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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铁矿石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由于资源禀赋条件差、开发利用技术相对落后、成
本高等原因，使国产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通过对国产铁矿石成本构成和进口矿价格的对比
研究，初步探讨了国产矿完全成本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了国产矿与进口矿的成本竞争力，提出了
打造长期成本竞争优势的对策和措施，以期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保障国家钢铁工业战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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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ｒｏｎ ｏｒｅ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 ｏ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ｓ ａｔ ａｎ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ｄｏｗ-
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ｒｏｎ 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
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ｏ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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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矿山都加大了铁矿投资，产能将
陆续集中释放，铁矿石成本成为国内外矿山竞争焦
点，铁矿石竞争进入“成本为王”时代［１］ 。 但是， 国
产矿受资源禀赋、生产工艺、装备水平、税费负担等
条件制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国外铁矿巨头在生
产成本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国产矿市场份额陆续由
进口矿替代。 因此，短期内国产矿保持市场竞争力
的关键是成本与进口矿价格的竞争。

1　 铁矿石产业现状
铁矿石是工业的源头，铁矿石市场变化关乎国

家经济安全。 历年来，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
高达 ６０％，每年的进口总量接近 ７ 亿 ｔ，几乎有 ２／３
的工业需求依赖于进口铁矿［２］ 。 可见，相比进口矿
而言，国产矿在市场交易中毫无竞争优势。 回顾
２０１４年，进口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全年下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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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近 ５０％。 受铁矿石价格下跌影响，进口矿量大
增，国产矿市场份额逐步减少，国内矿山企业亏损严
重。 ２０１５年，世界四大矿商（力拓、必和必拓、ＦＭＧ
以及淡水河谷）延续增产趋势，凭借低成本抢占市
场份额，全球铁矿石整体需求增速随着钢铁行业步
入平稳发展期开始逐步减缓，国内铁矿市场下行趋
势明显。 ２０１６年，国产矿减少的市场份额将继续由
进口矿替代，未来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不可避免，供
应风险问题将长期存在［３］ 。 但另一方面，成本因素
将限制铁矿石价格继续下跌，铁矿石价格将步入回
升期。
铁矿石是冶金工业的重要原料，在钢铁生产成

本中占比高达 ３７％，其价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钢铁
企业的成本［４ －５］ 。 以进口矿价格为主导的铁矿贸易
是把“双刃剑”，涨价有利于国内铁矿山的产能释
放，降价有利于国内钢铁企业的生产盈利，但不合理
的价格波动严重限制了国内铁矿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 在未来的铁矿规划中，一方面不能忽视进口矿
的低价销售战略，防止国外企业垄断操纵矿价；另一
方面，力求降低国内铁矿生产成本，掌握铁矿市场价
格权，维持合理矿价，确保铁矿市场稳定发展。 目
前，国内铁矿石在与进口矿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地位，因此对国产铁矿石的成本剖析以及与进口铁
矿石的对比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我国钢铁行业的成本

劣势，找出国产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提出相对应
的改良对策和措施，以此保障国家钢铁行业战略安
全。

2　国产铁矿石成本构成及走势分析
国产矿是制衡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主要力量，在

保护环境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降低开采成本，增加
铁矿石市场供给，发挥国产矿的制衡作用［６］ 。 但
是，国产矿却面临高成本的困扰。

2．1　国产矿完全成本现状
完全成本是企业一定时期为生产和销售一定数

量和种类的产品或劳务所发生的全部耗费。 据冶金
矿业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数据［７］分析，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３１家重点骨干企业生产的铁精矿完全成本平均 ６１５
元／ｔ，相当于 １００美元。 其中，完全成本在 ５００ 元以
下的企业有 ５ 家；５００ ～６００ 元之间的有 ５ 家；６００ ～

７００ 元之间的有 ３ 家；７００ ～８００ 元之间的有 ８ 家；
８００ 元以上的有 １０ 家。 企业完全成本 ７００ 元以上
者占比达到 ５８％（图 １），反映出国产铁矿石成本普
遍偏高。

