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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产  勘  查
MINERAL EXPLORATION

社会资本支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路径与举措

董延涛 1，邢万里 1，王京 2

（1.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2.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 100012）

摘 要 文章剖析了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从行业运行规律、宏观管理政策、资本市

场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资本支持矿产资源勘查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资本市场支

持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助力国家资源安全的思路框架和路径举措：（1）统筹谋划，为社会资本支持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提供战略指引。（2）改革创新，持续打造更加良好的矿业发展营商环境。（3）试点先行，建立完

善以中国特色风险勘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4）银企联动，创新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间接融资支持体系。（5）精心培育，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风险勘查经营主体。（6）扩大开放，建立更

高水平开放型勘查开采新体制。（7）综合保障，加快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综合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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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and measures of social capital supporting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

tion and development

DONG　Yantao1， XING　Wanli1， WANG　Jing2

（1.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37， China； 

2.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 of Nonferrous Minerals，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faced by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of capital support for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industry operation rules， macromanagement policies，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
ment， and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the thinking framework and path measures of capital market to support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in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national resource securi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1） 
overall planning，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social capital to support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
ment.  （2）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ly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mining development.  
（3） Conduct trials first，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multi-level mining capital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risk 
exploration capital market as the core.  （4） Linkage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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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rect financing support system for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5） Carefully cultivate，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exploration business entities.  （6） Expand 
openness and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high-level open exploration and mining.  （7）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system for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mineral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risk investigation； path initiatives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作出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布局安排。矿产资源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

安全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

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的重要回信，为新时代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地质勘查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 7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为矿业民营经济指明了方向。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和利用具有独特的产业规律和经济规律，离不开资

本市场的大力支持，必须走“产融结合”之路才能促

进国内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和国际矿业合作

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一方

面，存在资本无序竞争和炒作，如类似“伦镍逼空”

的相关事件，导致矿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时常滑出

合理区间，影响矿业健康持续发展，加大国家经济

运行成本，严重影响国家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另

一方面，国家资本进入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

渠道不畅、动力不足，已成为影响国家能源资源安

全的一个突出短板。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矿

业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为资本炒作矿产品行

为设置“红灯”的同时，更要加快开启资本支持战略

性矿产资源勘查的“绿灯”，增强国内资源供应保障

和后劲，提升运筹国际资源市场的实力和底气（中

共中央国务院，2023a，2023b）。

1　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面临
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蓝图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广阔前

景将带动国内战略性矿产资源消费需求长期保持

高位运行，同时国内找矿还有较大潜力空间，这为

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矿业发展提供战略机遇

和持久牵引力。另一方面，国内矿业市场活力动力

依旧不够强劲，国外资源供应风险居高不下，为国

内能源资源安全带来风险挑战。迫切需要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大

社会资本投入力度，促进矿产资源产业高质量

发展。

1. 1　能源资源消费需求长期高位运行

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新能源汽

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高端产

业相关的矿产品消费需求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

地质调查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预测，到

2035年中国关键矿产需求为钴 25万 t、稀土 40万 t、
锂 130 万 t、镍 210 万 t、锗 800 t，分别是 2020 年的

3. 5 倍、2. 6 倍、5. 9 倍、1. 6 倍和 10 倍。即便是步入

后工业化发展阶段（2030—2035年之后），能源与矿

产资源仍然需要保持较高的人均消费水平才能实

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仍将需要大量的能源与

矿产资源作为基础支撑（文博杰等，2019）。

1. 2　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市场活力不足

勘查资本投入不足导致国内新增资源储量增

长缓慢，长期跟不上储量消耗增长速度，卯吃寅粮

现象比较突出。突出表现主要有 4个方面：（1）勘查

投入下降幅度较大。基础地质调查投入持续下滑，

矿产勘查活跃度较低。2012—2021年，国内基础地

质调查投入不断降低，中央财政投入由 36. 4亿元降

至 6. 17亿元，地方财政投入由 14. 55亿元降至 6. 03
亿元（范继涛等，2023）。根据《2021 年全国地质勘

查通报》统计，2012—2021年 10年间，全国矿产勘查

投入情况如下：中央财政投入由 35. 8 亿元下降到

11. 4 亿元，地方财政投入由 96. 9 亿元下降到 32. 8
亿元，降幅均达 60%以上；社会资本由 281. 4亿元下

降到 41. 7亿元，降幅更是达到了 85%。新发现矿产

地从 2006—2010 年的年均 567 处减少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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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年均 106处（杨建锋等，2023）。（2）勘查投

