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 期
２０１７ 年 ６月

矿 产 保 护 与 利 用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３
Ｊｕｎ．２０１７

东北亚地区贵金属资源与供需现状
倡

柴璐， 鲍庆中， 周永恒， 李霄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我国贵金属需求稳居世界前列，贵金属供给受到资源的约束将逐年趋紧，为满足我国贵金属资源可
持续利用，通过对东北亚地区俄罗斯、蒙古、中国东北地区、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金、银、铂族金属
资源概况和供需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将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作为“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建立境外贵
金属资源生产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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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亚地区包括重要的中俄蒙经济走廊带，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段的重要节点，包括中国东北
地区及毗邻的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共六个
国家和地区，东北亚是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经济发
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也是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
开发程度不高的少数区域之一［１］ 。 区内矿产资源
多集中在俄罗斯、蒙古、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
贵金属包括金（Ａｕ）、银（Ａｇ）和铂族金属， 铂族

金属又称铂族元素，包括铂（Ｐｔ）、钯（Ｐｄ）、锇（Ｏｓ）、
铱（Ｉｒ）、钌（Ｒｕ）、铑（Ｒｈ）六种金属元素。 根据其特

点可作为国际储备、饰品、币章等，是创造外汇收入
的主要商品，同时也具备良好的收藏价值［２］ ，根据

其物理化学特点还可用于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
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用途十分广泛。 其资源珍稀、
价格昂贵，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是矿业勘查开
发的热点之一。 贵金属勘查投资一直雄踞固体矿产
勘查投资榜首，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数据，
２０１５ 年黄金勘查预算总计为 ３９．４ 亿美元，占全球
预算总量的 ４５％，虽然受到金价大跌等因素使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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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减少，但仍是固体矿产勘查投资中最有吸引力
的［３］ 。
我国贵金属需求稳居世界前列，贵金属供给受

到资源的约束将逐年趋紧，东北亚地区贵金属资源
丰富且开发程度较低（图 １），俄罗斯和蒙古国与我
国东北地区山水相连，可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
乃至全国的贵金属资源储备基地。

图 1　东北亚地区大型贵金属矿床分布图
（注：资料来源［４］［５］）

1　俄罗斯
俄罗斯贵金属资源丰富，铂族金属和金的储量

分列世界第二、第三位，且主要分布于与我国东北毗
邻的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勘查开发潜力较
大。 俄罗斯同时是贵金属生产大国，黄金和铂族金
属产量居世界前列。

1．1　金矿
俄罗斯黄金资源非常丰富，２０１３ 年黄金储量

５ ０００ ｔ以上，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南非，居世界第三
位，占世界黄金总储量的 ９．３％［３］ 。 其中 ５９％的金
储量集中在原生金矿床，２７％的金储量在复合金矿
床，１４％的金储量在砂金矿中［６］ ，金的品位：原生矿
石 ４．５ ～５．５ ｇ／ｔ，砂矿 ０．７ ～１０ ｇ／ｍ３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各类金矿床共计 ５ ９７０ 个，其中原生矿床
占４．５％，复合矿床占 ２．４％，砂金矿占 ９３．１％［７］ 。
俄罗斯东部地区是金矿床的主要产地，约 ９０％的金
或伴生金矿床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当地金
矿主要为原生金矿和砂金矿两种［８］ 。 近年来，金矿
储量增长，金储量主要分布在伊尔库茨克州、马加丹
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萨哈（雅库特）共和

国等地（图 ２），其中伊尔库茨克州的超大型矿床苏
霍伊罗格是俄罗斯最大的金矿床，储量约占俄罗斯
的 １６％，此外还有马加丹州的纳塔尔京矿床、克拉斯
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布拉戈达特矿床和楚科奇自治

