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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到来促使稀土资源成为各国重大战略布局。主要国家对稀土资源的战
略调整成为全球关注重点。通过对ＷＴＯ稀土贸易争端下中国与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主要西方国家和地区的
稀土战略调整过程的案例研究，构建了中西方稀土战略演化路径模型。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主要国家的经验

可为我国进一步制定稀土战略提供参考借鉴。未来应在推进稀土行业重组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产业下游高

附加值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健全稀土价格形成机制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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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稀土指元素周期表中的镧系元素及钪和钇等

１７种元素。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的发展，全球金属资源供需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稀

土等高技术矿产成为各国利益争夺的焦点，国家金

属资源安全保障重点已从大宗金属矿产转向高技术

稀有矿产［１］。自２００８年来，美国、欧盟、日本接连发
布《关键原材料战略评估报告》，遴选本国或本地区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稀土成为各

国共同关注的关键原材料［２－４］。为保护环境、维持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国对稀土的开采出口采取了

一系列限制措施，却遭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进

口国的强烈反对。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日本和欧盟
联手将中国对稀土、钨等相关产品实施的出口限制

诉至ＷＴＯ。美、日、欧等西方国家通过对现行多边
贸易体系的主导权，采取向 ＷＴＯ起诉的方式倒逼
中国放开稀土供应。中西方围绕稀土资源展开了数

轮博弈，稀土战略调整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

题。

通过近年来稀土战略相关的文献回顾发现，已

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稀土资源安全保障战略及其效果

评价两个方面。在稀土资源安全保障战略方面，Ｓｅｏ
等［５］研究了日本的稀土镝元素安全保障战略，发现

低镝发展战略将比回收能更有效地减少镝的需求。

Ｂａｒｔｅｋｏｖá等［６］通过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欧洲五个地区稀土资源保障战略的比较研究，发现

虽然各国和地区目标相同，但保障战略侧重点各有

不同。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等［７］比较分析了资源贫乏国家日

本和韩国的稀土等关键原材料战略，发现日本是民

营企业发挥主导作用，韩国是公共部门的机构发挥

主导作用。国内学者倪月菊、魏龙等［８，９］对日本、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稀土资源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给

我国稀土资源安全保障战略带来的启示。在稀土保

障战略效果评价方面，杨丹辉等［１０］描述了中日在稀

有金属领域的博弈，并对中国稀土产业政策效果进

行了评价。Ｚｈａｎｇ等［１１］运用勒纳指数对中国稀土出

口管制政策效果进行评价。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学者们主要侧重于静态的分析比较各国稀土战略及

实施效果，并未深入分析和解释采取这些战略调整

背后的动因、逻辑和意图，以及战略博弈演化的过程

及其机制。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对战略调整背后的演化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有助

于更加系统的梳理各国战略，打开各国稀土战略调

整的“黑箱”。

本文首先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西方稀土战略

调整过程进行研究，并构建了中西方稀土资源战略

演化路径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稀土资源

政策合意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建议。这对于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稀土战略调整经

验，并进一步制定稀土资源保障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同时为我国提高稀土安全保障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问题的性质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考虑到本文主要探索中西方稀土战略调

整的演化路径，比较适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因为案

例研究是一种理解特定情境下动态过程的研究策

略，与统计实证和试验研究相比较，案例研究最重要

的价值就是其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１２］。

而且在构建理论，特别是全面和长期过程的研究中，

案例研究法效果往往出人意料并且真实可信［１３］。

本研究属于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演化路径的理论构

建研究，关注的是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的长期过程，

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法。同时，相比于单案例，多案例

研究通过收集可以对比的数据，从而得到更准确和

普遍化的理论。

对于资料的分析处理，本文采用的是扎根理论

方法。扎根理论方法是自然主义研究范式下的质性

研究方法，其分析过程主要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将现象概念化、范畴化，进而抽象出新的概念，

