体系, 在国民经济“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 , 明确提出了建立矿产地储备体系。

2011 年 9 月, 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矿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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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试点工作的意见》, 并明确了“十二五”期间

的矿产地储备的任务和目标 : 把优势矿产——煤

炭、稀土、钨和锑, 作为首批拟储备矿种进行试点

储备。鉴于国内外针对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

备仍缺乏成熟的理论, 展开对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

产地储备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  开展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受资源禀赋的制约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对资源需

求增加的影响, 中国矿产资源已从个别矿种短缺转

向全面短缺, 即使传统的优势矿种, 大多也面临着

保障能力下降的问题。以矿产地储备试点工作首批

拟储备矿产为例。据统计, 2010年, 中国煤炭、稀土、

钨和锑的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重分别是 13%、

50%、62%和 53%, 而相应的产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分别是 42%、98%、91%和 89%, 均以较少的储量贡

献较大的市场份额。其中, 稀土、钨和锑均长期保

持净出口, 国际市场占有率均超过 80%。尤其是稀

土, 长期以低廉的价格, 用 50%左右的资源储量提

供世界 98%的消费, 导致中国稀土储采比大约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 1/2。而稀缺的离子型稀土资源, 按照

目前的开发力度, 仅能维持 10 年左右。因此, 为保

障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 保护优势战略矿产资

源, 进行矿产地储备势在必行。 

2  明确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的 

概念 

目前, 国内外优势矿产的矿产地储备仍缺乏成

熟的理论体系, 美国是开展矿产地储备工作最早的

国家。以满足国家紧急或非常情况下的需要为目的, 

美国将某些已知蕴藏有或可能蕴藏有重要战略矿产

的地区或某些已探明储量的矿地, 作为战略保留基

地, 并立法规定储备的矿产地不准进行商业性勘查

开发, 由国家统一管理和支配(陈毓川, 2002)。国内

矿产地储备刚刚起步, 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了相对于矿产品储备的资源储

备(当时也称储量储备)的概念, 同时分析指出资源

储备具有调节市场供需平衡的作用(步淑段, 1990)。

随后, 有些学者把矿产资源储备战略目的定性为维

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国家经济安全(陆书玉, 1997; 

王玉平, 1998)。近几年, 对矿产地储备的战略意义的

定位也更加的丰富, 不仅只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

安全, 还明确了具有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及优

化产业链, 丰富外交手段和提升国际地位(杨子健, 

2008; 李皓等, 2009); 此外, 有效规避“WTO规则”, 

从源头上保护资源和降低国家外汇储备风险的功能

(任忠宝等, 2011)。目前, 国内诸多研究把矿产地储

备定义为: 为了保障国家中长期经济安全和国家安

全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益 , 实

现时序和空间的科学配置, 将部分后备矿产资源基

地作为战略保留基地, 留待以后勘查、开发和利用, 

这种行为称为矿产地战略储备(贾文龙等, 2010; 范

继涛等, 2010; 薛亚洲等, 2011)。 

可以看出, 国内关于矿产地储备的理论研究还

处于探索阶段, 尤其是对优势矿种的矿产地储备的

作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位, 其储备的战略定位也在不

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中。从保障国家和经济安全 , 

然后逐渐延伸到调节市场供需平衡、丰富外交手段

和提高国际地位。并且, 已有的相关概念也是针对

优势、短期等所有战略性矿种而言的, 没有明确优

势战略矿产的矿产地储备的特性。 

综合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优势战略矿产资源

矿产地储备的战略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1)保障国

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可持续供

应; (2)实现优势战略矿产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增

加外交筹码 , 发挥战略制衡作用 , 提升国际地位 ;  

(3)调节市场供需平衡。优化产业链, 实现其真正价

值。 

因此, 结合优势战略矿产资源所具有的战略属

性, 从实现不同的战略功能的角度, 把优势战略矿

产资源的矿产地储备定义为: 为保障国家和经济安

全 , 保持优势的可持续性 , 调节市场供需平衡 , 实

现优势战略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 将不同勘查程度

的优势战略矿产的资源地, 作为战略保留基地储备

起来, 由国家统一管理和支配。这种行为称之为优

势战略矿产资源的矿产地储备。 

3  储备等级的划分及储备规模数学模型的
建立 

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等级划分及储备规模

确定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20世纪 90年代初期, 有

关学者按照实现国内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的思路

第一次把矿产资源储备(当时称为矿产资源储量储

备 , 包括矿产品储备和矿产地储备)划分为正常储

备、超前储备和战略储备(步淑段, 1990); 2010年有

关学者按照满足国内外基本需求之外的基本思路 , 

把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分为低度储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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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储备和高度储备(薛亚洲等, 2011)。可以看出, 二