区的库波尔矿床等［９，１０］ 。 金的预测远景储量主要分
布在贝加尔－维季姆地区、上扬斯克－科雷马地区、
阿尔泰－萨彦地区、勘察加地区及乌拉尔地区 ［６］ 。

图 2　俄罗斯金矿资源储量分布图（注：资料来源［6］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黄金矿山产量 ２４７ ｔ，比 ２０１３ 年
增加 １７ ｔ，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总产量的 ８．２６％
（图 ３）［１１］ ，从 ２００７ 之后呈逐年上升趋势。 正在开
采的矿床中原生金矿床 ７８个、复合金矿床 ４９ 个，砂
金矿 １ ４３０ 个，采自原生金矿床和复合金矿床的产
量远超过采自砂金矿的产量，其中金矿床产量占总
产量的 ７５％，砂金矿产量占 ２５％。 近年来，由于超
大型金矿床（苏霍伊罗格、纳塔尔京）的开采，俄罗
斯金产量大大增加 ［９，１０］ 。 俄罗斯金矿开采企业达
４０ 余个，主要有柏木斯卡亚、阿尔丹采矿联合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托诺达股份有限公司等［６］ 。

图 3　中、俄、蒙黄金矿山产量图
（注：中、俄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蒙古数据来源：世界黄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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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银矿
俄罗斯银矿资源丰富，银矿资源主要有两类矿

床：原生银矿床和含银的复合矿床。 ７６％的银储量
集中于复合（含铜、铅、锌、金、镍等）矿床中，仅 ２４％
的银储量赋存在原生银矿中，且集中分布在西伯利
亚（占全俄总量的 ４５．６％）及远东地区（占全俄总量
的 ３１．７％）［９，１０］ 。 俄罗斯已探明银矿床 ２７７ 个，
７０％的银储量和 ７０％的开采量都集中在 １２ 个主体
矿床中，如杜卡特、伦内矿床（马加丹州）、乌多坎含
铜综合砂岩型矿床、布格达因斑岩型铜钼矿床（外
贝加尔边疆区）、奥泽尔多金属矿床（布里亚特共和
国）等。 银储量主要分布在马加丹（２２％）、外贝加
尔边疆区（１３％）和布里亚特共和国（１０％）等地。
银的预测远景储量主要分布在远东地区的上扬斯克

－科雷马地区、鄂霍茨克－楚科奇地区［２，６］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银的矿山产量 １ ４１２ ｔ，居世界第

七位，是世界主要产银国［１１］ （图 ４）。 目前有 １０３ 个
矿床开采银，复合矿床的产量占 ５７％，远东地区是
银的主产区［６］ ，其中位于马加丹州的杜卡特银矿山
２０１２ 年产量达４３９．４２ ｔ［３］ ，居第一位，其次为哈巴罗
夫斯克边疆区。 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全俄银产量达 ２ ０００
ｔ［９，１０］ 。 俄罗斯也是世界白银的主要出口国。

图 4　中、俄银矿山产量图
（注：中国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俄罗斯数据来源：世界矿产资源年评）

1．3　铂族金属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铂族金属储量 １ １００ ｔ，其中铂的

储量和开采量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位，钯的储量
居世界第一位，南非、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铂族金
属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９９％［３，６］ 。 铂族金属主要来
源于砂矿和铜镍硫化物矿床，储量主要分布于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其次分布于俄罗斯西北部的
摩尔曼斯克州，远东地区铂族元素矿化在成因上，均
与基性－超基性杂岩有关［４］ ，铂族金属预测远景储

量主要分布在中乌拉尔地区和摩尔曼斯克州［６］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共有 ９８ 个铂族金属矿床，

产量主要来源于诺里尔斯克铜镍硫化物矿床。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铂矿山产量 ２３ ｔ，居世界第二位，钯矿山产
量 ８３ ｔ，居世界第一位［１１］ （图 ５）。 俄罗斯铂族金属
开采的主要公司为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为世界第
四大铂族金属生产商［３］ 。

图 5　俄罗斯铂、钯矿山产量图
（注：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2　蒙古国
蒙古国金和银资源比较丰富，金矿在全国范围

