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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产资源利用的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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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矿产不足的危机日益严重 ,资源利用创新迫在眉睫。通过分析中国矿产资源的现状 ,

指出了中国矿产资源不足的原因所在 ,并提出了进行矿产资源利用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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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产资源利用创新可行性的理论依据

1)资源流动论。该理论意即资源利用可打破地
域限制 ,要有“全球资源一体化”的观念。当今世界
的经济发展中 ,资源流动现象是十分普遍的。矿产
资源的利用也早已突破了地域界限 ,在国际间或地
区间日益频繁地流动[1 ] 。

2)资源无限性理论。资源 ,从广义上而言即指
“一切有用的东西”。要区分开矿产与矿物 ,矿产属
资源范畴内概念 ,指的是自然界产出的有用矿物资
源。矿物资源的有用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
的认识、利用水平 ;人们更可以依据自身需要去创造
部分矿产资源。由于人们的认识、利用与创造水平 ,

相对而言是可以无限提高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资源
也就有了无限性。

3)资源过程理论。该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 :

资源可以不断地发展与替代[1 ] 。对矿产资源这种不
可再生资源而言 ,这种不断的更新替代过程更是显
而易见。

2 　中国矿产资源的特点以及进行资源利用
创新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2. 1 　中国矿产资源的特点

1)总量多 ,人均少。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已发现
的矿种在我国均有发现 ,达 168 种 ,其中 151 种已探明
储量[2] ,而且有 20 多种的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按
1990 年的人口与已探明的 45 种主要矿产的储量来计
算 ,我国人均资源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 27 %[3] 。

2)矿产资源有丰有欠 ,有贫有富。我国部分矿
产资源探明储量十分丰富 ,据 1990 年资料分析 ,稀
土矿、锑、钨、煤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80 %、51. 8 %、
46. 8 %、45. 7 %[3 ] 。但象铁、锰、镍、铅、铜、金、银、石
油、铀、硼等 ,储量则相对不足 ;铬、铂、金刚石、钾盐、

天然气、天然碱等 ,更是呈明显短缺状态。
我国有一批品位高的矿产 ,如 :南岭地区的钨

矿、海南石碌的铁矿、山东的石墨 ,以及新疆阿尔泰
地区新发现的阿勒舍铜矿等 ,但贫矿却更多。例如 ,

我国贫铁矿占了铁矿总储量的 98 % ,铜、磷与铝土矿中
也分别有 70 %为贫矿 ,锰矿中贫矿则占了一半。

3)共生伴生多 ,大型矿床少。我国相当部分矿
产属多组分综合性矿产 ,以四川攀西地区的铁、钒、
钛 (铬) ,甘肃金川的铜、镍、钴、铂族金属 ,内蒙白云
鄂博的铁和稀土矿最具代表性[2 ] 。

与世界相比 ,我国大型矿床较少 ,全国探明储量
的 1. 6 万个矿产地中 ,大型矿床仅占 11 %。

4)分布不均 ,且许多矿种储量不足。我国复杂
的地质活动历史与多种类型的成矿条件 ,决定了矿
产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和明显的地域差异。如煤炭
多集中于北方晋、陕、蒙三省区 ,占全国总储量的
68 % ;铁矿却相对集中于河北、辽宁、四川三省 ,占全
国总储量的 53 %[4 ] 。

我国不少后备矿产资源的探明储量不足。45

种主要矿产中 ,已有铬铁矿、铂族金属、金刚石、钾盐
等十余种的探明储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5)部分矿产找矿前景良好。到目前为止 ,我国
除富铁矿资源的总格局大致确定外 ,其他矿产还有
相当潜力。像煤矿虽现已探明 9000 亿 t ,但估测地
表下 1500m 以上范围即有 43000 亿 t。石油、天然
气、金、铜也才探明 1/ 5～1/ 4。非金属矿产则潜力
更大[2 ] 。
2. 2 　矿产资源利用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 2. 1 　矿产资源后备不足

据估计 ,目前由于矿产资源短缺 ,导致能源、钢
铁、有色、化工等原料不足 ,全国约有 1/ 4 的生产能力
得不到发挥 ,仅此一项 ,每年损失超过 1000 亿元[5] 。

矿产资源的不足首先表现在数量的不足。我国
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如
石油、铁、铜等 3 种矿产资源的世界人均占有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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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 39 t、24. 03 t、118. 8 kg ,我国人均却分别仅为
2. 14 t、8. 23 t、28. 4 kg。后备不足还表现在富矿不
足 ,如铁矿虽然总量不小 ,易采易选储量多 ,但其以
贫矿为主 ,导致“品位性”、“结构性”缺铁 ,每年要进
口大量富矿。预计到 2010 年和 2020 年 ,全国铁矿
山总能力将分别达到 3. 30 ×108t、2. 68 ×108t ,若要
保证各时期规划的钢产量对铁矿石的需求 ,届时将
分别缺少矿石 0. 41 ×108t、1. 00 ×108t ,从现在开始
富铁矿石供应不足将会是长期的[6 ] 。三 ,难选矿、综
合矿与中小型矿较多 ,再加上现有经济技术条件的
限制 ,更使得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不足 ,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保证程度呈下降趋势。
2. 2. 2 　矿产品消耗强度大