入与资源需求大国地位不匹配。据标普数据，2021
年，国内勘查投入占全球比重为 4. 4%，加拿大、澳

大利亚、美国勘查投入分别为中国的 4. 2倍、3. 8倍

和 2. 6倍。而中国多数矿产品生产和消费占全球一

半以上。（3）矿山“老龄化”形势严峻。经过几十年

的高强度开采，国内部分大型优质矿山资源开采殆

尽，需要不断加大深部找矿力度，扩大资源储量，延

长矿山服务年限。四是国内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不

足。2013—2020年，中国共有 16种矿产产量大幅下

降。其中，原油产量自 2016 年以来连续 5 年不足 2
亿 t，直到 2022年产量才突破 2亿 t，初步扭转局面。

铁、锰、铜、钾盐等矿产产量较高点分别下降 19%、

61%、13%和10%（谈文胜，2023）。

1. 3　海外资源供应风险凸显

海外资源供应风险主要为：（1）资源外采度持

续攀升，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难以改变。2010
—2020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从 54% 增至 73%，天然

气从 12% 增至 43%，铁矿石从 60% 增至 82%，锰矿

石从 61% 增至 90%，铜矿石从 60% 增至 74%，铝土

矿从 40% 增至 57%。（2）当前伴随着乌克兰危机爆

发，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资源博弈日益激烈。

特别是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国际争夺日益激烈，已成

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欧盟、

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先后发布了

关键性矿产资源名录，并制定配套保障支持措施

（许大纯，2021）。特别是美国大力扶持本土及盟友

投资战略性矿产，联合 10个资源富集国实施“能源

资源管理倡议”，企图构建“小圈子”，并利用定价、

资金、信息、规则等优势，精准围猎中国海外资源权

益，挤压中国在全球资源版图中的发展空间。（3）部

分资源富集国采取矿产品出口管制、矿业资产国有

化、强化外资审查、提高资源税费等措施，资源民族

主义抬头趋势明显。作为重要资源输入国，中国企

业在国际市场投资和竞争中资源民族主义是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刘天科等，2022）。中国最大优势

在矿山建设、运营和资源开发环节，全球矿业政策

收紧，不断挤压中国矿业产业优势和利润空间，未

来中国所面临的资源安全风险挑战陡增。必须引

导资本向矿产资源前端勘查领域进军，提升中国勘

查资本运营水平，抢占资源上游制高点，巩固中国

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地位。同时，要以互利共赢的方

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有效

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同有关国家的能

源资源合作，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习近平，

2022a，2022b）。

1. 4　国内资源勘查开发仍有较大潜力

国内成矿地质构造环境条件较好，古亚洲成矿

域、环太平洋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均聚焦中国，大

量成矿。总体来讲，国内广袤的国土面积上还存在

着巨大的找矿潜力（陈毓川和毛景文，2023）。根据

资源潜力评价结果，国内石油探明率约 35%，天然

气仅为 1. 9%，煤层气 2. 6%，铁、铜、铝等 25 种固体

矿产资源总体探明资源量仅占预测资源量的 30%，

国内资源保障潜力仍然巨大。以固体矿产资源为

例，当勘探深度超过地下 2000 m 时，资源量可在现

有的基础上增长一倍（许大纯，2021）。迫切需要借

助资本的杠杆支撑力量，撬动国内资源勘查技术、

装备和人才优势，加快资源潜力变现进程。

2　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领域的原因分析

虽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对国家资源安全和国

民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但国内矿业发展依旧没有完

全摆脱“位高势低”的尴尬局面，社会资本支持矿业

发展依然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状态，资本与矿业耦合

发展程度不够高，究其原因，既有金融供给侧的问

题，又有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行业发展自身问题。

2. 1　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行业规律分析

资源勘查和矿业开发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

大、收益高的特点，特别是地质勘查是劳动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同时更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地质勘查