内广泛分布，相对集中，银矿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和西
北部，大型以上的金、银矿床不多，但开发潜力大。
近十年来，蒙古金和银找矿勘查与矿山开发获得了
较大发展。

2．1　金矿
金矿是蒙古国的优势矿种，资源较丰富，产地很

多，已发现金矿产地 ３００ 多处，已知的小型及以上规
模矿床 ７０ 多处，金矿类型有脉金矿、砂金矿和斑岩
型金矿，总储量约 ３ １００ ｔ［１２］ 。 主要集中在蒙古国中
北部和西部，包括肯特矿带、额尔登特－巴彦格尔矿
带、巴彦红格尔矿带。 重要矿床有肯特金矿带内的
纳林陶勒戈伊（Ｎａｒａｎｔｏｇｏｉ）矿床，额尔登特－巴彦戈
尔矿带内的扎马尔（Ｚａａｍａｒ）、博若（Ｂｏｒｏｏ）、额仁
（Ｅｒｅｅｎ）和塔布（Ｔａｖｔ）矿床等［１３］ 。 蒙古金矿资源量
集中在以下几个矿床中，岩金矿床：塔威特（金资源
量 ４０ ｔ，品位 ７ ｇ／ｔ）、查干查希尔（金资源量 ５５ ｔ，品
位 １０ ～２０ ｇ／ｔ）、扎尔马（金资源量 １７ ｔ，品位 ７ ～３０
ｇ／ｔ）、博若（金资源量 ３０ ｔ，品位 ４ ～５ ｇ／ｔ）、额仁（金
资源量 ６．４ ｔ，品位 １ ～１１．６ ｇ／ｔ）、奥隆－奥沃特（金
资源量 ７５ ｔ，品位 ３．２ ｇ／ｔ），砂金矿床：胡木勒（资源
量 ４１．３ ｔ，品位 ０．４６９ ｇ／ｍ３ ），伴生和共生矿床：额尔
登特铜－钼矿（伴生金资源量 １１４．７５ ｔ，品位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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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查干苏布尔加铜－钼矿（伴生金资源量 ２６ ｔ，
品位 ０．５ ～２ ｇ／ｔ）、欧玉陶勒盖铜－金矿（共生金资
源量 ５１８ ｔ，品位 ０．７ ｇ／ｔ）等［１２］ 。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３ 年蒙

古国黄金产量 １７．８ ｔ，比 ２０１２ 年产量增长 ５ ｔ（图
３）。 主要产金区位于中央省扎玛尔地区（乌兰巴托
西北２８０ ｋｍ）和色尔格林县（乌兰巴托东南７０ ～１００
ｋｍ），以及距乌兰巴托 ７００ 多 ｋｍ 的保办脉金矿、塔
布特脉金矿、布木巴特脉金矿等［１３］ 。 由加拿大世纪
（Ｃｅｎｔｅｒｒａ）矿业公司勘查开发的博若金矿，２０１２ 年
金产量达到 ２．２ ｔ，占同年蒙古国黄金总产量的
１７．２％。

2．2　银矿
蒙古国已探明银矿总储量 １３ ７６９ ｔ，其中以银为

主的矿床储量 ６ ９６５ ｔ，铜钼矿床中伴生的银储量
４ ５０８ ｔ，铅锌矿床中伴生的银储量 ２ ２９６ ｔ［１３］ ，主要
分布在东方省东北部、阿尔泰山脉巴彦乌列盖省北
部。 与金伴生的银矿主要为浅成热液型、矽卡岩型
或花岗岩型；与铅、锌伴生的银矿多为浅成热液型。
蒙古大型银矿有阿斯加特（Ａｓｇａｔ，品位 １００ ～４５０
ｇ／ｔ ），中型银矿有孟根温都尔（Ｍｏｎｇｏｎ Ｏｎｄｏｒ，品位
１６０ ～２５６ ｇ／ｔ）和 Ｔｏｌｂｏ ｎｕｕｒ［４］ 。
3　中国