1953～1992 年 ,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 12. 9 倍
(按可比价格) ,而能源、钢材、水泥、硫酸、纯碱的消
耗量 ,则分别增长了 20. 1 倍、38. 3 倍、79. 3 倍、56. 2

倍和 22 倍。我国这几种矿产品的消耗强度为世界
平均消耗强度的 2～5 倍 ,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差距
更大。而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
所的《世界资源 : 1988 —1989》中列举数字 ,在 10 个
经济大国中 ,我国是能耗最多的国家 ,为法国的 5

倍 ,巴西的 3. 8 倍 ,印度的 1. 6 倍[2 ] 。矿产品消耗强
度过大无疑又加剧了我国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
2. 2. 3 　利用率不高 ,浪费严重

首先表现为矿产的采选回收率低 ,我国综合回
采率要比发达国家低 10 %到 20 % ,全国煤炭、钨矿
的平均回采率分别为 32 %、28 %。

其次 ,我国共生、伴生矿产多 ,但矿产资源综合
利用率低 ,据对 1845 个矿山统计显示 ,有用组分利
用率在 25 %以下的矿山占 75 % ,却只有 2 %的矿山
综合利用率达 70 %[7 ] 。当然 ,除技术原因外 ,还有
部门分割的矿业管理体制上的弊病 ,他们往往只管
本部门分管的矿产[2 ] ,不管伴生或共生的其他矿产 ,
由此造成的浪费也是惊人的[5 ] 。

再者 ,近年以来 ,由于多元化采矿活动在矿业市
场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迅速发展 ,使得本来长期
存在的采富弃贫、采易弃难、忽视综合利用等浪费矿
产资源的现象更加严重。

3 　我国矿产资源利用创新的策略

3. 1 　切实加紧勘探工作

1)要加强对地矿人才培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努力改善本行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
加快宏观人才需求预测 ,根据需要培养人才 ,优化专
业队伍结构 ;重点加强对青年地质科技人才的培养、
教育与使用 ;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促进人才合理流
动 ,保证科技队伍的相对稳定性[5 ] 。

2)应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特别是地方政
府要适当增加投入。可以本着互惠、互利、共担风险

的原则 ,有选择的引进外资 ;同时 ,资金筹措的市场
化必须考虑。全国已发现可作为进一步找矿线索的
矿点、矿化区、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常区约有 20

余万处[2 ] ,许多矿床拥有较大的潜在资源量 ,需要大
量的地质勘探投资。而近年来我国每年地质勘探费
仅 40 亿元到 50 亿元 ,远低于国外投资水平 ,也远满
足不了地质勘探的需要 ,已经严重阻碍了勘探工作
的正常进行。

3)要加大力度提高地质工作的技术水平。对成
矿条件认识的深化与找矿方法技术应用的新进展 ,

是矿产勘查工作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由于地质成
矿理论的发展 ,特别是遥感、物化探、钻探、计算机和
GIS测量等勘查技术的发展 ,勘查的效果和效率都
今非昔比[8 ] 。应用航测与卫星遥感方法 ,已找到一
批有价值的矿床 ;而海洋开发技术的应用与进展 ,使
得我国开发利用海洋矿产资源 (石油、天然气、锰结
核等金属矿产) 成为可能。目前而言 ,应当把石油、
天然气、铜、金、硫及优质锰和铝矿等重要矿产的成
矿条件与找矿方法研究 ,特别是有关大型超大型矿
床、优质新类型矿床成矿条件与找矿方法的研究 ,作
为矿产勘查方面科技攻关的重点。

4)深化改革 ,强化地质勘探。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 (1)以市场经济的观念更新矿产资源价值的
观念 ,矿产勘查业的投资风险高、周期长 ,对此不仅
应该开放 ,还应考虑鼓励投资的政策 ; (2) 勘查开发
和采矿业相结合 ,鼓励“双向发展”,扶植和建立一批
勘察、开发和生产相结合的有独立发展能力的矿业
公司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其综合上市 ,进入资本市
场以求发展 ; (3) 贯彻实施矿业法及其 3 个“管理办
法”,确保勘查者对勘查的矿产资源拥有开采权 ,矿
权亦可转让获利 ,鼓励勘查公司的生存。这一问题 ,

外资尤其关注 ; (4)加强吸引投入矿产勘查外资的力
度 ,制定有关吸引外资合资或独资勘查的政策[8 ] 。

5)从总体上来说 ,必须做到点面结合 ,既要搞好
普查工作 ,又要有针对性地对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
内的紧缺矿产资源部署具体的找矿战略。举措如
下 : (1)加强对已知成矿区 (带) 的进一步研究工作 ,