并上升为理论［１４］。相对来说，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

资料进行层层编码，能够有效的增强数据分析的规

范性，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比较科学的方法［１５］。本

文按照经典扎根理论“条件 －行动 －结果”的逻辑
思路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编码处理，最终得到中西

方稀土战略演化路径模型。最后，基于得到的理论

模型，对中国稀土资源政策合意性进行评价，并结合

稀土资源政策新动态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１．２　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４个国家

·２·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８年



或地区的稀土资源战略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

于中国既是全球稀土供应大国，又是稀土资源消费

大国，其稀土战略调整直接关系到全球稀土供需格

局的变化；而日本、美国、欧盟是稀土资源的主要消

费大国，其稀土战略与中国稀土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标志事件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标志事件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

１．３　资料收集
本研究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１）政策文件。主要包括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相关
内部资料 ３份及通过各国政府官网（如美国能源
部、日本经济产业省、欧委会、中国国土资源部等）

搜集得到的主要政府报告文件 ３０篇；（２）学术论
文。主要包括在中国知网、谷歌学术、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等数据库检索的与中西方稀土资源战略调整
相关的学术论文，共获得有效论文８１篇，其中硕博
士论文４篇，期刊论文７７篇；（３）新闻报道。主要
指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工具以“稀土”、“稀土战

略”、“稀土政策”等为关键词进行信息检索得到的

相关报道；（４）相关书籍。主要指稀土领域内专家、

学者和国家机构等出版的经典书籍，如杨丹辉的

《中国稀土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苏文清的《中国

稀土产业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等。这些从多方面

渠道获得的资料，形成了证据链，相互印证。

１．４　资料分析

１．４．１　开放性编码
本文搜集的初始资料为中西方近年来稀土资源

战略调整相关的政策文件、相关报道及书籍等文本

资料。在进行资料编码时，本文对文件中与研究主

题相关部分进行浏览阅读，攫取其中的关键中心句，

作为典型证据。从具体操作来看，首先将中国的资

料进行开放性编码，得到概念化结果，作为整个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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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概念化模板。在此基础上，再对美国、日本

及欧盟的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补充和修正概念模

板。经过以上过程，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３２个初始
范畴（见表１）。

表１　开放性编码示例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ｏ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典型证据 初始范畴

许多替代能源技术均需要稀土作为技术支撑来驱动其绩效，例如，仅一辆新的混合动力汽

车，就至少在８个不同的组件使用近十种稀土元素 新兴产业发展拉动对稀土需求

我国南方地区的中重稀土开采中，得到１万ｔ中重稀土氧化物，会造成１００ｋｍ２的植被破坏，
代价触目惊心

资源开发环境污染严重

２００９年１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明确指出对稀土的开
发实施总量控制

总量控制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发表了《稀土污染物质排除标准“以下‘排除标准’”》 环境标准

２０１０年，工信部发布了《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第一次从生产规模方
面设置稀土准入门槛

行业准入

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国进一步降低稀土出口配额至３０２５８ｔ，比２００９年减少了４０％ 出口配额

伴随着中国对稀土调控手段和力度的加大，中国稀土在美国和日本的市场势力提升较为明

显。在美国、日本的市场势力分别从０．３２６上升至０．７８３，从０．１１９上升至０．６８５ 市场势力改变

１．４．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作用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

各种联系，将开放性编码中得到的各类初始概念联

接在一起。例如，开放性编码形成的 “环境安全”

“市场安全”“供应安全”等，可以被归纳为“供给压

力”这个范畴。本文通过对３２个初始范畴的类属
分析得到２０个副范畴并最终归纳得到８个主范畴
（见表２）。

表２　主轴编码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ｉｎｄｌｅｃｏｄｉｎｇ

主范畴 副范畴

需求压力 需求压力

供给压力 环境安全、市场安全、供应安全

资源开发与保护 总量控制、资质许可、战略收储、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 环境标准、环境税

