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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 年自然资源部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统计结果表明，自 2011 年以来，全国矿山数量持续下降，而大、中型矿

山数持续增长，2021 年占矿山总数的 49.7%，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节约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全国矿石产量及其工业总产值在

“十二五”期间逐年递减，“十三五”以来逐年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效果明显；我国矿产资源开发逐

步由东向西转移，内资矿山占比超 99%；非油气能源矿产的工业总产值最高，其次是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战略性新兴产业

所需矿产发展较快，资源开发结构不断优化；采矿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业人员持续减少，劳动生产率提高。2021 年以来全

球供应链短缺，矿产品价格大幅攀升，采矿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0.2%，地勘投资及采矿业投资快速回升，矿业市场信心逐步提

振，全国矿山产能利用率 81.9%，达产率 78.2%，同比双增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呈现向好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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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在全球经济不景气、“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

的经济、技术措施，保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过

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落实“三去、一降、

一补”等政策措施，新动能快速成长，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大宗矿产品价格 2017 年大幅上涨、

2018 年居于相对高位，使得中国矿业走出 2015−
2016 年的“至暗”时刻。2019 年，随着全球地缘政治

或突发事件的影响，地质勘查投资、矿业开发投资、

国际大宗矿产品价格、矿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了巨

大冲击。2021 年以来，地缘政治影响进一步导致国际

矿产品价格攀升，我国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也对国内

地质勘查投入和矿业经济带来了正面影响，矿业经济

有所复苏。

 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本格局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非油气（不含铀矿，下

同）持证矿山 41 137 个，同比减少 10.6%。其中大型矿

山企业 9 068 个，同比增加 32.8%；中型矿山企业 11 373
个，同比增加 24.8%；小型矿山企业 19 203 个，同比减

少 27.8%；小矿（规模不超过小型矿山企业规模上限

1/10 的矿山企业）1 493 个，同比减少 56.8%。

中国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涉及 30 个省（市、

区），由于全国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禀赋差异，全国

各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布局结构性特点明显。从

区域分布上看，西部地区的开采矿山占比最高，占全

国现有开采矿山的 55.8%，中部地区占全国的 28.3%，

东部地区占比仅 15.9%。分省（市、区）看，持有效采

矿证的矿山达 2 000 个以上的省（区）有七个，其矿山

数合计占全国的 49.7%，包括贵州（占全国的 9.1%）、

内蒙古（7.7%）、云南（7.7%）、四川（7.3%）、新疆（6.6%）、

山西（6.4%）和江西（5.0%）。

从矿山的生产规模来看，我国大型矿山 9 068 个

（占矿山总数的 22.9%），中型矿山 11 373 个（占 27.7%），

两者合计占 49.6%。大中型矿山占比较高的省份（市、

区）有贵州（占全国 13.2%）、新疆（7.2%）、四川（7.0%）、

山 西（6.3%）、 广 西 （6.3%）、 内 蒙 古 （5.2%）和 云 南

（5.0%）等地，上述七省（区）大中型矿山占全国大中型

矿山的 50.3%。

近年来随着国家矿业秩序治理整顿的不断深入、

产业政策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以

及矿业市场不景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矿山数量

持续下降，特别是小型矿山和小矿数量持续大幅减少，

而大、中型矿山数总体呈增长的趋势[1]。自 2011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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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国非油气持证矿山数量从 107 730 个持续减少至

2021 年的 41 137 个，降幅 61.8%；其中大中型矿山数

占比从 8.4% 持续增长至 49.7%（图 1）。
  

0

10

20

30

40

50

60

0

30000

60000

90000

120000

150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大型矿山 中型矿山 小型矿山及小矿 大中型矿山占比

矿
山

数
量

 /
个

大
中

型
矿

山
占

比
 /

%

年份

图 1　2011−2021 年中国不同规模矿山数变化趋势
Fig.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mines of different scal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按矿产类别看，各类矿山数量同比全都减少。