工作是循序渐进、顺藤摸瓜的，其阶段性特征主要

反映了矿产资源勘查由面到点、由表及里、由浅到

深、由疏到密、由近及远和由中间到周边的一般性

规律（周鑫等，2014）。从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全生

命周期看，一旦发现矿体，进入矿山建设和开发阶

段，矿业和制造业并无本质区别，好项目容易获得

资本支持。经验表明，找矿总体成功率不足 3%，从

多样本看，勘查收益能覆盖成本并实现盈利，但单

个找矿项目投资风险依然很大，依靠财政投入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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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天量”资源需求，必须大力支持和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勘查领域，建立与矿产资源地质勘查规律相

适应的矿业投融资体系，完善风险分摊和化解机

制，多措并举帮助企业有效化解投资风险。

2. 2　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管理宏观政策分析

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一端的政策环境分析来

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

社会资本进入勘查领域的积极性整体不高的原因

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2. 2. 1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空间受到不合理挤压

近 10 年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不断深入，各

地越来越重视矿业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

题。但有的地方并没有完整准确全面地将生态文

明要求和矿业发展规律充分结合，比较片面地将矿

业开发理解为环境污染。特别是有的地方在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时候存在一定“变形走样”，将

部分资源富集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里面。《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

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等政策文

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20），为生态

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战略性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留出了政策空间。但在具体实践

中，还需要不断深入完善。正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空间政策约束的不确定性，制约了社会资本进入矿

产资源勘查领域的积极性。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

统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资源安全，在国土

空间上保障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落地见效，成为当前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余星涤等，2023）。

2. 2. 2　矿业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门制定出台了矿产资源勘

查开采登记管理、矿业用地、矿业权出让收益等系

列政策，旨在进一步推进矿业改革，释放发展活力。

但政策的实践效应还需进一步观察，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总结完善。通过调研了解到，有的地方存在不

合理、不规范的矿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执法检查，

一定程度上影响矿业企业的积极性。有的地方致

力于建设“无矿市、无矿县”。

2. 2. 3　矿业企业税负总体偏高

国内矿产资源总体禀赋特点决定了矿业开发

成本总体较高。以铁矿为例，根据中国冶金矿山企

业协会统计，2020年国内铁精矿制造成本为367元/t，
国内铁精矿平均完全成本 510元/t，远高于国际铁矿

石巨头的生产成本。同时经过几十年的规模化开

发，国内低成本、易开发的矿产资源基本枯竭，开发

成本逐步提高。近几年，国内吨铁精粉承担税费比

例大约为 22. 12%，而澳大利亚卡拉拉矿税费负担

在 4. 5%、巴西税费负担在 10% 左右，美国、加拿大

个别州铁矿企业的税费负担率 6. 5%（赵民革，

2023）。同时，虽然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不断

深入推进，但在实际中还需要根据新的时代要求不

断完善。

2. 3　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融资市场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上矿业相关上市公司约 200 家，

主要是资源开发、冶炼加工、材料研发类企业，真正

以采矿为主业的不足 100 家。总体上看，中国现有

资本市场几乎没有典型的资源勘查企业，风险勘查

资本市场建设严重滞后。当前，国际上较为活跃的

风险勘查资本市场主要有多伦多、伦敦、纽约、悉尼

和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等 5 家。截至 2022 年 5
月，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有矿业上市公司 1182
家，澳大利亚有 705家。全球 60% 以上的勘查开采

融资发生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通过国际对比分

析，中国资源勘查与资本无法很好“结缘”的主要原

因如下：

2. 3. 1　资本市场企业上市标准与勘查行业特性不

匹配

中国资本市场对企业上市有严格的盈利条件

要求，如北京交易所要求市值不低于 2亿元，最近两

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万元；主板市场要求 3年盈

利且累计超过 3000万元。2019年 4月 30日修改后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从市值、

净利润、营业收入等方面规定了 5条上市标准。而

找矿周期一般为 8～10 年甚至更长，大多数勘查企

业难以达到中国当下资本市场对盈利的要求，被资

本市场“拒之门外”。国际上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均

不作盈利要求，而是在运营资金、勘查报告、信息披

露、中介机构等方面设立严格监管标准和要求。

2. 3. 2　风险勘查投融资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

资源勘查体制机制改革总体滞后，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地质工作新体制尚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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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部分地勘单位虽已转企，仍然存在体制不顺、