产业政策 行业准入、企业重组、技术研发、回收替代

对外贸易 出口管制、海外资源开发、资源外交

国际争端 贸易诉讼

国家利益 市场势力、供应多元化

１．４．３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通过对核心范畴的挖掘，以“故事

线”的方式构建新理论架构。本文对３２个初始范
畴、２０个副范畴和８个主范畴进一步分析梳理，同
时综合原始资料进行对照比较，发现可以用“稀土

战略演化路径”作为核心范畴来统领其它主范畴。

故事线可以概括为：中西方在制定稀土战略时，首

先，要识别战略调整背后潜在的触发条件；然后，采

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最后，检验战略调整的效果。以

此“故事线”为基础，本文构建出“触发条件 －行动
策略－调整结果”的中西方稀土战略演化路径模
型。至此，本文对核心范畴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１）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是促使中
西方进行稀土资源战略调整的触发条件；（２）面对
供给保障风险增加和需求依然强劲的双重压力，中

西方迅速调整其稀土战略，通过采取资源开发与保

护、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对外贸易等一系列措施保

障本国稀土资源安全；（３）国际争端和国家利益维
护是各国调整其稀土战略的结果。我们用图形的方

式更加直观地展示了译码过程及这一逻辑关系，如

图２所示。

图２　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ｒ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　研究发现
通过对中西方稀土战略博弈过程进行编码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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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博弈过程可以以“稀土案”的发生为节点分

为两个阶段，分别是 ＷＴＯ贸易争端前的中国稀土
资源战略调整及ＷＴＯ贸易争端背景下西方的稀土
应对战略。本文运用编码得到的“触发条件 －行动
策略－调整结果”范式模型分析中西稀土战略博弈
的两个阶段。

２．１　战略博弈过程

２．１．１　ＷＴＯ贸易争端前：中国收紧稀土资
源出口战略导向

　　１．触发条件
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稀土出口管制政

策体系。以２０１０年９月中日钓鱼岛事件爆发为标
志，触发中国进一步加紧对稀土的出口管制。而其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一方面面临着严峻的资

源与环境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发展对稀土

资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在供给压力方面，中国主要面临稀土供应安全、

市场安全和环境安全压力。供应安全压力主要是指

中国虽然是稀土供应大国，但并不能实现稀土资源

的可持续供应。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
《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以２３％
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９０％以上的市场供应［８］，中

国差不多每年都在超量开采自身稀土资源。于汶加

等研究也表明，过大强度的资源开发导致中国矿产

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下降明显。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在
统计的２１种重要矿产中，有１５种矿产的储产比出
现下降，其中稀土的储产比下降了 ５０％以上［１６］。

由此看来，中国稀土资源能否实现可持续供应，成为

其在制定稀土战略时亟需考虑的首要关键因素。

环境安全压力主要是指中国快速发展的生态文

明建设，对稀土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提出

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然而，中国稀土粗放的开采方

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以中国南方地区的重稀

土开采为例，开发１００００ｔ中重稀土氧化物，会造成
１００ｋｍ２的植被破坏，代价触目惊心［１７］。因此，为保

障稀土开发生态环境安全，中国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调整其稀土资源战略。

市场安全压力主要是指中国稀土资源价格不合

理及长期缺乏定价权。中国依靠稀土资源储量优势

提供了世界稀土的大部分产量需求，但是形成反差

的是中国稀土生产企业并没有获得稀土的定价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中国稀土出口增长了８００．６５％，
世界占比从２７．４５％升至９７．５４％，但出口价格总体
呈下降趋势。虽然稀土价格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强
劲上扬，但在２００９年之前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价
值不菲的稀土资源在中国手中却卖了“白菜价”［１８］。

中国优势稀土资源面临“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窘

境。另外，从稀土产业链角度来看，我国过去以卖原

材料为主，不注重高端产业化应用。因此，可以发

现，中国目前这样的稀土供给是不经济的［１８］。

在需求压力方面，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

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对稀土资源需求较大。

根据矿产资源消耗规律，当前钢铁、铝等基本金属消

费已接近峰值，而稀土因其特殊性能，将被广泛应用

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国防军工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成为现代工业以及未来新兴工业所不可或