我国贵金属资源分布广泛，黄金和白银的储量
和产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黄金产量居世界第
一，白银产量居世界前列，同时为世界黄金、白银消
费第一大国。 我国铂族金属资源严重短缺，需求主
要靠进口满足。

3．1　金矿
我国金矿分布广泛， 储量相对集中，２０１３ 年我

国金储量约 １ ９００ ｔ，位居世界第九位，占世界总储
量的 １４．２％［３］ ，吉林、黑龙江和辽宁 ２０１４ 年金储量
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４．９５％、４．６２％和 ２．５３％。 我国
金矿分为岩金、砂金、伴生金矿，吉林省金矿主要分
布于桦甸、安图、集安、珲春、临江等地，有夹皮沟金
矿、二道甸子金矿、小西南岔金矿和珲春河砂金矿
等；黑龙江省岩金矿主要分布在伊春、黑河、七台河、
牡丹江、佳木斯等地，有团结沟、老柞山、东风山、争
光等大中型矿山，砂金主要集中于黑河、大兴安岭地
区，伴生金资源较丰富，主要分布在多宝山铜矿和铜

山铜矿；辽宁省岩金矿山相对集中分布于丹东、抚
顺、阜新、朝阳等地，主要有五龙金矿、四道沟金矿和
排山楼金矿等，砂金储量较小，且品位低，伴生金集
中在抚顺红透山铜矿；内蒙古东部主要有敖汉旗金
厂沟梁金矿等。
我国黄金继续呈现供需两旺的局面，据美国地

质调查局统计数据，２０１４ 年我国金矿产量 ４５０ ｔ［１１］
（图 ３），连续 ９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也是黄金消费
大国，２０１３ 年黄金消费达 １ １７６．４ ｔ，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４１．３６％，超过印度，位居世界第一位，同年供需缺口
达 ７４８ ｔ，我国黄金主要用于首饰加工、金条、金币和
工业用金等［３］ 。 黄金供需缺口主要通过进口和黄
金再生回收弥补。

3．2　银矿
我国银矿资源较丰富，２０１３ 年我国银储量约

４．３万 ｔ，居世界第五位，占世界总储量的 ８．３％［３］ 。
独立银矿床少，中、小型和共（伴）生银矿床多。 东
北地区银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主要有内
蒙古额仁陶勒盖银矿、查干布拉根银铅锌矿、拜仁达
坝银铅锌矿、辽宁省高家堡子银矿和吉林省山门银
矿，黑龙江银矿多以伴生矿存在。

图 6　中、日、韩白银制造业消费量图（注：资料来源［3］）

近十年我国银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我
国银的矿山产量 ４ ０６０ ｔ， 占世界总产量的
１５．１５％［１１］ （图 ４）。 ２０１３ 年再生银供应量 ９３６ ｔ，仅
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是白银第一消费大
国，２０１３ 年白银制造业消费量 ８ １６３ ｔ，较 ２０１２ 年增
长 ９．７％（图 ６），主要用于工业用银、首饰、银币、银
器等。 中国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国，同时也进口白银
产品［３］ 。

3．3　铂族金属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我国查明铂族金属产地 ４２ 处，查

明资源储量 ３７４．０５ ｔ［１４］ ，主要探明储量以伴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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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存于甘肃省金川铜镍矿中。 资源品位低，除金川
矿床已规模开采外，大部分矿山还未开发。 东北地
区铂族金属矿床主要有黑龙江省鸡东县的五星铂钯

矿，为规模中型的铜镍型铂钯矿床。
我国铂的矿山产量每年约 １．５ ｔ，钯的矿山产量

不足 １ ｔ［１４］ 。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铂族金属消费
国［１５］ ，２０１３ 年铂、钯消费量分别为 ７３．１ ｔ和 ６４．９ ｔ，
接近于十年前的两倍［１６］ （图 ７），铂族金属主要消费
领域为首饰（４４％）和汽车（３７％）［１５］ ，需求主要靠
进口和再生回收满足。