事企不分、治理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大多地勘

单位仍属于“打工者”角色，严重缺乏依靠自主资本

投入并专注找矿的初级勘查公司。同时会计、法

律、技术咨询、投资银行等风险勘查相关的专业化

中介机构培育力度不够，还不能提供高效有力的技

术服务。资本提供主体方面，散户多，专业化机构

投资者少。

2. 3. 3　诚信体系与勘查信息披露规则不完善

国际风险勘查资本市场一般都站在交易所和

投资者视角制定标准和政策制度，例如独立地质师

制度、企业银行贷款可行性报告制度、上市企业勘

查开采投资和地质信息披露制度、独立经理人制度

等（李颖等，2019），实现地质技术信息与资本市场

语言之间有机转换和无缝衔接。虽然几年来国内

资源储量管理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储量标准已基本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但总体上被资本市

场接纳和认可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是从资

源管理本身出发制定，资本市场接受度有待提高。

同时，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勘查信息披露不够规范，

难以有效避免地质报告和地质信息造假。

2. 3. 4　勘查风险分摊和化解机制不健全

国际上多数国家针对勘查阶段不征收相关税

费，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财政、金融、税收等激

励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分担和化解勘查风险。如加

拿大制定实施风险资本市场低门槛、矿产勘查鼓励

计划、可抵税流转股票（FTS）等政策促进勘查资本

市场繁荣发展。澳大利亚实行风险性钻探补贴政

策，企业完成相应工作即可获得相应补贴，最多可

达费用投入的 50%。在日本，主要由政府承担前期

初级勘查，发现可供进一步详查的矿区后，由政府

和企业联合出资，或由政府提供勘查补助金，投产

后由企业上缴部分利润（范继涛等，2023）。除此之

外，针对矿业行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健

全，前端勘查融资和后端采选加工融资不够协调，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不够合理，相关市场对外

开放水平还不够高，企业风险管理的工具不够丰富

等等，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资本进入勘

查开发领域的积极性。

3　社会资本支持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的政策建议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按

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强财政资金

的引领带动作用，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矿业营商环境，积极构建与地质勘查规律相适

应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战略

性矿产资源勘查领域，补齐社会资本支持矿产资源

勘查的短板，加快构建矿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体系，促进国内资源勘查开发和矿业国际合作高质

量发展，支撑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的

提升。

3. 1　统筹谋划，为社会资本支持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提供战略指引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统筹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与保护布局，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调，

深化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产资源规划，持续

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重点布局，完善产业发展

政策方向和准入条件等，同时，探索研究制定社会

资本支持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指导意见和

政策措施，为社会资本进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领域

提供战略导向、规划管控、政策指引、标准规范等，

为资本市场、金融机构等支持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

提供科学参考。

3. 2　改革创新，持续打造更加良好的矿业发

展营商环境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矿业营商环

境，是社会资本进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领域的重要

基础和前提。建议对标对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深入落实“两个

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调整矿产资源权益金等矿业

财税政策，将资源勘查、开采成本控制在企业可承

受的合理区间。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安全、环保等监督管理行为。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的关系协调问题，尽

可能减少企业家关于投入后能不能顺利转采的不

必要担忧。研究制定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纾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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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别是针对紧缺矿种和经营面临困难的矿业

企业，以及重点勘查企业和勘查项目，按照“一矿一

策”的模式和思路，持续开展普惠式纾困、滴灌式帮

扶，稳预期、增信心，努力形成让国企敢干、民企敢

闯、外企敢投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局面，让“敢”

字变成企业的自主自发勘查开发投入行为。

3. 3　试点先行，建立完善以中国特色风险勘

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

支持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矿业企业，利用不

同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尽快培育中国特色

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既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迫切