缺的战略资源［１９］。我国“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及

新材料产业中的稀土功能材料和稀土金属材料都是

稀土应用技术领域。在军工方面，２０１２年中国军费
规模首次突破了１０００亿美元，中国三军高精尖装
备步入升级换代的成长期，结合对外出口规模稳定

增长的趋势，这将促进对稀土原料的需求。由此看

来，中国自身对稀土资源存在大量需求［２０］。

２．行动策略
面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压力，中国制定了相应

的稀土战略调整措施。本文通过资料整理分析得

出，中国主要采取了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保护、产

业政策、对外贸易等稀土战略举措。

在资源开发与保护方面，中国不仅加强了对稀

土开采总量的控制，还对开采的资质进行严格控制，

并对其进行战略收储。２００９年４月，国土资源部发
布了《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指出对国内稀土

进行总量控制，限制相关开采许可证。２０１０年，包
钢开始启动稀土原材料战略储备制度，企业自行承

担储备资金［１８］。

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在开采稀土的同时，非常

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指出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的环境保护准入管理要加强，对生产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的监管也要更为严格。２０１２年，中国国
家环境保护部与国家质监总局联合颁布《稀土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控制稀土工业企业生产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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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主要污染物，更加严格控制 “三废”和放射性物

质的排放。

在产业政策方面，中国近些年来出台一系列政

策文件，不断促进稀土企业重组，加强行业整顿。例

如，２００９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的《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提出，在未来５年内将
我国稀土冶炼分离企业从近１００家限制在２０家左
右［１８］。２０１０年９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
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将加强稀土企业的

重组作为重点项目。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实行“配额 ＋关税”的稀
土出口模式。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政
策体系逐步形成，每年都会发布当年部分稀土出口

配额量、准许出口企业名单、关税率调整情况及次年

第一批出口配额等相关文件通知，以加强对稀土的

出口限制。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我国稀土出口配额
分别为６．６万ｔ、６．６万 ｔ、６．２万 ｔ、６万 ｔ、４．７万 ｔ、５
万ｔ，年递减额不超过１０％。但２００９年之后，我国
稀土监管政策更加严格。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中

国２０１０年全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总数仅为３０２５８ｔ，
相比２００９年减少了近４０％。２０１１年的稀土配额为
３０１９６ｔ，与２０１０年基本持平［２１］。

３．调整结果
通过资料分析本文发现，中国采取的资源开发

与保护、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对外贸易等一系列措

施确实带来了一些效果。如图３所示，横坐标为稀
土资源供给（需求）量，纵坐标为稀土资源价格。曲

线Ｓ为供给曲线，曲线 Ｄ为需求曲线。早期稀土国
际市场供求形势处于点Ｅ０（Ｐ０，Ｑ０）均衡状态。中国
通过出口管制等措施减少了稀土资源在国际市场的

供给，供给曲线左移至 Ｓ′。而国际市场上对于稀土
资源的需求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资源需求国需求增

加，需求曲线右移至Ｄ′。新的需求曲线Ｄ′和供给曲
线Ｓ′相交于Ｅ１（Ｐ１，Ｑ１），这时均衡价格从Ｐ０上升到
Ｐ１。由此，在供求双向夹击下，国际市场上稀土价格
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期间加速上升。例如，制造电动汽
车电动机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永磁所必需的稀土镝元

素，其价格从２０１１年年初的４００美元／ｋｇ涨到当年
９月份的近 ３０００美元／ｋｇ，半年间上涨 ６倍以
上［１０］。Ｚｈａｎｇ等［１１］研究也表明，中国实施的稀土出