在已知成矿区 (带)内寻找新的矿体 ,扩大储量。“就
矿找矿”始终是主要途径 ,其简捷、经济而科学 ,国内
外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矿区 ,绝大部分都是对老矿
区 (或矿点)重新再勘查 ,再认识的结果。(2)由已知
成矿区 (带)的规律性认识 ,进行战略选区 ,寻求和开
发新的矿产资源产地。(3) 结合各类矿产的特点与
成矿条件来找矿。如金矿勘查要考虑到其多与基
性、超基性岩和碳酸盐有密切关系。
3. 2 　跨越国界 ,适度有效利用外矿

这有两个目的 ,1) 解决我国某些矿产的缺乏和
不足问题 ;2)通过对外矿和国际矿产品市场的有效
利用 ,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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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的分布受地质构造环境的控制 ,任何
国家都不可能达到所有矿产的自给自足 ,必须综合
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7 ] 。这要提到战略高度上 ,要
有“资源无限化”的观念 ,超越有限的自然局限 ,善用
区域、全球的资源 ,但不应长期将需求建立在进口
上 ,因此利用两种资源一定要做到立足国内 ,在合理
利用、有效保护本国资源的基础上 ,实行以国内为
主 ,国外为辅的方针。缺口较大的铜、铁、钾盐、石油
等矿种 ,应依据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生产成本 ,合理
确定国内生产和进口规模[4 ] ;同时也要加紧地质勘
探 ,寻求新矿。

目前 ,我国利用外矿以调剂为主 ,即急缺矿石买
进和剩余矿石卖出 ,这样的贸易并非以经济利益比较
与国际合作为目的。要充分利用好周边国家和一些
矿业大国的资源优势。有选择地在海外开展对我国
紧缺矿种的勘查 ,在国外进行风险勘探、开办矿山。
从长远来看 ,应从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地质工作和矿产
勘查工作入手 ,获取国外矿产品的稳定供给。这种方
法常行之有效 ,日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3. 3 　变废为宝 ,利用二次资源

矿产方面的二次资源包括矿山表外矿、尾矿、围
岩、夹石、废渣与废旧金属等等。利用它们可增加大量
的矿产品 ,生产成本也要比开发利用原矿低廉的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尾矿和废石的综合利用。目
前我国年采矿量已达 18 亿 t ,全国煤矸石的积存量
达 12 亿 t。金属矿山排弃的土石和尾矿堆积量达
100 亿 t [4 ] ,尾矿有 40 亿 t 以上。尾矿含有大量有用
元素和非金属矿物 ,而且由于尾矿不用再破碎磨细 ,

简化了生产流程和设施 ,是节能原料。所以 ,处理尾
矿不仅可解决尾矿排放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 ,而且
还可带来一笔可观的经济效益。应该注意 ,非金属
矿物在尾矿中占 90 %以上 ,尾矿的整体利用是尾矿
利用的根本途径 ,不能只考虑有价金属的回收。尾
矿的利用途径包括 :工艺矿物研究 ;生产尾矿肥料 ;

生产建筑墙地砖 ;作为混凝土粗集料和生产普通硅
酸盐水泥 ;生产微晶玻璃新材料和工艺玻璃[9 ] 。我
国目前尾矿利用率极低 ,矿石尾矿占工业固体废物的

30 % ,利用率却仅为 3. 2 %。利用尾矿 ,大有可为。
另外 ,废旧金属作为二次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也

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统计 ,1988 年世界废钢材利用
量为 3. 6 亿 t ,约占世界钢产量的 1/ 2 ; 再生精炼铜
占世界精炼铜总产量的 10. 9 % ;再生铝的产量占总
消费量的 25 %～30 %。与世界相比 ,我国金属二次
矿产的利用率很低 ,例如废铝回收只占全国铝产量
的 1. 12 % ,锌、铅、银则分别仅占 6 %、14. 7 %、8 %。
3. 4 　寻找新矿产 ,制取人工矿物

沸石过去被看做无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人
们通过矿物性能研究与功能试验 ,认识到沸石在工
农业及环境保护方面有广泛用途 ,它才成为重要的
新型天然矿物原料。而铂在 18 世纪也同样被看做
废物抛弃 ,直到 19 世纪发明了干冶法炼铂技术后 ,
铂才开始被利用 , 并成为工业中极为重要的金
属[10 ] 。人类对沸石与铂利用的过程 ,充分说明寻求
新矿产可以作为矿产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开展人
造矿物和岩石的研制 ,可以代替部分短缺的天然矿
产资源。微波岩是微晶玻璃新材料的一种 ,主要成
分是 SiO2、CaO、MgO、Al2O3等 ,许多尾矿成分与之相
似。尾矿微波岩玻璃相内含少量硅灰石或透辉石等
钙镁硅酸盐微晶 ,是一种新型人造石材 ,其理化性质
大大优于天然花岗岩 ,生产成本相对却低得多[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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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 OF CHINESE MINERAL RESOURCES
LI Peng

Abstract : China is facing shortage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resources is now very necessary. Accordingly ,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iner2
al resources is analyzed. The reason that China is lack of mineral resources is pointed out . Finally , the relative tactics is adopted.

Key words :mineral resources ,creation of resources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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