者对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等级的划分均就

其中的部分战略功能进行储备等级划分。其它相关

的研究资料都只是对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的战

略功能和目的意义进行了界定, 没有划分储备等级

和储备规模。 

基于以上分析, 在对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

储备的战略功能分析总结的基础上, 对矿产地储备

等级进行划分。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的战

略功能: (1)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2)实现优势

战略矿产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 (3)调节市场供需平

衡。因此, 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等级可划

分为: (1)战略储备: 保障国家与经济安全的储备; (2)

优势储备: 保持优势可持续性的储备; (3)调节储备: 

调节供需平衡的储备。分别对应战略储备规模、优

势储备规模和调节储备规模。 

3.1  战略储备 

战略储备为防止突发事件或不确定因素造成的

资源短缺, 保障本国该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而进

行的矿产地储备。则战略储备规模应保障一个完整

的勘查周期内本国该矿产资源的消费需求, 勘查周

期包括普查、详查和勘探所需时间之和, 记为 T, 见

式(1)。为提高 T 值的可信度, 采用多个已发现资源

地的历史勘查数据的平均值表示。 

T=t 普查+t 详查+t 勘探               (1) 

假如, 已完成勘探阶段的资源地 A1、A2、A3、…、

An(表 1)。则矿产资源勘查周期 T见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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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本国未来 T年内该矿种消费需求的矿产地

储备的资源规模, 由本国矿产品的历史消费量预测

需求量结合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转化得出。则可建立 
 
 

表 1  不同矿区各勘查阶段的周期 
Table 1  Cycle of every exploration stage 

 in different mining areas 

资源地 普查阶段 详查 勘探 T 

A1 t11 t21 t31 T1 

A2 t12 T22 T32 T2 

A3 t13 t23 t33 T3 

… … … … … 

An t1n t2n t3n Tn 

战略储备的储备规模模型见式(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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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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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R1-战略储备规模; Ci
1-储备开始后第 i年的国内

消费量(用预测值代替); α-资源综合利用率, 是采矿

回收率(α1)与选矿回收率(α2)的乘积。 

3.2  优势储备 

优势储备是为防止突发事件或不确定因素引起

的世界性资源短缺, 保障优势战略矿产资源优势的

可持续性。则优势储备规模是在战略储备的基础上, 

储备满足未来 T时间内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消费

需求 , 使总储备的资源量不仅能满足本国的需求 , 

也能满足国际矿产品的市场需求, 实现优势战略矿

产资源优势的可持续。必须强调, 储备能够满足国

外 T 时间内该矿种的消费量, 不等同于必须满足国

外需求, 只是在资源短缺时作为国家的战略筹码。

因此, 可建立优势储备规模模型, 见式(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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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2-优势储备规模; Ci
2-储备开始后第 i年除本国

以外世界该矿产品的消费量 ; α-资源综合利用率 , 

是采矿回收率(α1)与选矿回收率(α2)的乘积。 

3.3  调控储备 

调控储备是为保护本国的优势战略矿产资源 , 

调节该资源市场的供需平衡, 促使矿产品的供需平

衡和矿产品价格的合理回归。目前, 资源民族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共识, 尤其是不可再生的战略

资源的价格并不是完全靠市场调节, 世界很多国家

通过征收资源使用税款、矿区使用费及资源补偿费

等多种各种手段和方式调控本国的矿业, 以及澳大

利亚最新实施的矿产资源租赁税也是如此。中国也

不例外, 近年开始征收的资源补偿费, 以及 2011 年

进行的矿产资源税改革把部分品种资源税由从量计

征变为从价计征, 且提高部分高价稀缺资源的征税

标准等等。因此, 对优势战略矿产资源实行矿产地

储备, 从依靠“有形之手”(开采总量控制和出口配

额制度)转变成以“无形之手”的调控手段, 实现国

家管控战略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调节资源市场供

需平衡, 促进战略矿产价格回归合理。这一阶段的

储备规模没有明确固定的数值, 是根据资源市场状

况确定储备的资源量。 

4  首批矿产地储备试点工作推进顺序 

从理论上说, 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影响大的

矿种应先行储备。但鉴于世界上还没有成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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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实践经验可供参考, 尤其是中国矿产地储备

