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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矿产专题

全球铟矿资源供需现状与我国开发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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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铟作为稀散金属在地壳中含量极低，但资源储量和产量分布极为集中。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平板显示、电子半导体和光伏等产业不可或缺的原料，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

点。全球的铟矿资源集中分布在中国、玻利维亚、俄罗斯等国。日韩美是最重要的铟消费国，也是我国原生

铟的主要进口国。铟是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原生铟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但国内二次回收和下游应用产业

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内铟产量与消费量不平衡，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当前国内平板显示和光伏产业发展

迅速，ＩＴＯ靶材制造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未来我国将可能会成为铟纯进口国，应大力发展国内再生铟产业，建
立健全铟储备机制，并加强与境外重要资源国的产能合作，保障国内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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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铟（Ｉｎ）是一种银灰色、质地极软的易熔金属，在
地壳中的含量极低（仅０．０５６×１０－６）［１］，且很分散，
属于稀散金属。铟具有熔点低、耐腐蚀、反射性好、

可塑性和延展性强等特点，被称为“合金的维生

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广泛应用。铟最主要的

应用领域是液晶显示器和平板屏幕（铟锡氧化物

（ＩＴＯ）靶材），其次是焊料和合金、电子半导体、太阳
能光伏电池（铜铟锡镓薄膜（ＣＩＧＳ））等行业［２－４］。

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原料，美国、欧

盟、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纷纷把铟列入关键矿产目

录，针对铟矿资源开展全球战略布局［５－８］。

铟无独立的矿床，多伴生在锌等有色金属硫化

矿物中，世界上原生铟９０％的产量来自铅锌冶炼厂
的副产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铟矿资源国和原生

铟生产国，也是重要的消费国之一［２］，随着世界主

要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尤其是信息技

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铟资源将会成为

各国激烈争夺的对象。因此，开展全球范围内的铟

矿资源研究对保障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９－１０］。

１　全球资源分布特征
铟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稀少且分布不均，

作为锌、锡等矿产资源的伴生矿产，铟矿资源的分布

与全球锌、锡资源分布大致相同，已探明的铟资源主

要分布于大陆边缘锡矿带，如中欧、澳大利亚南部、

南美、东亚、美国西部以及加拿大东部等地区。世界

上产出大型富铟矿床的重要成矿带包括西太平洋板

块边界、玻利维亚和纳斯卡－南美板块边界、秘鲁的
北美西板块边缘以及中欧的海西和阿尔卑斯造山带

等［１１］。位于太平洋板块西缘的俯冲带边缘的铟成

矿带上分布有日本的足尾（Ａｓｈｉｏ）、生野（Ｉｋｕｎｏ）和
明延（Ａｋｅｎｏｂｅ）等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以及韩国的
蔚山（Ｕｌｓａｎ）矽卡岩型矿床等；位于南美洲板块东部
边缘的伴生铟成矿带分布在的玻利维亚、秘鲁，向北

延伸进入北美洲板块的西部边缘，分布有瓦利瓦利

（ＨｕａｒｉＨｕａｒｉ）、波托西（Ｐｏｔｏｓｉ）、玻利维亚（Ｂｏｌｉｖｉａ）、
马库霍塔（ＭａｌｋｕＫｈｏｔａ）等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欧
洲中部铟成矿带由阿尔卑斯造山带延伸至俄罗斯西

部地区，带内产出有内维斯科尔沃（ＮｅｖｅｓＣｏｒｖｏ）、
盖斯卡耶（Ｇａｉｓｋｏｙｅ）以及斯白斯卡耶（Ｓｉｂａｉｓｋｏｙ）等
矿床，矿床类型主要为块状硫化物型。除此之外，全

球其他地区重要的富铟矿集区还有加拿大芒特普莱

森特（ＭｏｕｎｔＰｌｅａｓａｎｔ）斑岩型矿床、基德克里克
（ＫｉｄｄＣｒｅｅｋ）块状硫化物型矿床、澳大利亚布罗肯
希尔（ＢｒｏｋｅｎＨｉｌｌ）喷流沉积型矿床、西欧及北欧地
区的贝尔斯津（Ｂｅｒｇｓｉａｇｅｎ）等花岗岩赋矿型矿床以及
中国的大厂、都龙和个旧等矽卡岩型矿床（图１）［１０］。
　　目前已发现的铟独立矿物包括自然铟、硫铟铜
矿、硫铟银矿、铟石、硫铟镉矿、硫锡锌铜矿、樱井矿、