口限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其稀土产品的国际市场势

力和灵敏度水平，显现了中国政府稀土产品出口政

策的正效应。然而，利弊总是相辅相成。中国利益

的增加让重要的稀土资源需求国产生了强烈不满，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国际贸易争端。

图３　第一轮稀土供给需求曲线变动图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ｃｕｒｖｅ

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ｕｎｄ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２．１．２　ＷＴＯ贸易争端：西方加快稀土资源
多元化供应战略导向

　　１．触发条件
２０１２年美国举行“中国在全球寻求资源及其对

美国的影响”听证会，引爆了 ＷＴＯ“稀土案”，将中
西稀土战略博弈推向高潮。本文通过资料分析发

现，引发西方国家起诉中国背后的触发条件包括供

给压力和需求压力两个方面。

在供给压力方面，西方国家面临稀土市场供应

受限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压力。随着中国不断加强

稀土出口管制，国际稀土供应减少，价格不断增加。

这对于高度依赖中国进口稀土的西方国家来讲是不

利的。一方面，中国稀土出口量的控制，减少了西方

国家的稀土资源来源。另一方面，主要稀土国际市

场价格的提升，对于资源需求国来讲，无疑加大了其

成本。

在需求压力方面，西方国家对稀土资源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

推进，快速获取新兴产业发展所需原材料，抢占高技

术产业市场成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布局。不论是美国

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还是“德国工业 ４．０”，都把
“重振制造业”的战略重点放在了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这些产业恰恰是稀土资源应用

的主要领域。

２．行动策略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催生了对稀土的新

一轮需求热浪。同时，中国逐渐提高出口关税、缩减

配额等进一步增加了供给压力，西方国家不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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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稀土资源战略进行调整。本文通过资料分析发

现，为缓解稀土供给与需求压力，西方国家采取了资

源开发与保护、产业政策、对外贸易等一系列措施。

资源开发与保护主要包括资源储备和资源开

发。资源储备方面，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只

有１／３被用来进行工业生产，剩下的２／３都被封存
起来作为战略储备［２２］；资源开发方面，２０１４年，美
国相继举行“２０１３年关键矿产政策法案”和“美国金
属和矿产安全：国内关键矿产供应和需求链分析”

听证会，并明确指出在２０１１年《关键矿产战略》的
基础上推进美国国内矿产业的振兴，在美国国内减

少稀土勘探开发与生产加工有关的许可和审批程

序，逐步恢复美国国内稀土开采［２３，２４］。

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促进稀土技术研发、回收替

代等措施。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国，尤其注重对稀土

的技术研发。２０１１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科学
技术白皮书，将开发稀土替代材料列入优先研发项

目［２５］。２０１２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专门成立了“脱稀
土”新材料产品的国内战略研究机构［１８］。２０１１年，
美国能源部增加了在磁铁、电动机和发电机替代品

的研发投入，并专注于减少稀土在这些方面的使

用［２０］。

对外贸易主要体现在海外资源开发和资源外交

两个方面。在海外资源开发方面，２０１０年，美国能
源部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及技术援

助，以期取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稀土的稳定供应［２６］。

Ｇａｒｃíａ等［２７］研究也发现，通过世界上五大稀土项目

的开发可以提供全球稀土消费总量的约三分之一。

在资源外交方面，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欧盟、日本等
西方国家迅速结成战略联盟，向 ＷＴＯ提出有关中
国稀土、钨、钼的出口管理措施的诉讼。紧接着，欧

盟邀请美、日举行关键原材料研讨会，旨在加强关键

原材料信息共享，促进多国合作［２８］。２０１４年５月，
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战略评估报告》，进一步提出

要加强资源外交，积极通过各种行政形式加强同其

他国家的联盟［２９］。

３．调整结果
综合来看，西方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带来了

显著的效果。如图４所示，横坐标为稀土供给（需
求）量，纵坐标为稀土价格。曲线 Ｓ为供给曲线，曲
线Ｄ为需求曲线。初始均衡点为 Ｅ０（Ｐ０，Ｑ０）。一
方面，美、日、欧等资源需求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