2021 年底全国能源矿山 5 500 个（其中煤矿 4 263 个），

同比减少 6.8%；黑色金属矿山 2  965 个（其中铁矿

2 534 个），同比减少 12.1%；有色金属矿山 2 499 个，同

比减少 3.7%；贵金属矿山 1 402 个，同比减少 2.8%；稀

有、稀土和稀散元素矿山 127 个，同比减少 3.1%；冶金

辅助原料矿山 1 867 个，同比减少 5.0%；化工原料矿

山 1 258 个，同比减少 4.4%；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山

24 867 个 ,同比减少 13.1%；水气矿山 652 个，同比减

少 0.6%。目前，中国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生产矿山数量

所占比重最大，占全国现有生产矿山的 60.4%，其次是

能源矿产，占 13.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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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1 年中国不同类别矿产矿山数占比
Fig. 2    Proportion of mines of each mineral category in China in
2021
 

从矿山的生产状况看，生产矿山占比 44.9%，停采

矿山占近 4 成；生产矿山占比较 2020 年减少 15.1%，

停采矿山占比减少 8.8%，筹建矿山占比增长 8.8%。

在大型矿山中，有 64.9% 的为生产矿山，筹建状态的

占 18.3%。

按企业经济类型看，内资企业矿山 40 769 个，同

比减少 10.5%，占全国矿山总数的 99.1%，以有限责任

公司和私营矿山企业为主，分别占全国矿山总数的

45.3% 和 38.9%；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矿山企业 368 个，

同比减少 11.5%，占比 0.9%。在大中型矿山中，有限

责任公司占比最高达到 48.3%，其次是私营矿山占比

为 34.6%，国有矿山占 6.2%。小型矿山以私营企业为

主，占全国小型矿山的 43.1%，有限责任公司占 42.4%。

 2　矿石产量持续增长

2021 年全国非油气持证矿山企业开采矿石总量

（原矿量）106.73 亿 t，同比增长 8.5%。其中，能源矿产

37.43 亿吨，同比增长 9.8%（其中煤炭 36.27 亿 t，同比

增长 11.9%）；黑色金属矿产 6.97 亿 t，同比增长 13.7%
（其中铁矿石 6.84 亿 t，同比增长 13.4%）；有色金属矿

产 4.32 亿 t，同比增长 22.7%；贵金属矿产 0.86 亿 t，同
比增长 0.9%；稀有、稀土和稀散元素矿产 0.25 亿 t，同
比增长 34.9%；冶金辅助原料矿产 2.32 亿 t，同比增长

34.1%；化工原料矿产 3.13 亿 t，同比增长 8.6%；建材及

其他非金属矿产 51.32 亿 t，同比增长 5.9%；地下水及

矿泉水 0.13 亿 t，同比降低 74.6%。除水气矿产产量大

幅降低外，其他各类矿产矿石产量均有不同幅度的增

长。从各矿种矿石产量的占比来看，建材及其他非金

属矿产占比最大，接近全国矿石总量的一半（48.1%），

其次是能源矿产占 35.1%（煤矿产量占全部矿石产量

的 34.0%），黑色金属矿产和有色金属矿产分别占 6.5%
和 4.0%（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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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 年度各类矿产年产矿石量占比
Fig. 3    Proportion of annual ore output of each mineral category
in 2021
 

从时间序列来看，与 2012 年相比，“三稀”矿产、

黑色金属矿产和贵金属矿产的产量分别降低了 23.1%、

6.3% 和 32.8%。而能源矿产、有色金属矿产、冶金辅

助原料矿产、化工原料矿产、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

以及地下水矿泉水的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产

量分别增长了 14.6%、38.5%、119.3%、38.4%、33.7%
和 11.0%。

从区域上看，2021 年西部地区矿石产量最多，达

51.00 亿 t，同比增长 13.5%，占全国产量的 47.8%；其次

是中部地区矿石产量 33.57 亿 t，同比增长 7.2%，占

31.5%；东部地区矿石产量 22.16 亿 t，与上年基本持平。

矿石产量达到 4 亿 t 的省（市、区）主要有：内蒙古（矿

石产量占全国 11.8%）、山西（10.9%）、陕西（7.3%）、广

西（5.8%）、安徽（5.6%）、新疆（5.5%）、浙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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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3.9%）等八省（区），其矿石产量合计占全国的