需要，也是新形势下更好支持和引导矿业资本规范

健康发展，服务资源勘探开发实体、实现高质量找

矿突破的一条有效路径。按照“以后端矿业反哺前

端勘查”的思路和路径，利用已上市矿企在资本市

场上的便利优势，探索实行科创投入可抵税政策，

让“风险勘查”逐步被市场接受和认可。探索在科

创板、创业板或北京交易所开展战略性矿产资源风

险勘查资本市场试点，特别是制定与行业特点相匹

配的上市条件和标准，同时实行闭环监管，有效防

范风险，为找矿领域“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融资平

台。对于已经上市的矿业企业，进一步提升再融资

便利性，支持开展国内外优质战略性矿产资源项目

并购，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于优秀中小型企业，加

大培育和辅导力度，支持其到中小企业板、创业板、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等上市或挂牌融资。支持矿业企业海外二次

上市，拓宽国际融资渠道。

3. 4　银企联动，创新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间接融资支持体系

长期以来，矿业行业特别是资源勘查被银行业

的审慎原则举止门外，而国内间接融资比例较高，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是矿业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

重要金融支持源头活水。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关键矿种、矿业企业、重点矿区、重大项目提供精准

金融支持。针对国内矿业企业负债率较高的特点，

建议创新投贷联动模式，为重大开发项目和项目并

购提供金融服务和解决方案，特别是探索银行业采

取投贷联动等模式，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资金支

持。探索矿业领域新型主办银行制度，为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提供高质量专业化融资服务（董延涛等，

2021a）。创新发展符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周期长、

风险大、收益高”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立

健全“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政策

性银行作用，提升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

3. 5　精心培育，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

风险勘查经营主体

加快推进地勘单位改革，提升治理能力和水

平，让地勘单位和其他企业能按自己的地质策划拿

到足够数量的探矿权，为上层的详查、勘探、可研和

采矿打下坚实的基础（李裕伟，2023）。探索实施

“种苗、选苗、育苗、送苗”工程，按照“培育一批、辅

导一批、上市一批”的思路，加快培育风险勘查经营

主体，支持具备找矿技术、人才、经验等条件的地勘

单位、矿业企业上市融资。实现风险勘查技术和资

本有效对接。是探索由大型矿业企业、金融机构

等，共同设立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基金，按照市场

化原则开展风险勘查。大型企业对于加大投资力

度，促进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应以战略性矿产为重

点，促进优质矿产资源向优质矿业企业集中， 精心

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形成战略性

矿种、战略性矿区、战略性企业“三位一体”的发展

格局（董延涛等，2021b）。

3. 6　扩大开放，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勘查开

采新体制

目前国内矿业领域对外开放总体落后于制造

业，虽然政策方面没有大的障碍，但从实践层面看，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实体经济领域的外资投资力度

还很小，建议研究相关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外资投

资国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以资本市场为纽带，实

现与重要资源国的双向开放，这是中国作为最大工

业国，与资源国建立利益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当前

中国主要通过开采、回运、贸易等渠道获取海外资

源保障，迫切需要支持勘探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和

有效防范风险，到资源富集国开展资源勘查，下好

“第一手棋”，做大全球资源供给端，为中国参与全

球资源治理争取良好市场环境和有利位势。研究

加快推进国内矿业资本市场、矿产品期货市场国际

化进程，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期货期权市场”

（王艳丽等，2021），提升市场影响力和话语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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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开放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形成资源命运共同

体。鼓励外资持有中资矿业企业，支持通过“换股”

方式，开展国际并购和参股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

减少现金支出，降低国家外储流失。魏桥主导的

“赢联盟”模式成功将几内亚铝土矿运回中国，不但

是中国企业有效开发国际资源的成功范例，而且对

中国铝工业资源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意义（王京等，2022）。应创新矿业国际

合作模式，推动与资源国、其他国际合作伙伴构建

深度融合的利益机制。加快构建以适应资本市场

规则、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地质矿产技术标准体系。

3. 7　综合保障，加快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综合服务体系

按照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的总体部署和重点

布局，以能源、紧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为重点，

加大对重点成矿区带的公益性地质调查投入，进一

步查清成矿条件、预测资源潜力，圈定新的找矿靶

区，加大公益性地质服务力度，为经营主体提供基

础地质、矿产资源、投资评价等信息和技术服务。

研究鼓励社会各方面主体提供勘查区块的激励政

策。加强资源外交，与重要资源富集国签订或者更

新双边投资协定，充分保护企业海外投资利益。培

育专业化的研究机构、财务、法律中介机构、第三方

评估等中介服务体系，为企业开展国内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或者“走出去”提供法律、政策等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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