才刚刚开始, 仍处于探索阶段, 全面铺开不仅增大

工作难度, 还增加了储备的成本风险。因此, 中国矿

产地储备试点工作的推进, 在结合矿种对国家安全

和经济发展影响大小的基础上, 应本着先易后难的

思路, 确定首批拟储备矿种的储备顺序。所谓储备

顺序, 即是对所有拟储备的矿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

序, 有侧重点地逐步进行矿产地储备。 

笔者认为, 影响矿产地储备难易的主要因素有

三个: 第一, 储备规模大小。储备规模越大, 储备难

度越大、成本越高, 由于储备最终仍是为了保障生

产和消费, 储备规模的确定可借助产量和消费量进

行分析; 第二, 资源集中度。资源分布越集中, 收储

及储备后的监管难度越低; 第三, 当前国家对该矿

产资源的重视程度及工作基础。国家越重视, 工作

基础越扎实, 越利于试点工作的推进。 

下面分别就以上三个不同的影响因素以及矿种

的重要性(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影响大小)对首批拟储

备矿种进行分析 , 确定各影响因素下的储备顺序 , 

并运用加权评分法对所有影响因素下的储备顺序进

行量化处理, 确定首批拟储备矿种的储备顺序。 

4.1  不同影响因素下首批拟储备矿种的储备顺序 

1)以储备规模大小 , 确定拟储备矿种的储备  

顺序 

根据前一节矿产地储备规模的分析可知, 矿产

地储备规模的大小与该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规模有直

接关系 , 生产和消费规模越大 , 储备规模也越大 , 

反之亦然。2010 年, 中国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分别是

22.7 亿吨标准煤和 22.1 亿吨标准煤, 稀土产量和消

费量分别是 8.9万吨和 8.7万吨, 钨精矿产量和消费

量分别是 11.5 万吨和 3.0 万吨, 锑产量和消费量分

别是 18.7 万吨和 7.1 万吨。显而易见, 除了煤炭是

大宗矿种以外, 稀土、钨及锑均属小矿种。因此, 储

备可供某一相同时期内的不同矿产的资源量, 煤炭

所需成本相当于稀土、钨或锑的数百倍。因此, 从

降低储备成本和储备风险的角度出发, 应以钨、稀

土锑和煤炭为顺序依次进行储备。 

2)以资源集中度高低, 确定拟储备矿种的储备

顺序 

资源集中度高, 收储难度和监管难度相对越低, 

反之亦然。首先, 对拟储备矿产进行集中度分析。

以省级为单位, 取剩余可采储量排前五的省份(直辖

市或自治区)的储量之和占全国总量的比重表示资

源集中度。据统计, 2010年, 我国煤炭剩余可采储量

排名前五的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依次是内蒙古、

山西、新疆、陕西及贵州等五地, 合计占全国总量

的 82%, 其中内蒙和陕西占 47%; 稀土剩余可采储

量排前五的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是内蒙、江西、

广东、四川和山东, 合计占全国总量的 98%, 其中内

蒙和江西占 90%以上; 钨剩余可采储量排前五的省

份(直辖市或自治区)是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和

广西, 合计占全国总量的 69%, 其中湖南和河南占

50%; 锑剩余可采储量排前五的省份(直辖市或自治

区)是湖南、广西、贵州、甘肃和云南, 合计占全国

总量的 73%, 其中湖南和广西占 45%。可见, 稀土

资源最为集中, 钨、煤炭和锑次之。 

因此, 从资源集中度角度看, 为降低收储难度

和储备之后的监管难度, 应以稀土、钨、煤炭和锑

为顺序依次进行储备。 

3)以产业的工作基础及国家的重视程度, 确定

拟储备矿种的储备顺序 

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煤炭和稀土资源整合。近年

来 , 中国对煤炭和稀土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的整合 , 

已建成 14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 南北两大稀土产业

阵营, 而钨和锑行业还没有相应的资源整合力度。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 煤炭和稀土是中央政府较

为重视的矿产资源, 一个是中国的基础能源, 一个

是当前世界各国争夺十分激烈的战略矿产资源, 国

家储备的意愿最为强烈, 运用行政手段及储备资金

的来源也相对容易。但是就煤炭来说, 国内的供需

总体偏紧, 近几年进口量逐年攀升, 并没有大规模

的资源流失。另外, 如果进行矿产地储备可能会助

推煤炭价格上扬, 增加经济膨胀的压力, 在中国当

前经济的形势下, 不宜过早、大规模地对煤炭进行

矿产地储备, 可选取稀缺煤种先行储备。对于钨和

锑, 在国家层面上, 还没有得到与煤炭和稀土同等

的重视程度, 储备起来获得支持的难度会更大。 

因此, 从当前我国对该矿种的重视程度及工作

基础的角度看, 应以稀土、钨及锑和煤炭为顺序依

次进行储备。 

4)以资源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影响大小, 确定拟

储备矿种的储备顺序 

理论上说, 矿产地储备应优先储备对国家安全

和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矿产资源, 但由于中国仍处

于矿产地储备的探索阶段, 为降低储备试点工作推

进难度, 只能把重要性作为其中的一个影响因子进

行分析, 这里主要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邀

请 60位相关领域的专家, 为充分利用有限的专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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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拟储备矿种评分结果 