大庙矿、羟铟石、水砷铟矿等１５种，其中大部分铟独
立矿物仅在特定的矿床中被发现。铟作为亲铜（亲

硫）元素，在大部分富铟矿床很少或者不出现铟独

立矿物，这些矿床中的铟矿化主要赋存在闪锌矿、黄

铜矿、黝锡矿、锌黄锡矿、黝铜矿等硫化物中，其中闪

锌矿中的铟占全球铟资源总量的９５％［１０］。

铟作为伴生矿产回收，品位极低，统计全球铟矿

储量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尚未有确切的铟矿储量

数据，美国地质调查局（２００８）［１３］曾估计全球铟储量
约为１１０００ｔ，储量基础约１６０００ｔ，但此后年份的报
告中不再公布铟储量数据。Ｗｅｒｎｅｒ等（２０１７）［１４］根
据全球已知的１５１２处含铟矿床估计，全球铟资源
量至少３５６０００ｔ，其中已经公布资源量数据的１０１
处矿床铟金属资源量合计约７６０００ｔ。

中国、玻利维亚和俄罗斯是全球铟矿资源最为

丰富的国家，３国铟矿资源量合计约占全球总量的
６０％，其他重要的资源国还包括加拿大、日本、德国、
葡萄牙、澳大利亚、美国和阿塞拜疆等国，资源量排

名前十的国家合计约占全球总量的９６％（表１）。

·２·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９年



图１　全球主要含铟矿床分布图（据文献１０，１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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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主要铟矿资源国家［１４－１５］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ｉ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国家 资源量（ｔ） 主要矿床及铟资源量

中国 ２１６００ 大厂（８７７５ｔ）、都龙（６０００ｔ）、孟恩陶勒盖（＞５００ｔ）
玻利维亚 １５１４２ 瓦利瓦利（ＨｕａｒｉＨｕａｒｉ，５６０１ｔ）、波托西（Ｐｏｔｏｓｉ，４０３０ｔ）、马库霍塔（ＭａｌｋｕＫｈｏｔａ，２４３１ｔ）
俄罗斯 １０６８９ 盖斯卡耶（Ｇａｉｓｋｏｙｅ，９１２０ｔ）、斯白斯卡耶（Ｓｉｂａｉｓｋｏｙ，１０００ｔ）、波多尔斯卡耶（Ｐｏｄｏｌｓｋｏｙｅ，４８５ｔ）
加拿大 ９３８６ 杰珂（Ｇｅｃｏ，２９２０ｔ）、基德克里克（ＫｉｄｄＣｒｅｅｋ，１９００ｔ）、芒特普莱森特（Ｍｏｕｎｔ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１２４６ｔ）
日本 ８０３９ 丰羽（Ｔｏｙｏｈａ，４６５１ｔ）、足尾（Ａｓｈｉｏ，１２４０ｔ）、生野（Ｉｋｕｎｏ，１０９４ｔ）
德国 ４９２０ 埃尔兹山脉（Ｅｒｚｇｅｂｉｒｇｅ，１４７０ｔ）、拉默尔斯堡（Ｒａｍｍｅｌｓｂｅｒｇ，６８０ｔ）
葡萄牙 ３４９２ 内维斯科尔沃（ＮｅｖｅｓＣｏｒｖｏ，２４８０ｔ）
澳大利亚 ３１５８ 布罗肯希尔（ＢｒｏｋｅｎＨｉｌｌ，１６７５ｔ）、罗斯伯里（Ｒｏｓｅｂｅｒｙ，２４８ｔ）、巴尔金门（ＢａａｌＧａｍｍｏｎ，１０６ｔ）
美国 ２８６７ 西部沙漠（ＷｅｓｔＤｅｓｅｒｔ，１６３６ｔ）、金曼（Ｋｉｎｇｍａｎ，１１０９ｔ）

阿塞拜疆 １６０５ 菲利斯卡（Ｆｉｌｉｚｃｈａｙ，１６０５ｔ）
其他国家 ２９７８ 阿亚维卡（Ａｙａｗｉｌｃａ，９０９ｔ）、马兰达（Ｍａｒａｎｄ，３５２ｔ）

２　全球资源供需情况

２．１　主要生产国
铟的生产分为原生铟（直接来自原生矿等一次

物料的精铟）和再生铟（主要指回收靶材废碎料而

加工的精铟）。当前全球铟产量中再生铟产量超过

５０％，是市场上主要的铟原材料来源［１６］（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全球铟产量
Ｆｉｇ．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ｉｕ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７

