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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铁矿资源的形势分析,得知其安全供应问题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为此必

定会导致它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升级, 而对外依存度的升级又影响到经济的安全运行。针对这些问

题,为了保障我国铁矿资源的供应安全而促进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就我国铁矿资源安全供应战

略构架问题提出了一些战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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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铁矿资源的形势分析

我国国内铁矿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已经是既定

的事实, 但是相对于需求来讲, 其供需差距是多大

呢? 对外进口的依赖情况又是怎样呢? 为此, 本文

首先对我国铁矿资源的形势作以下相关分析:

( 1)我国铁矿资源的现状及其远期供给能力分

析。我国铁矿资源储量丰富, 截至 2000 年年底, 全

国铁矿石保有储量为 457 亿吨, 遍及全国 29 个省、

市和自治区的 700多个县、旗。但是我国铁矿石储

量消耗大,目前年消耗量约为 5亿吨,据此保守地估

计,在我国铁矿石现有保有储量中, 可供设计和规划

利用的保有铁矿储量可供开采的年限不到 40年;即

使假设以后探明新增矿储量可增加开采 10年,那么

50年以后我国铁矿资源的供应仍是一个大问题。更

何况我国铁矿地质勘查工作程度高,且于 20世纪 60

~ 70年代先后经过两次以找富矿为重点的铁矿会

战。50多年的地质勘查工作表明: 我国铁矿资源的

赋存格局已经基本清楚,今后难以找到大型富铁矿

床。因此可以说我国铁矿资源今后不会有多大的变

化,即使有新铁矿床发现,其开发利用条件也不会比

现有的铁矿资源好。另外, 我国铁矿资源绝大部分

为贫矿, w ( Fe)的平均品位仅在 30%左右,而且结构

复杂,有害杂质的含量是进口矿石的好几倍。另有

资料显示, 我国铁矿石品位每 5 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再加上部分铁矿石开采受技术经济条件的限制,其

图 1 我国近年铁矿石进口量曲线图
Fig . 1  Plot showing curves o f China. s impor ted Fe ore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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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难度很大。所以从总体上讲, 我国铁矿资

源的供应远景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 2)我国铁矿石的生产、消费及进口情况。铁矿

石是冶炼钢铁的主要原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

对钢铁需求的增加, 对铁矿石的消耗量也会随之增

加, 然而国内对它的生产量并没有随之产生明显变

化,相反曾一度产量下降, 即便是 2002年国内铁矿

石产量有所增加, 它的产量也不过为 2. 31 亿吨, 远

满足不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为此导致近年铁矿石的

进口量呈现出跳跃式增长。为了直观反映我国近年

铁矿石的进口情况, 现依据相关资料做出我国近年

铁矿石的进口量曲线图。

从图 1可知,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在不断增加,

而且在近年还呈现出跳跃式增长。与此同时, 国内

的生产供应能力又不理想,而消费需求却在持续扩

张, 更加不容乐观的是国内铁矿资源的远期供给能

力不理想, 缺乏后续稳定的供矿能力。所以面对国

内/高需求,低供应0的状况, 随着时间的延续,铁矿

资源的进口量只会持续扩张, 其对外依赖性只会不

断升级。在国际货源供应充足的和平环境里似乎看

不到危机, 但是假使国际环境一旦动荡不安而不能

有效地获得国外铁矿资源的供应, 那么此时国内的

供需缺口将无法弥补, 进而必定影响国内钢铁工业

的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必定会波及、影

响到国民经济的建设。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讲, 铁矿

资源供应对外依赖性的升级对国民经济的建设来讲

将是一个无形的陷阱, 所以时时刻刻都必须关注铁

矿资源的安全供应问题。

2  我国铁矿资源安全供应战略构架设
想

  按上述分析, 我国铁矿资源供应的对外依存度

在不断增加, 其安全供应已经受到严峻地挑衅。为

了保证我国铁矿资源的供应安全而促进经济建设的

健康发展, 研究我国铁矿资源安全供应战略问题也

是形势所迫。据此, 就我国铁矿资源安全供应战略

构架问题提出以下战略要点:

( 1)加强资源保护和生产探矿, 努力寻找深部的

盲矿体。我国公众对资源的保护意识比较淡薄, 即

便是矿山企业, 尤其是有储量的大矿山,他们对丢弃

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贫矿0或/难采矿0根本不在
乎。如此大手大脚地丢矿, 日积月累就直接对资源