图 1　国内重点企业铁精矿完全成本区间分布

2．2　国产铁精矿完全成本构成及分析
（１）据铁矿石从开采、加工到销售所经历的几

个环节来分析，国产铁精矿完全成本的构成大致可
划分为四大类，分别为：采矿成本 ２７３ 元／ｔ、选矿成
本 １７５元／ｔ、期间费用 １４４ 元／ｔ 和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２ 元／ｔ （图 ２ ）。 其中，采矿成本占比最大，达
４４．４％；选矿成本和期间费用次之，分别为 ２８．５％、
２３．５％；营业税金及附加最小，为 ３．６％。

图 2　2013年全国重点企业铁精矿平均完全成本结构

　　（２）按企业成本支出项目划分，铁精矿完全成
本又可分为刚性支出（定额物资及能源成本、人工
成本、税费、财务及销售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其
他）和可控费用（修理费、行政管理费、生产及检修
运输费、其他可控费用）两项成本费用。 ２０１３ 年铁
精矿完全成本 ６１４．８ 元／ｔ，其中刚性支出 ４８７．５
元／ｔ，占比 ７９．３％；可控费用 １２７．３ 元／ｔ，占比
２０．７％。 相比上年，完全成本升高了 ４ 元／ｔ；刚性支
出升高了 ８．３元／ｔ，占比上升 ０．８％；可控费用降低
了 ４．３元／ｔ，占比下降 ０．８％（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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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铁精矿完全成本构成表

成本类别
费用

／（元· ｔ－１）
占完全成本
比例／％

费用增加
额／（元· ｔ－１）

占比增
加／％

（ ａ）刚性支出 ４８７ �．５ ７９ �．３ ８ *．３ ０ $．８

定额物资及能源成本 １７３ �２８ �．１ ７ 鬃０  ．８６

人工成本 １２２ �．５ １９ �．９ ３ *．６ ０ $．５

税费 ７７ i．７ １２ �．６ １ *．６ ０ $．２

财务及销售费用 ３７ i．５ ６ 梃．１ １ *．１ ０  ．１４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７ S．６ １ 梃．２ ０ *．２ ０  ．０３

其他 ６９ i．２ １１ �．４ －５ 鬃．２ －０ Q．９

（ｂ）可控费用 １２７ �．３ ２０ �．７ －４ 鬃．３ －０ Q．８

修理费 ３２ i．６ ５ 梃．３ １ *．５ ０ $．２

行政管理费 ３０ i．４ ５ 梃．０ －４ 鬃．１ －０ Q．７

生产及检修运输费 ８ S．３ １ 梃．４ －１ 鬃．２ －０ Q．２

其他可控费用 ５５ i．９ ９ 梃．０ －０ 鬃．４ －．１ 敂
　　注：数据源于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枟国产铁矿石成本分
析及对策研究枠资料。

由表 １ 可知，铁精矿完全成本中刚性支出占据
主导地位，可控费用占比较小。

2．3　国产铁精矿完全成本走势分析
２００９年以来，国产铁精矿完全成本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 其中，刚性支出表现为逐年升高，２０１３ 年
比 ２００９年升高了近 １００元／ｔ；反之可控费用变化平
稳，２０１３年比 ２００９年仅降低了 １．２７元／ｔ（图 ３）。

图 3　国产铁精矿完全成本走势图

　　由图 ３可知，刚性支出表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
是影响成本变化的主要因素；可控费用基本维持不
变，对成本影响较小。 分析刚性支出升高的原因将
有助于解析国产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象。 根据刚性
支出具体成本项目分析，其逐年升高的主要原因为：

（１）定额成本逐年升高，２０１３ 年比 ２００９ 年升高
了 ２３．３元／ｔ，但占比基本稳定在 ２８％左右（图 ４）。

图 4　定额成本走势图

　　定额成本升高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大部
分矿山由山坡露天开采转为深凹露天开采、露天开
采转为地下开采，采掘难度加大，深采高排现象增
多，导致运距加长、剥岩量增加，矿石生产成本逐年
升高；二是国内企业加大了铁矿回收再利用力度，并
着手于大规模开采极贫矿和难选矿，这虽然有利于
国内矿产资源的充分利用，降低铁矿石的对外依存
度，但由于入选品位下降，导致选矿难度加大，成本
升高；三是能源消耗性产品价格上涨，企业采购成本
增加，如电力、汽柴油等能源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对
矿山采、选、运等工序成本影响很大。