图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全球主要原生铟生产国及产量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ｊ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ｄｉｕｍ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８

　　据统计，近１０年全球原生铟年均产量约７１５ｔ，
重要的生产国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比利

时、法国、秘鲁和俄罗斯等国，其中全球近９０％的产
量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加拿大 ４个国家。２０１４
年之前，全球原生铟产量持续上升，２０１４年达近１０
年来的最高值的 ８４４ｔ，主要增量来自于中国和韩
国［１７］。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曾大量高价收储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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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散金属，导致国内新增产能暴增，至泛亚“崩盘”，

其铟库存达３６００ｔ，“泛亚事件”爆发后的一段时期
内，铟价暴跌，国内大量产铟企业接近全线停产，全

球铟产量开始急速下降。近３年来，由于 ＩＴＯ靶材
等产业需求强劲，原生铟产量有所回升（图３）。　
　由于市场需求上升、铟产品存量增加，回收技术进
步等原因，全球再生铟产业快速发展，近年来产量总

体呈上升态势，２００９年全球再生铟产量为 ５４６ｔ，
２０１７年已达１００２ｔ，年均增长率约８％［１６］。

我国近十年来持续保持全球最大的原生铟生产

国地位，年均产量约３６０ｔ，其中２０１４年的峰值产量达
４６０ｔ，２００９年至今累计产量占全球总量的４３％。韩
国是全球第二大原生铟生产国，根据相关统计，该国

２００６年开始出现原生铟的生产，且年度产量和全球占
比持续攀升，２０１６年首次突破２００ｔ，２０１８年达２３０ｔ，
韩国国内铟矿山产量不大，原生铟原料主要为进口自

玻利维亚的精锌矿［２］。日本和加拿大也是全球原生

铟生产大国，两国年产量均稳定在７０ｔ水平；比利时
和法国近年来产量保持在２０～５０ｔ之间；俄罗斯和秘
鲁近年来产量逐渐减少，已降至１０ｔ以内。

２．２　主要生产企业
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全球有３０多家原生铟生产企

业，合计年产能达１４００ｔ［１８］。中国是原生铟生产企
业最多的国家，有云南华联锌铟有限公司、蒙自矿冶

有限公司、株冶集团、广西华锡集团、广西德邦科技

有限公司等２０家企业，合计产能约８９０ｔ。全球范
围内其他重要的原生铟生产企业还包括韩国锌

（ＫｏｒｅａＺｉｎｃ）公司、永丰（ＹｏｕｎｇＰｏｏｎｇ）公司，日本同
和（Ｄｏｗａ）金属与采矿公司、三井（ｍｉｔｓｕｉ）采矿冶炼

公司、住友商事（Ｓｕｍｉｔｏｍｏ）金属采矿公司，比利时优
美科（Ｕｍｉｃｏｒｅ）公司，加拿大的泰克（Ｔｅｃｋ）资源公
司，法国的新锌星（Ｎｙｒｓｔａｒ）公司，秘鲁的多伦（Ｄｏｅ
Ｒｕｎ）公司、沃特兰亭（Ｖｏｔｏｒａｎｔｉｍ）公司，俄罗斯车里
雅宾斯克（Ｃｈｅｌｙａｂｉｎｓｋ）锌矿公司和乌拉尔（Ｕｒａｌ）采
矿与金属公司。

２．３　主要消费与进口国
全球铟消费近年来总体呈上涨趋势，２０１８年全

球铟消费量约１７０４ｔ，相比于２００７年的１０６０ｔ，增
长了近６１％。其中，平板显示领域的消费量占比约
８０％，其次是半导体化合物领域，消费量约占１０％，
焊料及合金领域和光伏薄膜领域消费量占比约７％
和２％［２０］。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主要的

铟消费国。

日本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制造大国，在 ＩＴＯ靶
材制造行业占据重要市场份额，是全球最大的铟消

费国，消费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２０１０年之前，
日本铟消费量逐步上升，２０１０年达历史峰值的
１０２６ｔ，但由于液晶电视销售低迷，行业竞争力下

图４　日本铟进口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Ｆｉｇ．４　Ｊａｐａｎ’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ｉｕｍ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日本国内铟供给与需求［２０］ ／ｔ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ｄｉｕｍ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Ｊａｐ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７