的持续供应造成了挑衅。更何况还有不少小矿山采

用粗放式的采矿方式, 他们所丢弃与损失的资源储

量就更为可观。所以要结合我国铁矿资源供应高度

紧张之状态的现实情况而加强资源保护宣传教育,

逐步培育公众对资源的危机意识而使之树立保护资

源的观念。此外,我国不少铁矿床属于地下开采,利

用井下采矿工程所披露的矿化信息和生产工程进行

深部勘探, 这对寻找深部的盲矿体是极为有利的。

如此不仅可以节省探矿成本, 而且可以以最快的速

度找到深部的盲矿体, 从而有利于增加矿山储量和

延长矿山的服务年限,并减少开采的成本与费用。

( 2)依靠科技进步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

利用效率。铁矿作为一种资源性产品, 要把它变为

终端消费品,之间必须经历很多的加工过程, 所以依

靠科技进步而提高其利用效率大有作为。例如可以

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采矿回收率、选矿回收率和冶

炼回收率, 在诸多的环节上加强科技进步而提高资

源的利用效率, 那对促进我国铁矿资源的持续供应

将大有发展潜力和空间。再则, 我国共、伴生的铁矿

资源储量约占铁矿资源储量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

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均未对其中的共、伴生有用组分

加以充分利用。与此同时, 我国铁矿尾矿存量目前

达到 30多亿吨,其 w ( Fe)平均品位约为 10% ,若能

对他们加以回收利用, 那对保障我国铁矿资源的持

续供应也是非常有益的, 如此不仅保护了资源,而且

可以提高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除此之外, 我国硫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对其中的

铁组分并未充分利用,所以对它加以综合利用,回收

其中的铁, 那对缓解我国铁矿资源的供需矛盾也具

有着重要意义。

( 3)加强对废钢铁的回收利用, 努力开发替代

品。废钢铁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它对降低我国钢铁

工业的能耗、减少铁矿石的消耗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铁矿资源供应紧张的情

况下, 我国应鼓励对废钢铁的回收利用,以适度减少

对我国有限铁矿资源的消耗。与此同时, 在能满足

相关性能的条件下应积极开发替代品材料 (例如可

以开发高分子材料或无机非金属材料来代替部分钢

铁材料等) , 以适度减少对钢铁材料的消耗, 从而间

接减少对铁矿石的消费。这也有利于缓解国内对铁

矿石的消费压力而促进我国铁矿资源的持续供应。

( 4)加大开发利用海外铁矿资源的力度。国内

铁矿资源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事实, 但是为了保证经

济发展对它的需要, 开发利用海外铁矿资源也是现

实的必然选择。为了稳定持续获得国外铁矿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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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国家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 加强与世界主要铁

矿石出口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 争取通过贸易

多元化的途径而从他国安全地进口更多的铁矿现

货。与此同时, 也必须从现实需要和确保国家经济

运行安全出发而逐步改变主要依靠贸易进口的状

况,宜采取贸易和开发并举的方式, 鼓励有实力的矿

山企业到国外从事矿业活动。像国外一样, 组织国

内大型矿业公司到海外进行风险勘探或购买国外矿

山的股份,最终形成包括铁矿资源勘察、开采和市场

贸易的铁矿资源全球供应体系, 从而建立稳定的海

外铁矿生产供应基地, 以保证我国对铁矿资源需求

的持续供应。

( 5)国家应制定相应倾斜政策和加强服务职能。

现在我国铁矿企业普遍存在税费过重的现象。在这

样的压力下,为了寻求经济效益, 部分矿山企业会出

现短期经营行为,有的甚至不惜代价,单纯地从市场

需求出发,采富弃贫而破坏资源的完整性, 进而造成

大量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些情况, 国家应制定相应

的倾斜政策(例如可以适当减轻铁矿企业的税费负

担,给生产者以优惠的财税等经济政策) , 以使他们

有更加良好的经营环境而相对减少对铁矿资源的浪

费。同时, 对乱采乱挖、浪费破坏资源等行为要予以

彻底整治,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要加强对矿山企

业采矿损失率及贫化率等经营参数的考核,加强储

量统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总之, 要利用倾斜的政

策来鼓励保护资源, 最大限度地减少开发利用中对

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以促进我国铁矿资源的持续供

应。

此外, 国家要加强服务职能, 研究制定我国铁矿

石的开发利用战略。要统筹编制年度和中长期铁矿

石进口规划, 从总体规模上确定我国在世界铁矿石

贸易格局中所占的地位,以有目的地代表我国铁矿

石用户而与日本、韩国等铁矿进口大户进行协商或

者同铁矿石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 以求相互间加强

沟通和协调,共享市场信息,避免相互在国际铁矿石

市场上进行竞争, 以利于确保稳定和充足的铁矿资

源供应而寻求供需双方/双赢0的贸易模式。同时,

国家要加强政策引导和信息服务, 提供进口矿产品

的物理化学性能及其冶炼效果信息, 以供进口用户

择优选择供应商进行参考;要建立信息中心, 通报行

情,推广国外办矿经验、合同买矿与境外开矿经验,

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应加强金融

和保险等经济方面的支持与服务, 以加快境外铁矿

资源的勘察开发步伐, 从而有利于保障我国铁矿资

源的安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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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OF OURCOUNTRY IRONORE RESOURCES AND

STRATEGY CONCEIVING ABOUT SAFETY SUPPLY
CHEN Ji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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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iron ore resources reveals a nervous situat ion of the safety

supply. Supply w ould depend on foreign country that w ill affect our economy safety. T his paper brings up some

important strategy points about the st rategy conceiving for iron ore resources safety su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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