图 7　中国铂、钯消费量图（注：数据来源［16］）

4　朝鲜
朝鲜最主要的金属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钨、

钼、铅、铝、镁、锌、铁矿等，朝鲜自古以来就有“产金
国”之称，且金常与银、铜等矿共生。 朝鲜金矿资源
十分丰富，主要集中于狼林成矿区狼林群内，仅平安
北道一带就有数千条含金石英，有大型、超大型金矿
床 １０ 处，如造岳、天山、大渝洞、宣川金矿等。 平安
南道成矿区以金银有色金属为主，如成兴金银铜矿
床、笏洞和遂安金银铅锌矿床等［４，１７］ 。 资料显示朝
鲜金的可采矿量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ｔ，银的可采矿量
３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ｔ。 朝鲜银的产量比较稳定，２０１３ 年银
的矿山产量 ２６ ｔ［３］ 。
5　韩国

韩国矿产资源种类多但储量少，金、银、铅、锌、
铁、钨、钛、钼、锡、铋等是主要产出的金属矿产。 位
于首尔 ＳＳＥ 约２００ ｋｍ处，是韩国盛产贵金属的区域
之一，有 ３０多个金（银）矿山，黄鹤山金矿是该区著
名的金矿，Ｂｕｐｙｏｕｎｇ 银矿是大型矿床［１８］ 。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黄金需求持续增长，２０１３ 年精

炼黄金进口量 １５．５ ｔ，较 ２０１２ 年增加 ２．９ ｔ，韩国制
造业和电子产品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对金矿石的需求

量［１９］ 。 韩国白银制造业消费量居世界前十，２０１３
年消费量 ８９１ ｔ（图 ６）， 再生银供应量 ２６１ ｔ［３］ 。
6　日本

日本矿产资源种类多但储量极不丰富，金、银矿
山产量较低，金、银和铂族金属缺口均较大。

6．1　金矿
日本的金矿资源贫乏，最大的金矿床为菱刈金

矿，位于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县境内，是八十年代发
现的世界级金矿床之一。 菱刈金矿床为浅成低温热
液型金矿床。 菱刈金矿床由本矿、山田、山神矿床组
成。 探获金储量 ２５０ ～２６０ ｔ，其中本矿床金储量 １５０
ｔ以上，品位 ８０ ｇ／ｔ；山田矿床金储量约 ５０ ｔ，品位 ２０
～２５ ｇ／ｔ；山神矿床金储量５０余 ｔ，品位约７０ ｇ／ｔ［２０］ 。
菱刈金矿自 １９８５ 年开始开采以来，年产金 ７ ～

１０ ｔ，至２００８ 年金产量达到 １６５ ｔ。 ２０１３ 年日本生产
黄金 ９．４ ｔ，主要来源于进口矿石、废料回收、其他来
源和国内矿床，所占比例约为 ６５％、１５％、１５％和
５％［２１］ 。 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黄金需求量也
大量增加，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报告，２０１３ 年日
本实物黄金需求量年增 ２２３％至 ２１．３ ｔ，其中，黄金
首饰需求量达 １７．６ ｔ，金币、金条等需求量达 ３．７ ｔ。
由于日本黄金资源非常匮乏，需要大量从国际市场
进口。

6．2　银矿
日本历史上比较著名的银矿有石见银矿，位于

日本山阴地区岛根县，已于上世纪 ２０年代闭坑。 其
他矿床有丰羽 Ａｇ －Ｐｂ －Ｚｎ 矿等，位于北海道札幌
市西南 ４３ ｋｍ，矿床为浅成热液裂隙充填矿床，含银
矿物主要为辉银矿和自然银。
日本银产量主要由再生银构成， ２０１３年日本银