（２）人工成本连年增长，２０１３ 年人工成本比
２００９年升高 ２９．８ 元／ｔ，占比上升 ２％（表 ２）。 主要
原因是：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工人工资基本以
年均 ２０％至 ３０％的速度增加，加之职工福利、劳动
社保等额外支出比重上涨，企业负担逐年加重。

表 2　历年人工成本概况
年份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人工成本／（元· ｔ－１） ９２  ．６６ １０８ {．１４ １２１ 亮．４１ １１８  ．８７ １１２ N．４７
占完全成本比例／％ １７  ．９３ １９ e．０８ ２０ *．０６ １９ 痧．４６ １９ 8．９２
　　注：数据源于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枟国产铁矿石成本
分析及对策研究枠资料。

（４）税费负担越来越重，２０１３ 年铁精矿完全成
本税费比 ２００９年升高 ２５．５元／ｔ，升高幅度近 ５０％；
而缴纳的税费总额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２７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２６０．１亿元，增幅近 １０５％；税费销售负担
率明显大幅度提升（表 ３）。
矿山税费过重，造成矿山效益下降，究其原因：

一是有些税费标准不符合实际，远远超过了国内矿
山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特别是资源税未与资源品
位挂钩，低品位矿税费明显偏高；二是增值税率提
高，加之新的油税政策不合理，加重了企业负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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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矿山企业缴纳的税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及

重复计征问题。

表 3　历年税费概况
年份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完全成本税费
／（元· ｔ－１） ５２ "．３２ ５２ P．７１ ７２ �．８２ ７６ �．１６ ７７．７３

税费总额／亿元 １２７ O．０ １９３ }．１ ２３５ �．８ ２１５ 谮．６ ２６０ -．１
税费销售负担率／％ １８ 8．３ ２０ g．６ ２０ 晻．９ ２１ 妹．５ ２５  ．２
　　注：数据源于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枟国产铁矿石成本
分析及对策研究枠资料。

（６）财务及销售费用不断上涨，２０１３ 年比 ２００９
年升高 １９．２ 元／ｔ，翻了一倍，占比上升 ２．６％（表
４）。 近年来，国产矿市场份额下降，国内矿山企业
生存艰难，企业资金紧张。 为了维持企业正常运转，
企业不得不以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以支付营销支

出，财务费用难免大幅度攀升。

表 4　历年财务及销售费用成本概况
年份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财务及销售费用
／（元· ｔ－１） １８ "．３５ ２４ P．９１ ３２ �．５２ ３６ �．４４ ３７．５３

占完全成本比例／％ ３  ．５５ ４ P．４ ５ h．３８ ５ 枛．９６ ６．１
　　注：数据源于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枟国产铁矿石成本
分析及对策研究枠资料。

（５）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大幅增加，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０５元／吨增长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７．６１元／ｔ，升高了４．５６
元／ｔ，近乎翻了 １．５倍，涨幅明显。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一般指矿山初建和老矿山续

接开采时，需要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
等价款，以及取得权属之前要缴纳的环境治理保证
金和生产经营期间要提取的矿山弃置费用。 这些无
形开支项目，大大增加了矿山企业成本，挤占了成本
空间，使得可控费用占比和成本可压缩空间逐年下
降，成本管控难度加大。

（３）折旧及维简费先升后降，从 ２００９ 年升高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７８．５元／ｔ，但又从 ２０１２年开始下降，截止
到２０１３年累计降低９．３元／ｔ（表５）。 变化原因有两
方面：一是固定资产逾龄，可计提折旧额减少；二是
部分企业下调费用提取标准以缓解成本压力，如鞍
钢矿业维简费由原来的 １８ 元／ｔ 原矿下调到９ 元／ｔ
原矿。