进本国稀土供应多元化，降低了对中国的依赖，从而

减少了对中国稀土的需求，导致需求曲线左移至

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稀土案”争端中胜诉，
中国被迫取消了出口限制政策措施，中国稀土供给

增加，即供给曲线右移至Ｓ′。新的需求曲线Ｄ′和供
给曲线Ｓ′相交于 Ｅ１（Ｐ１，Ｑ１）。由此，在供求双向夹
击下，国际市场上稀土价格在２０１２年以来呈下降趋
势（从Ｐ０到 Ｐ１）。如稀土元素铈、镧等价格在２０１３
年暴跌４０％，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４年稀土的
平均价格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水平［３０］。西方国家采取

的这一系列措施提升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使得国际

市场上稀土资源的贸易进入一种新的局面。

图４　第二轮稀土供给需求曲线变动图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ｃｕｒｖｅ

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ｒｏｕｎｄ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２．２　概念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中西方稀土战略演

化路径模型，如图５所示。模型以“触发条件 －行
动策略－调整结果”为主线，从战略调整过程和国
家利益两个维度描述了中西方稀土资源战略演化路

径。在ｔ０时期，中国作为稀土主要供给国家，与美
国、日本、欧盟等主要进口国之间存在利益缺口

（ｃ１－ｃ０）。ｔ０－ｔ１阶段主要是 ＷＴＯ贸易争端前，中
国率先进行稀土资源战略调整阶段。中国主要采取

总量控制、出口配额等行政手段来提高自身的国家

利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市场势力上升，西方国家国

际市场势力下降，中西国家国家利益差距逐渐缩小，

到ｔ１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略高于西方国家利益
（ｃ０′－ｃ１′）。中国市场势力的上升引起了西方国家
的强烈不满，美国、日本及欧盟联合向 ＷＴＯ起诉中
国。ｔ１－ｔ２阶段主要是 ＷＴＯ贸易争端下，西方国家
进行稀土资源战略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国

家采取了一套组合措施，对内包括恢复国内稀土生

产、战略储备和技术研发等，对外则迅速形成战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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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积极利用贸易规则反击，并不断推动海外资源开

发，进行资源外交。最终，西方国家国际市场势力得

到提升，中国市场势力下降。中国进而采取新的战

略手段，中西方国家利益进入一个新的相对均衡状

态。

图５　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的演化路径模型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ｔｈ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

２．３　博弈结论
本文通过对ＷＴＯ贸易争端背景下中西方稀土

资源战略之间的博弈过程的分析及战略调整结果的

进一步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西方进行稀土资源调整遵循“触发条

件－行动策略－调整结果”的演化路径。中西方面
对稀土资源需求和供给的压力时，各国之间存在利

益冲突，通过采取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保护、产业

政策及对外贸易等一系列措施降低国家之间的利益

缺口，维护了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国际争端等问题。

第二，西方国家采取了一套组合措施，加快稀土

多元化供应战略导向非常明确。在进行战略调整

时，美国、日本及欧盟分别针对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

的措施。美国主要采取了恢复国内开采、技术研发

及资源外交措施；日本主要采取了战略储备、技术研

发及回收替代措施；欧盟主要采取了回收替代及资

源外交措施。

第三，中国早期战略调整主要侧重于采取总量

控制及出口管制等行政性政策措施，其收紧稀土出

口战略导向稀土非常明确。中国的这些措施虽然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稀土定价权缺失问题并没有得到

根本性改观。

３　中国稀土资源政策合意性评价

３．１　中国稀土资源定价权缺失分析
通过对本文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的演化路径模