55.0%。

从时间上看，中国矿石产量经历一个由降转升的

过程。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中国西部地区矿石产

量增长了 50.8%，中部地区增长 24.4%，东部地区矿石

产量降低 16.1%（图 4）。近年来，中国矿石产量的变

化和资源开发由东向西转移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市

场的影响、资源接替的需要、产业政策的调整和环境

压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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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2021 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矿石产量变化
趋势
Fig. 4    Change of ore output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从矿山的生产规模看，目前中国以大、中型矿山

为主导，2021 年度大中型矿山的矿石产量占全国产量

的九成多。2012 年以来，中国大中型矿山的矿石产量

占比持续增长。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大中型矿山

的矿石产量增长 81.9%，其中大型矿山增长 111.9%，

而小型矿山及小矿减少了 81.3%（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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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2−2021 年中国不同规模矿山矿石产量变化趋势
Fig. 5    Change of ore output of mines of all scal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随着中国矿业政策的调整，矿业秩序治理整顿的

成效不断显现，大中型矿山越来越多，其矿产资源开

发已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与 2012 年相比，

大中型矿山矿石产量的占比提高了 30.9 百分点。

 3　矿山产能利用变化

2021 年全国矿山设计采矿能力为 163.12 亿 t/a，
其中西部地区接近全国的一半，中部地区占 30.3%，东

部地区占 22.2%。大型矿山占比达全国七成以上，中

型矿山的设计采矿能力不足两成，小型矿山的占比不

足一成。

2021 年全国生产矿山的设计采矿产能主要集中

在建材非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上，分别占全国设计采

矿产能的 52.1% 和近 29.8%，两者合计占全国八成以

上。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化工原料矿产的设计产能

分别占 7.0%、4.1% 和 3.0%（图 6a）。而在建或筹建矿

山中，建材非金属矿产设计采矿能力占 61.6%，能源矿

产设计采矿能力占 16.4%(图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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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a　2021 年中国不同类别矿产生产矿山设计采矿能力
占比
Fig. 6a    Proportion of designed min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ive mines in China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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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能力占比
Fig. 6b    Proportion of designed min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mines under preparation in China in 2021
 

2021 年，全国生产及停采矿山的设计采矿能力

为 163.12 亿 t/a，同比减少 6.3%。其中生产矿山为

133.60 亿 t/a，同比减少 5.8%；停产矿山设计采矿能力

29.52 亿 t/a，同比减少 8.4%。全年在建或筹建矿山的

设计采矿能力 38.39 亿 t/a，同比增长 22.5%；关闭或闭

坑矿山的设计采矿能力 2.51 亿 t/a，同比增长 0.6%。

全国非油气矿山产能利用率为 81.9%，比上年上升 0.4
百分点，达产率为 78.2%，较上年提高 10.2 百分点。

 4　采矿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效益向好

 4.1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本文中的生产效率主要通过采矿企业的年人均

矿石产量、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销售收入以及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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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等指标体现。2021 年由于采矿企业的技术水平

提高、从业人员大幅度减少、矿产品价格上涨，全国

矿山企业的年人均矿石产量为 3 082.57 t，同比增长

12.0%；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82.96 万元，同比增长 49.8%；

年人均矿产品销售收入 80.08 万元，同比增长 51.3%；

年人均利润 24.53 万元，同比增长 160.7%。这些指标

均达到了 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图 7）。
从区域上看，西部地区的年人均矿石产量最高，