表 5　历年折旧及维简费概况
年份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折旧及维简费
／（元· ｔ －１） ７２ 耨．０１ ７７ 6．３５ ７８ |．４８ ７４ 亮．４４ ６９  ．１８

占完全成本比例／％１３ 耨．９４ １３ 6．６５ １２ |．９８ １２ 亮．１９ １１  ．２５
　　注：数据源于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枟国产铁矿石成本
分析及对策研究枠资料。

（７）老企业社会负担沉重。 矿山企业承担着职
工的住宿、医疗、教育等社会职能，每年负担的费用
多达几千万元，同时，老矿山企业还要负担大量的居
家、离退休职工等统筹外费用，大大增加了矿山成本
支出。

（８）安全与环保成本逐渐上升。 近年来，矿山
企业安全环保问题频发，致使资源浪费和财产损失
严重。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如矿山企
业安全生产费制度、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等，用
来加强安全与环保专项治理的资金投入，确保建立
健全的监管体制，但这些举措却大大增加了企业安
全成本和环境成本。
综上所述，国产铁矿石成本问题多 ，市场压力

大。 从成本结构和历年走势分析：国产矿完全成本
中刚性支出上升，可控费用基本不变，但整体呈逐年
升高趋势；成本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刚性支出逐年升
高，刚性支出又取决于企业的开采技术、人工花费、
设备维护、社会负担、安全和环保支出等方面。 成本
升高，导致国产矿竞争力低下，进口铁矿石依赖性增
强，国内铁矿产能过剩，矿业行情低迷。 因此，分析
国产铁矿石成本影响因素，从根源上提出对策意见，
对促进国内铁矿行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国产矿与进口矿对比分析
２０１３ 年对国产铁矿市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盈

利期间，国产矿到厂价格同进口矿到厂价比较具有
一定的竞争优势。 进入 ２０１４年以后，铁矿石价格一
路下跌，至年尾时，跌幅已近 ５０％，受价格大幅下挫
影响，国内铁矿石贸易利润空间快速压缩，不少企业
亏损严重陷入困局。 ２０１５ 年延续价格跌势，但国际
巨头们逆市扩产，铁矿产量保持高速增长，供大于求
占据市场主流格局 ［８］。 截止到 ２０１６年 ９月，铁矿石
价格继续下降，铁矿石需求减缓，加之港口库存居高
不下，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矛盾未有改观。 随着进
口矿价格不断下降，国产矿到钢厂的采购成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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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高于进口矿到钢厂的采购成本价，竞争优势明显
变弱。
据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１３

年国产矿平均成本 ９９．６４ 美元／ｔ，国外铁矿石巨头
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企业平均生产成本
４９．２９美元／ｔ（表 ６），仅占国产矿生产成本的 １／２，国
产矿竞争力明显偏弱。 其中：定额物资及能源动力
比国外矿企高出 ８．１９ 美元／ｔ；人工成本高出 １５．２８
美元／ｔ；税费高出 ９．３７ 美元／ｔ；辅助材料高出 ３ 美
元／ｔ；折旧及其他费用高出 １．５８ 美元／ｔ；可控费用
比高出 １２．９３ 美元／ｔ。 可见，国产矿成本花费明显
大于进口矿。

表 6　2013 年国产矿与进口矿生产成本概况

成本类别
国产矿成本
／（美元· ｔ－１）

进口矿成本
／（美元· ｔ－１）

定额物资及能源成本 １６ 构．３１ ８ v．１２
人工成本 １８ 构．３７ ３ v．０９
税费 １０ 构．００ ０ v．６３

辅助材料 １１ 构．７３ ８ v．７３
折旧及其他 １１ 构．８５ １０ 寣．２７
可控费用 ３１ 构．３８ １８ 寣．４５
合计 ９９ 构．６４ ４９ 寣．２９

　　注：数据源于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枟国产铁矿石成本
分析及对策研究枠资料。

相比进口铁矿石，我国铁矿石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市场竞争力明显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９ －１０］ ：