Table 2  Scoring results of the  
planned reserve mineral species 

矿种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第四档 总分 

煤炭 34 17 8 1 204 

稀土 16 31 11 2 181 

钨 8 10 35 7 139 

锑 2 2 6 50 76 

 
源, 防止专家专业和行业背景重复度过高而影响结

果的普遍代表性, 选取了地质、采矿、经济、产业

经济、统计学和资源规划等 15个专业, 以及政府、

学校、研究院所及咨询单位等 4个行业的 60位专业

和行业背景各不同的相关领域专家, 对煤炭、稀土、

钨和锑等四个矿种从不同的视角对其重要性进行打

分, 总分越高表明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影响越大。共

分为四个档次: 4分、3分、2分和 1分。最终, 共收

到 59 份有效打分表, 整理结果: 煤炭、稀土、钨和

锑得分分别是 204分、181分、139分和 76分(表 2)。

因此, 从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影响看, 应以煤炭、稀

土、钨和锑为顺序依次进行储备。 
 

4.2  综合各影响因素, 确定首批拟储备矿种的储备

顺序 

运用加权评分法对首批拟储备矿种的 4(3+1)个

影响因子的分析结果进行量化分析。在不同的影响

因子中 , 用权数大小代表各矿种推进的先后次序 : 

排名第一, 权数最大, 权数是 1, 用 x1表示; 排名第

二, 权数次之, 权数是 0.75, 用 x2 表示; 排名第三, 

权数是 0.5, 用 x3表示; 排名第四, 权数最小, 权数

是 0.25, 用 x4表示。用 n1、n2、n3和 n4表示该矿种

在各档的次数。则单矿种总分(用 S 表示)的计算公

式见(5)。 

S=x1×n1+x2×n2+x3×n3+x4×n4       (5) 
计算各矿种的得分, 分数的高低代表矿产地储

备最终的先后次序。把表 3 的数据, 代入(1), 计算

各矿种的总分分别为:  

煤炭=1×1+0.75×0+0.5×1+0.25×2=2(分) 

稀土=1×2+0.75×2+0.5×0+0.25×0=3.5(分) 

钨=1×1+0.75×2+0.5×1+0.25×0=3(分) 

锑=1×0+0.75×1+0.5×1+0.25×2=1.75(分) 

因此, 首批矿产地储备的试点矿种的储备顺序

依次是稀土、钨、煤炭和锑, 结合《关于开展矿产

地储备试点工作的意见》的指示精神, “十二五”

期间完成拟储备矿种的储备试点工作, 拟储备矿种

的储备安排: 2012年稀土、2013年钨、2014年煤炭、

2015年锑(表 4)。 

表 3  各因素中矿种排名信息 
Table 3  Minerals ranking inform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影响因素 x1 x2 x3 x4 
储备规模 钨 稀土 锑 煤炭 

资源集中度 稀土 钨 煤炭 锑 

工作基础及 

国家重视程度
稀土 钨和锑 — 煤炭 

矿种的重要性 煤炭 稀土 钨 锑 

 
表 4  首批拟储备矿种的储备顺序 

Table 4  Reserve sequence of the first batch  
of mineral species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储备矿种 稀土 钨 煤炭 锑 

 

5  小结 

1)在总结已有的矿产地储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优势战略矿产资源所具有的属性, 首次明确了

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的概念。 

2)根据不同层次的战略目的, 按照级别的高低, 

把优势战略矿产资源矿产地储备划分出不同等级的

矿产地储备, 分为战略储备、优势储备和调控储备, 

并对战略储备和优势储备建立了相应的储备规模数

学模型。 

3)根据国内外矿产地储备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现

状, 结合中国矿产地储备试点工作推进状况, 提出

了储备顺序的概念, 确定了影响矿产地储备的主要

因素, 并通过分析明确了拟储备优势矿种的储备顺

序, 对矿产地储备试点工作的推进提出了新的工作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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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与海外华人地质学家座谈会成功召开 
 

2013年 6月 14—15日, 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科学院与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承办的第七

届世界华人地质科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 利用会议间隙, 召开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与海外华人地质

学家座谈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 常务副院长朱立新、李廷栋院士、院属各单位与会

的所领导、部分专家与近 20名海外华人地质学家就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地质科技交流与合作进行了研讨交流。

董树文副院长主持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 共同观看了介绍中国地质科学院历史沿革与发展概况的新闻宣传片, 王小烈书记向与会海

外华人地质学家介绍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科技发展规划、吸引海内外地质科技优秀人才的政策条件、加强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思路与愿景; 董树文副院长介绍了深部探测研究专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李廷栋院士等

海内外地质学家就共同关心的地质科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与会海外华人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

科学院取得的辉煌成绩表示钦佩, 对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未来充满期待, 表达了与中国地质科学院进一步加

强合作与交流的强烈意愿。与会地质学家共同期待早日将中国从地质大国建设成为地质强国。 

座谈会气氛热烈而融洽, 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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