矿山产量 １５ ｔ，再生银产量 ６２２ ｔ，占总产量的
９７．６％，再生银主要来源于家用电器、半导体等电子
器件、感光材料、催化剂和银饰回收。 日本是全球主
要的白银消费国和进口国，２０１３ 年日本白银制造业
消费量 ２ ３７３ ｔ（图 ５），居世界第四，需大量进口白
银［３］ 。

6．3　铂族资源
日本是世界主要的铂族金属消费国，由于经济

危机和日本大地震的影响，近几年铂族金属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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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１５］ 。 铂的消费领域主要是汽车尾气催化
剂和首饰，钯的消费领域主要是汽车尾气催化剂、牙
医和电子。 ２０１３ 年，日本铂、钯消费量分别为 ２９ ｔ
和 ４０ ｔ（图 ８）［１６］ ，需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

图 8　日本铂、钯消费量图 （注：数据来源［16］）

7　结论与建议
7．1　贵金属资源概况与供需现状

东北亚地区贵金属资源丰富，金矿资源主要集
中在俄罗斯、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国和朝鲜，俄罗斯
黄金储量位列世界第三，主要分布于远东和西伯利
亚地区；银矿资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
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是该国银的主产区；铂族
金属主要分布于俄罗斯，铂的储量仅次于南非，居世
界第二，钯的储量居世界第一。
我国贵金属产量和消费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

位，黄金产量居世界第一，白银产量居世界前列，同
时为世界黄金、白银消费第一大国。 黄金供需缺口
较大，主要通过进口和黄金再生回收弥补，我国是世
界白银的主要出口国，同时也进口白银产品，铂族金
属资源严重短缺，需求主要靠进口满足。 俄罗斯是
贵金属生产大国，黄金矿山产量居世界第三，银矿山
产量居世界前列，是世界主要的产银国也是世界白
银的主要出口国，铂矿山产量居世界第二，钯矿山产
量居世界第一。 朝鲜和蒙古金、银资源丰富，但产量
不高；韩国和日本是贵金属的消费国，两国由于资源
短缺，需从国际市场进口贵金属资源。

7．2　贵金属资源勘查开发合作建议
７．２．１　发挥东北亚地区资源优势和东北老

工业基地地缘优势，加强与东北亚国
家矿业合作

　　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朝鲜贵金属资源丰富，
与我国东北地区边境相邻，在经济上互补性强。 俄

罗斯制定的“２０２５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和枟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国家规划枠认为，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具有其他
地区无与伦比的优势，首先是资源优势，其次是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并指出
应不断加强与中国合作。 我国应抓住俄罗斯东部开
发的机遇，努力实现与振兴东北地区战略的对接。
矿业是蒙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近几
年修订了矿业立法和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
外商投资矿业的优惠政策，降低了矿业开发税、取消
了暴利税，为矿业投资提供有利的条件。 东北地区
是中国参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和蒙古经济合作的前沿

与主要力量，具有地理优势且市场巨大、资金和技术
力量雄厚，为我国矿业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
条件。 应将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蒙古国作
为“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建立境外贵金属资源生产
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鼓励矿业企业到境外资
源远景区域勘查开发、鼓励开展地质科学技术交流
合作和跨境地区成矿地质背景与成矿规律对比研究

合作等。

７．２．２　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境外
贵金属资源远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和技术输出
　　“中俄蒙经济走廊带”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中俄蒙铁路、公路等互联互
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
作［２２］ 。 目前俄罗斯东部地区、蒙古贵金属资源的开
发普遍受到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应在贵金
属资源远景区域，如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
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和远东地
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马加丹州、楚科奇自治区、
勘察加边疆区和中俄蒙接壤的阿尔泰地区等地，加
快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蒙古国矿业
开发缺少技术支持，俄罗斯东部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投资、技术和劳动力，因此应对外输出我国成熟的
“采、选、冶”技术，提高金、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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