（１）资源禀赋差，采选工艺复杂
我国是世界第四大铁矿资源国，截止 ２０１４年已

探明铁矿资源储量高达 ８００ 多亿 ｔ。 但是资源条件
先天不足，存在“贫、杂、细、小、散”的特点：贫多富
少，贫铁矿占 ９７％以上，平均品位仅 ３３％，低于世界
铁矿石平均品位 １１ 个百分点；矿石类型复杂，共伴
生组分多，选冶条件差；矿物结晶粒度细，难磨难选；
中、小型矿床多，超大型矿床少；矿产资源分散，遍布
全国 ３０ 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由于资源禀赋条件
差，导致生产环节多、选矿工序复杂，对材料、能源、
人工等资源消耗很大，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而澳
大利亚、巴西等国家高品位矿石居多，甚至不需要入
选就可直接入炉冶炼，生产成本远低于国产矿。

（２）行业布局分散，产业集中度低
我国现有铁矿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居多，遍布全

国。 中小型矿山企业绝大部分是乡镇或者私人采

矿，普遍存在资金投入少、装备水平落后、开采方式
粗放等问题。 由于缺少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滥采
滥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等现象屡见不鲜，不但资
源浪费严重，如河北省就有 １ ５００ 多个开采铁矿的
企业，其中 ９５％以上是以群采为主的民营个体企
业，资源回收率不足 ５０％；而且导致国内产能分散，
铁矿石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经营规模和能力相对较
弱，难以与国际矿业巨头抗衡。

（３）企业税费负担重
国内铁矿山企业税赋重，企业承担的税费多达

２５种，平均销售税费负担率为 ２５％左右，远高于澳
大利亚、巴西铁矿山 ４％至 ５％的水平，大大增加了
企业财政支出［１１］ 。
综上所述，我国铁矿产业存在资源禀赋差、行业

布局分散、钢铁工艺相对落后、企业负担重等问题，
导致国产矿成本偏高，与进口矿相比，市场竞争优势
明显不足。 在国内外铁矿石产能逐步扩张的背景
下，铁矿石成本价格直接决定了其市场竞争力。 国
内矿山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谋得发展空间，就必须贯
彻低成本战略，打造出具有长期成本竞争优势的世
界级铁矿企业，提升铁矿石在全球矿业市场竞争中
的话语权。

4　打造长期成本竞争优势的对策和
措施

　　针对国产矿成本偏高、市场竞争实力不强的局
面，矿山企业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应统筹规
划行业发展，实施低成本战略，建立健全的财税制
度，协同海外办矿，推进技术革新，争取打造出具有
长期成本竞争优势的世界级铁矿企业，以保障国家
钢铁工业战略安全［１２ －１４］ 。

（１）合理规划铁矿行业发展
以目前行业现状为基础，从国家、行业和企业层

面入手，统筹整合国内冶金矿山企业，扭转国产矿市
场困局，提升国内铁矿资源的国际话语权，促进我国
铁矿行业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层面：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制定铁矿资源

开发规划，规范和引领行业发展进步，整体提升冶金
矿山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行业层面：通过合理规划推进资源整合，提高产

业集中度和在全球矿业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保障
我国钢铁原料供给的战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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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面：通过针对性的系统规划的实施，推动
各自企业的管理建设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
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

（２）推行低成本战略管理
为改变国内铁矿石市场困局，应以企业战略为

主导，以价值分析为基础，以管理提升为驱动，以技
术创新为支撑，全力推进低成本经营，提高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实现低成本战略管理，促使行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
以企业战略为主导：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长期

成本竞争优势为目标，把低成本经营概念植入企业
发展战略，建立起立足长远、立足全局、立足竞争的
成本管控体系，打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铁
矿企业。
以价值分析为基础：抓好企业价值链的价值创

造和增值活动，充分运用价值链分析，识别企业的竞
争优势，寻找相应的价值链管控和优化措施，以创
造、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实现成本管控。
以管理提升为驱动：在推进低成本战略管理的