类别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供给

原生铟 ７０ ５０ ７０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２ ７０ ７０ ７０
进口 ３４２ ２１５ ４１７ ４９４ １７１ １６１ １６６ ２２６ １９３ ３６３
再生铟 ５１８ ５６４ ６３６ ６２５ ５９７ ５６３ ５６９ ５５９ ５４９ ５６７
合计 ９３０ ８２９ １１２３ １１８９ ８３９ ７９６ ８０７ ８５５ ８１２ １０００

消费

ＩＴＯ靶材 ７５１ ８２６ ９０８ ５５１ ５７８ ６１２ ６２４ ６０９ ５６９ ６２６
其他 １１０ １０２ １１８ １１５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３２ １３６
合计 ８６１ ９２８ １０２６ ６６６ ７０５ ７４０ ７５８ ７４５ ７０１ ７６２

降，国内产能转移等因素，２０１１年起日本国内的铟
消费量下降至约７００ｔ的水平，随后一直保持较稳定
的状态，其中超过８０％的铟用于制造 ＩＴＯ靶材（表
２）。日本拥有成熟的铟回收产业，再生铟年产量保

持６００ｔ左右，可以满足国内约７０％的需求量。此
外，日本每年还从中国、韩国等国家（地区）进口大

量的铟，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共进口２７４８ｔ，年均约２７５ｔ，
是全球最大的铟进口国（图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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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近年来ＩＴＯ靶材制造产业快速发展，三星、
ＬＧ等韩国企业与日本厂商争夺市场份额，形成了一
定的影响力。韩国国内铟消费量也不断上升，２０１５
年达５９０ｔ，是全球第二大铟消费国。韩国铟的供给
大部分来自国内原生铟和再生铟的生产，小部分依

靠中国、日本等国的进口，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共进口铟
９６９ｔ，年均约１０８ｔ［１６］（图５）。

图５　韩国铟进口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Ｆｉｇ．５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ｉｕｍ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美国是全球第三大铟消费国，近年来国内的铟消
费基本保持在１００～１７０ｔ之间［１７］。铟在美国高科

技产业领域的应用包括航空航天（飞机风挡）、国防

（红外成像设备）、能源（太阳能电池、碱性电池、核

能、发光二极管）、电子电信（光纤、平板显示器、半

导体、热界面材料）、激光和焊料等。美国地质调查

局估计 ２０１８年美国铟消费量约 １７０ｔ，进口额约
５３００万美元。美国国内基本不生产铟，全部依靠从
中国、加拿大、韩国等国进口（图６）。

图６　美国铟进口主要来源国家
Ｆｉｇ．６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ｉｕｍ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８年美国政府发布了包括铟在内的３５种关

键矿产名单，中国是美国确定的铟全球顶级生产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铟累计达３２６ｔ，占
进口总量的２６％。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２０１９
年６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关于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和
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报告，旨在改变美国关键矿

产依赖国外供给的格局。美国是全球第六大锌矿资

源大国，伴生的铟资源量也有近３０００ｔ，但由于成
本、环保等原因，美国国内几乎没有原生铟回收产

业，再生铟的规模也很有限。尽管美国在报告中提

出了６项行动纲领、２４项目标、６１项具体建议，但包
括加强国内矿产地勘查开发，提升利用水平和寻找

替代矿产等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难见成效，而发展铟

回收产业，新建产能更非朝夕之间能够完成，因此美

国国内铟需求高对外依存度的现状将持续一定时期。

３　我国资源现状与开发建议

３．１　资源特征
我国是世界上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铅锌锡

伴生的铟资源量约 ２１６００ｔ（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２０１８）。我国铟资源主要伴生于铅锌矿床和锡多金
属矿床中，且分布极不均匀。古陆边缘是富铟矿床