型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我国稀土资源定价权缺

失主要源于国外较强的买方垄断势力和国内稀土生

产的无序状态两个方面。

３．１．１　国外较强的买方垄断势力
国际市场稀土资源需求集中导致买方垄断势力

的形成。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具有追求并尽可

能行使垄断力量的倾向，只不过在一些行业中，由于

特定技术特征决定的市场结构制约了垄断力量的形

成，而使处在这类行业中的企业不得不接受完全竞

争下的市场均衡价格。因此交易双方所处的市场结

构是影响价格和定价权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这一角

度来看，稀土产业中将近所有高科技、高附加值、高

效益的稀土深加工产品和应用产品的技术都被发达

国家所垄断，如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汽车尾气净化催

化剂技术；日本的钕铁硼永磁材料成分、工艺及设备

技术［３１］。而我国稀土加工利用方式粗放，产品附加

值低，高端材料应用长期受制于人，导致我国生产的

稀土原材料只能被动的低价卖给日本、美国等少数

发达国家。我国虽然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大的供应

国，但稀土国际市场需求集中度偏高，日本、美国等

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集中度高达 ７０％以
上［３２］。较强的买方垄断势力阻碍了稀土资源价格

的上涨。

３．１．２　国内稀土生产的无序状态
从国内稀土资源供应方面来看，我国稀土资源

供应企业较多，市场集中度很低，至今也没有形成一

个有代表性的稀土卖方（卖方寡头）与国外集中度

很高的稀土买方（买方寡头）相抗衡。我国近 １００
家稀土冶炼分离企业以每年超过世界需求７万 ｔ的
产能无序扩张，引发了矿山的非法开采，损害了产业

整体利益。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稀土行业

企业兼并重组，并逐步形成了“１＋５”稀土产业新格
局，产业集中度得到加强，但仍没有达到很好的效

果。另外，超采、偷采甚至走私对市场秩序的干扰和

冲击难以避免［３３］。这种无序状态导致难以形成应

对拥有垄断势力的西方国家买方的谈判合力，稀土

出口价格被国外垄断厂商控制，形成了内部无序竞

争、外部买方垄断的劣势局面。

３．２　中国稀土政策合意性评价
从中西方稀土战略演化过程可以发现，相对于

西方国家采取的组合措施，我国早期主要通过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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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出口配额等行政性政策手段来保障我国稀土

资源安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稀土案”的

败诉既反映出发达国家仍主导着国际贸易规则话语

权的现状，也暴露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政策思路

单一，手段工具不够丰富［１０］。随着稀土战略阶段的

不断演化，我国运用市场化手段间接调整产业的意

识显著增强。

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假设某一商品（稀

土产品）的卖方成本为ｃ，买方价值为ｖ，原则上只有
ｖ大于或等于ｃ时，该商品才会发生交易，而（ｃ，ｖ）
之间的交易价格ｐ则决定了买方剩余 ｖ－ｐ和卖方
剩余ｐ－ｃ。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特别是稀土产
品成本不能反应资源的真实价值（应涵盖自然使用

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及加工投入等），加之政府监管

不到位情况下，稀土产品即使被卖出“白菜价”仍会

使开采及冶炼企业获得卖方剩余，对于不需要承担

或仅承担少量资源有偿使用和环境保护责任的卖方

企业来说，最终还是有利可图。因此，Ｈｕ等［３４］提出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钟美瑞等［３５］也建议，将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

措施改为征收资源税，以更合理的方式提高金属矿

产品的出口价格，达到有效避免贸易纠纷，保障国家

稀有金属资源安全的目的。

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买卖双方价格博弈中，卖方

成本和买方价值作为“私人信息”而非“共同知识”

决定着交易成败和各自剩余［１８］。因此，从长远来

看，获得定价权或者提高议价能力的关键还在于全

产业链的控制能力。高天明等［３６］学者研究也发现，

中国优势稀土资源管理必须从过去的“管两端”政

策，调整为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重点平衡开采

总量和选冶能力，来扶持优势深加工产业发展。如

果不能在产业链下游高附加值环节掌握核心技术并

形成供应规模，即使在产业链上游环节拥有资源优

势，也很难在稀土产品定价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

因此，中国稀土战略的关键在于通过自主创新，掌握

后端应用核心技术，加强对全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建

立反映资源真实价值的稀土价格形成机制。

４　中国稀土资源政策新动态与对策
建议

４．１　政策新动态
随着 ２０１４年“稀土案”的败诉，２０１５年 １—５

月，中国相继取消稀土资源的出口限制政策。商务

部颁布的《２０１５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明
确指出取消稀土的出口配额，其后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出台《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的通知》，