同时，大力推进精细化物资管理、生产管理、设备管
理、质量管理、对标管理等工作，积极建设以优化地
质品位、采矿品位、入选品位、精矿品位和入炉品位
为核心的“五品联动”管理模式和以数字化、信息化
为前提的“智慧矿山”管理系统，推动企业管理全面
提升，促进成本管控的全面实施。
以技术创新为支撑：通过大力推进技术革新，引

进先进技术，全面优化企业生产模式、工艺流程和管
理方式等方面，降低企业无形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
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３）健全矿山行业财税政策
目前，我国铁矿企业的财税负担水平远高于国

内一般工业和国外同行业，严重地影响到国内铁矿
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部门应
立足国情，参考国际惯例，从节约资源和低税免税政
策出发，积极主动地开展矿山行业财税政策的研制
活动，争取建立健全的财税制度，减轻矿山税负，提
升国产矿石的市场竞争力。

（４）注重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国内矿山企业普遍存在开采技术粗放、装备水

平落后、能源耗费偏高、环境破坏严重等现象，致使
企业成本开支加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如何加强
关键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水平、降低生产耗损、

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我国铁矿企业当前面临的核心问

题。 针对我国铁矿资源“贫、杂、细、小、散”的赋存
特点，国家和矿山企业已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开始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攻关（如低品位磁铁矿、
高磷赤铁矿的选冶技术研究等），并对贫铁矿资源
开展新技术、新方法、新应用的研究，提高贫铁矿资
源的开发利用水平，降低资源耗损，改善成本现状，
提高企业竞争力。

（５）协同海外办矿，优化供给配置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国际矿石品质和价

格等优势，通过国外开矿、合同买矿等形式，建立稳
定的海外铁矿原料基地。 借鉴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
经验，依托技术和工程管理优势联合办矿，建立海外
办矿协同机制，促进企业发展模式由资本型向技术
转变，力争提升权益矿供给比例，减小进口矿量，实
现海外市场配置优化。

5　结 论
（１）企业刚性支出的各项费用逐年升高是国产

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 研究表明，国产
矿定额成本逐年升高，但占比基本稳定；人工成本随
时间上升，影响加重；折旧及维简费先升后降，影响
降低；成本税费大幅提升，企业负担加重；无形资产
摊销费用增大，挤占成本可压缩空间；职工老龄化加
重企业社会负担；安全、环保意识提高，成本开支增
加。

（２）与进口矿相比，国内铁矿资源禀赋条件差，
行业布局分散，生产工序多，钢铁工艺相对落后，能
源耗费偏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铁矿石市场竞争力
明显不足。

（３）要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打造出具有长期
成本竞争优势的世界级铁矿企业，增强中国企业在
国际铁矿石市场的战略调控能力，关键在于：立足国
内开发，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推行战略
成本管理，实施低成本战略；加强政策扶持，减轻企
业税负，推进产业升级；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
用水平；协同海外办矿，提升权益矿比例，优化供给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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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０，１９（１）：４３ －４５，６４．

中国、美国、欧盟对战略性矿产界定的差异

枟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枠制定了我国的战略性矿产目录。 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需求，将 ２４种矿产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铀；金属矿产：铁、铬、铜、铝、金、
镍、钨 、锡、钼、锑、钴、锂、稀土、锆；非金属矿产：磷、钾盐、晶质石墨、萤石，作为矿产资源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的重点对象，并在
资源配置、财政投入、重大项目、矿业用地等方面加强引导和差别化管理，提高资源安全供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
美国能源部于 ２０１１年出台了枟关键材料战略枠，提出了 １４ 种关键矿产：镧、铈、 镨、钕、钐、铕、铽、镝、锂、钴、镓、铟、碲和

钇。
欧盟于 ２０１０年发布了枟欧盟关键矿产原材料枠报告，提出了 １４种关键原材料：稀土金属、铂族金属、钨、锑、镓、锗、铍、钴 、

镁、铌、钽、铟、萤石、石墨。

·４２·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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