产出的有利构造位置，我国最大富铟矿田———大厂

锡多金属矿田产出在扬子板块南 －西南缘，海西 －
印支期被动陆缘裂谷盆地北部的断裂凹陷盆地中，

都龙锡多金属矿床产出于华南褶皱系西端与扬子地

块、哀牢山褶皱系等三大构造单元交接部位。此外，

我国华北板块北缘也分布有部分重要的富铟锡多金

属矿床，如内蒙古孟恩陶勒盖［２１］、大井［２２］等矿床。

此外四川岔河锡矿床［２３］，西藏班公湖 －怒江成矿带
中的拉屋矽卡岩铜锌矿床［２４］，海赛什塘 －日龙沟矿
田铜锡铟矿床［２５］，青海锡铁山火山岩中的铅锌矿

床，江苏栖霞山、云南金顶、广东凡口等沉积型铅锌

矿床，湖南七宝山、山东香夼、甘肃花牛山等与岩浆

作用有关的铅锌矿床［２６］等矿床中相继发现了含铟

矿物或铟的矿化。

从地理分布来看，我国的铟资源在广西、云南、

内蒙古、广东、青海、湖南、江西、贵州和四川等省

（区）都有发现，其中云南、广西、内蒙古、青海４省
（区）占全国铟资源总量的８７％。广西南丹大厂锡
多金属矿田铟品位达１１７×１０－６［１０］，铟金属资源量
８７７５ｔ，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含铟矿床［１４］。

我国铟矿资源储量全球第一，但由于大规模的

开发，静态储采比近年来总体呈逐年下降态势［９］。

此外我国２０１７年精铟产量中再生铟占比仅１５％，
同期日本再生铟产量占比达８９％，国内再生铟产业
发展缓慢也是资源快速消耗的原因之一。我国铟矿

资源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正不断弱化。加之当前国内

铟资源大量出口，且缺乏完备的资源储备机制，国内

铟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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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消费现状
我国铟资源丰富，但国内需求不足，长期处于供

过于求状态，是全球最重要的铟出口国之一，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年，我国累计出口精铟约７０６ｔ［２６］。

我国的铟消费主要用于平板显示、合金和半导

体、光伏和防腐等领域。近年来，国内铟消费量呈快

速增长态势，由２０１１年的６５ｔ增长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４９
ｔ，年均增速保持在１５％左右，已经成为全球铟主要消
费国之一，但依然与我国全球原生铟第一生产大国的

地位不相匹配，年消费量仅占产量的约４４％（表３）。
在消费结构方面，２０１７年用于制造平板显示领

域所需的ＩＴＯ靶材的消费量比重最大，达７０％；此
外，半导体化合物领域占１２％，焊料和合金领域占
１２％，光伏薄膜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分别占
４％和２％（图７）［１９］。近十年来，我国平板显示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产业整体规模已跻身世界前三，广

西晶联光电材料、河北鹏达新材料、中船重工７２５研
究所等一批国内企业生产线相继上马或投产，产业

竞争力逐渐增强，对 ＩＴＯ靶材的需求也快速增加，
２０１８年我国 ＩＴＯ靶材需求量为 １０３６ｔ，同比增长
２５．９％［２８］。但由于制造技术与日韩企业仍存在差

距，我国目前大尺寸的 ＩＴＯ靶材几乎全部依赖进
口，将精铟作为原料出口至日韩，再高价进口铟产品

的尴尬局面依然存在。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我国精铟产量、消费量及
贸易量［１９，２７，２９－３２］ ／ｔ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
ｉｎｄｉｕ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７

类别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总量 ３９０ ４１５ ４３８ ４８８ ３８４ ３４７ ３３９

产

量
原生铟 ３８０ ４０５ ４１５ ４６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２８７
再生铟 １０ １０ ２３ ２８ ３４ ４７ ５２

进口量 ７ ３１ １０６ ４９ ５２ １０５ １３５
消费量 ６５ ６０ ７０ ８２ ９８ １２８ １４９
出口量 １０６ ５ ２ １ ９０ １６３ １６３

图７　２０１７年我国精铟消费结构
Ｆｉｇ．７　Ｉｎｄｉｕｍ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２０１７

３．３　消费趋势
（１）平板显示领域
ＩＴＯ靶材是氧化铟和氧化锡粉混合后烧结黑灰

色陶瓷半导体，用于制作ＩＴＯ薄膜，进而成为生产平
面液晶显示设备的重要材料。近年来，我国平板显

示产业快速发展，对 ＩＴＯ靶材的需求也呈现持续增
长的状态。国内多条生产线相继投产，中低端市场

的全球占比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拥有液

晶面板生产线最多，ＩＴＯ靶材消费市场增长最快，触
摸屏产量最大的国家。随着国内企业生产大尺寸

ＩＴＯ靶材技术上的持续突破，与日韩先进制造水平
差距的逐步缩小，并获得下游面板厂试用认证，预计

未来５年，国内ＩＴＯ靶材对铟的消费将会持续增长。
此外，５Ｇ技术的广泛应用对ＩＴＯ靶材的的消费也将
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２）光伏领域
当前铟在光伏领域的消费并不突出，但随着光