取消对稀土产品的征收的高额出口关税。如何调整

现有稀土战略，将资源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成为这

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相较于ＷＴＯ贸易争端前的出口配额和关税等
战略手段，新的阶段，我国稀土战略主要集中于两

点。一方面，逐渐重视行业准入制度与开采总量控

制制度以提高行业集中度和控制生产总量的方式提

高稀土资源的国际竞争力。２０１６年６月，我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颁布《稀土行业规范条件（２０１６年本）》
和《稀土行业规范条件公告管理办法》公告，指出要

完善稀土行业的准入制度；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土资源
部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也
明确指出要合理调控稀土的开采规模，严防过度开

发。另一方面，加强市场型政策手段的运用，更加强

调资源税的地位。２０１５年国家财政部与税务总局
联合颁布的《关于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

改革的通知》中，开始实施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

价计征改革，资源税政策对稀土开采量的调控力度

显著增强，产业技术政策与产业结构政策成为占比

最高的两项政策工具，旨在提高稀土产品的技术含

量和促进企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升级以提高产品附加

值。

４．２　对策建议
近年来，面对新一轮的国际稀土博弈，中国不断

加强稀土资源战略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稀土市场势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稀土安

全保障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稀土资源“去产能”，推进行业重组。

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形成一批

具有资源、规模和技术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合理地

将稀土产业上游环节的集中度提高，促使稀土应用

领域的中小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改善

行业结构和竞争秩序。

第二，推进稀土产业下游高附加值应用领域的

技术创新。结合《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提出的“工业强
基”，将各类市场主体资金投向稀土的高端应用领

域增强下游企业精深加工技术水平，扩大稀土高端

应用供给能力。同时，通过产学研联合、重大科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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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等方式，创新研究稀土高端技术。立足开放

利用的原则，综合国内应用和国际需求，积极加强我

国稀土领域技术研发、高端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国际

合作，慢慢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第三，健全稀土价格形成机制。推进稀土价格

形成机制改革，综合运用资源税、环境税等政策工

具，加快建成涵盖生态环境成本的稀土价格形成机

制。在稀土资源的开采过程中，引导各类市场主体

积极承担资源补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

责任和义务，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根据“谁开发、

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

修复”的原则，明确企业是资源补偿、生态环境保护

与修复的责任主体。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稀土

案”的败诉一方面暴露出我国对 ＷＴＯ贸易规则未
能吃透，另一方面反映出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贸易

规则话语权。在当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

市场波动剧烈、去全球化浪潮迭起，尤其是欧美国家

逐步退出世界舞台之际，我国应把握本轮国际地位

重新洗牌的机遇窗口期，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主

动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同时，重视我

国稀土的金融属性，建立稀土交易市场，发展稀土金

融衍生工具，推动形成我国稀土国际金融定价中心，

将我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５　结 语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２００８年以来中西方

稀土资源战略调整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

构建了中西方稀土战略调整的演化路径模型。研究

发现，中西方稀土资源调整遵循“触发条件 －行动
策略－调整结果”的演化路径。中国早期稀土战略
调整主要侧重于采取总量控制及出口管制等行政性

政策措施，其收紧稀土出口战略导向非常明确。这

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稀土定价权缺失问

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本文建议中国新一轮稀土

战略调整应加强稀土资源“去产能”，推进行业重

组。同时，推进稀土产业下游高附加值应用领域的

技术创新，健全稀土价格形成机制，并积极参与国际

贸易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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