伏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环境对清洁能源的必然要

求，未来光伏很可能成为发展最迅速的铟消费领域。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２０１８》［３３］数据，２０１７年
国内太阳能总装机发电容量为１３０ＧＷ，预计２０２０
年、２０３５年和２０５０年将分别增加到２２４ＧＷ、１９６２
ＧＷ和２８０３ＧＷ。铜铟镓硒薄膜（ＣＩＧＳ）太阳能电
池是由Ｃｕ、Ｉｎ、Ｇａ、Ｓｅ四种元素按一定比例制作成的
结晶薄膜太阳能电池，是组成电池板的关键部分，相

比于其他类型的薄膜太阳能电池，铜铟镓硒薄膜

（ＣＩＧＳ）太阳能电池具备近似最佳的光学能隙、吸收
率高、抗辐射能力强、稳定性好、生产成本低等特点，

被国际上称为最有希望获得大规模应用的太阳能电

池之一［３４］，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可以

预计未来光伏领域将会成为国内铟消费的重要增长

点，甚至有望赶超ＩＴＯ靶材行业成为铟的最主要消
费领域。

３．４　相关建议
（１）加强国内资源勘查和回收利用，提升资源

安全保障程度

我国铟矿资源成矿条件优越，应加大国内的铟

矿产地的勘查力度，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角度开

展矿产资源潜力和技术经济可行性评价，增加国内

铟矿资源储量规模；国内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强合作，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攻关伴生铟和再生铟的高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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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艺，保障我国铟资源的优势地位。

（２）完善铟资源储备机制，实现产业可持续供
应

我国是铟资源的生产大国，但由于国内需求有

限，大量铟资源用于出口。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企

业重新认识铟的现实价值和战略价值，积极完善铟

资源储备机制，建立政府与民间互补的储备体系，保

障我国铟资源安全，同时实现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３）鼓励铟应用端产业发展，转化资源优势为
产业优势

我国是铟资源大国，但长期以来，我国的铟消费

主要用于制造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大量出口，成为日

本、韩国等电子产业的发展基础，反过来压制了我国

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建议我国相关机构开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将 ＩＴＯ靶材、ＣＩＧＳ等应
用领域的研发列为战略性环节，抓住市场需求猛增

的大好时机，加速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打破发达国家

的技术壁垒，促进高端ＩＴＯ靶材国产化，使我国的铟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４）加强全球铟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产能合作
铟资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具有极佳的应用前

景，在对铟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在未来将会

由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因此，在鼓励国内铟矿回

收利用的同时，应关注去全球铟矿资源的找矿勘查

进展。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利用国内

铟矿回收冶炼的产能优势，加强与南美洲等地区的

铟资源国的产能合作，就地建立健全铟开发利用的

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

４　结论与思考
（１）全球铟资源分布比较集中，超过九成的铟

资源分布在中国、玻利维亚、俄罗斯、加拿大、日本、

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美国和阿塞拜疆等１０个国
家。

（２）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铟
消费国，其中日本、韩国占据全球约８０％的消费量。
除依赖从中国进口原生铟外，日韩铟二次回收产业

发达，大部分需求可依靠再生铟解决。

（３）我国铟矿资源量和近１０年来原生铟产量分
别占全球份额的２４％和４３％，是最大的铟矿资源国
和原生铟生产国。国内的铟矿资源集中在云南、广

西、内蒙古、青海等省（区）。我国铟后端应用产业起

步较晚，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铟消费量较小。

（４）铟的应用领域是 ＩＴＯ靶材、半导体、焊料和
合金及铜铟锡镓薄膜（ＣＩＧＳ）等。其中 ＩＴＯ靶材领
域占据近八成的消费量，并且随着我国 ＩＴＯ靶材制
造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显示面板行业的增长，ＩＴＯ靶
材领域对铟的需求也将保持高速增长。铜铟锡镓薄

膜（ＣＩＧＳ）当前对铟的消费基数较小，但受政策导
向、技术突破等因素的影响，未来或将成为铟最重要

的消费领域之一。

（５）建议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国内铟资源，加强
国内资源勘查和回收力度，建立健全铟资源储备机

制，大力发展铟应用端产业，加强境外铟开发利用产

能合作，保障未来产业发展原料的可持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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