其次是东部地区，其年人均矿石产量均高于全国水平

（表 1）。西部地区的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人均矿产

品销售收入和年人均利润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

高出 29.4%、29.1% 和 52.7%。东、中部地区的年人均

工业总产值、年人均矿产品销售收入比较接近，但不

及全国水平。

从矿山规模看，大型矿山企业的开发利用效率最

高（表 2），年人均矿石产量、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人

均矿产品销售收入和年人均利润分别比全国水平高

44.5%、37.0%、37.2% 和 50.1%。中小型矿山的年人均

矿石产量比较接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型矿山的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人均矿产品销售收入和年人均

利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 33.9%、31.4%、31.1% 和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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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2−2021 年中国矿山生产效率变化情况
Fig. 7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mines from 2012 to 2021

 
 

表 1    2021 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矿山生产效率情况
Table 1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mine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2021

年人均产量 /t 同比 /%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万元 同比 /% 年人均矿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同比 /% 年人均利润 /万元 同比 /%

全国 3 082.57 12.0 82.96 49.8 80.08 51.3 24.53 160.7

东部 3 745.86 17.5 63.75 24.7 60.03 24.6 15.38 60.9

中部 2 101.55 21.3 70.66 41.7 68.91 41.4 17.61 187.3

西部 4 005.31 25.9 107.31 67.3 103.39 71.3 37.46 180.1
 
 
 

表 2    2021 年中国大中小型矿山生产效率情况
Table 2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mines in China of 2021

年人均产量 /t 同比 /%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万元 同比 /% 年人均矿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同比 /% 年人均利润 /万元 同比 /%

全国 3 082.57 12.0 82.96 49.8 80.08 51.3 24.53 160.7

大型 4 453.30 15.4 113.67 47.2 109.85 51.5 36.81 135.5

中型 1 537.06 −1.0 55.01 42.8 53.01 45.4 12.66 236.7

小矿 1 045.29 −35.7 26.04 6.1 24.88 −7.9 2.96 70.8
 

 4.2　生产经营状况向好

 4.2.1　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

2021 年矿产品价格总体上涨，全国持证矿山工业

总产值达到 28 722.50 亿元，同比增长 45.1%。

从东中西部看，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全

国矿石产量的 39.3% 和 47.6%，所以中国矿业总产值

以中、西部地区占比较高，两地合计占全国矿业总产

值的八成多。从六大区看，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和华

东地区矿业总产值的占比较高，分别占全国的 42.8%、

22.7% 和 12.8%，这三大地区集中了中国最大的能源、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采矿基地。中南、西南、东北

地区总产值仅占 9.4%、7.7% 和 4.5%。

从矿山的生产规模看，大型矿山是中国矿产资源

供给的支柱，个数约占全国两成的大型矿山生产了全

国超八成的矿石产量，产出了超七成的工业总产值，

达到 21 952.09 亿元，同比增长 55.1%；中、小型矿山工

业总产值分别为 5 284.16 亿元和 1 486.26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40.2% 和减少 20.7%。2005 年以来，中国矿

业产值经历由 2005−2012 年持续增长，到 2013−2016
快速大幅下降，2017−2020 年反弹，2021 年激增的过

程 (图 8)。与 2005 年相比，大、中型矿山的矿业总产

值分别增长了 876.3% 和 385.3%，其矿业总产值的占

比分别提高 36.3 和下降 1.0 百分点，而小型矿山企业

矿业总产值则减少了 34.5%，其矿业总产值的占比下

降 35.3 百分点。

分矿产类别来看，能源矿产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

比最高，达 19 754.07 亿元，同比增长 68.3%，占全国矿

业总产值的 68.8%，比 2005 年高 6.3 百分点；黑色金属

矿产的工业总产值 2 062.13 亿元，同比增长 32.3%，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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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总产值的 7.2%，比 2005 年低 2.6 百分点；有色金

属矿产的工业总产值 2 083.71 亿元，同比增长 37.7%，

占比 7.3%，比 2005 年下降 1.5 百分点；贵金属矿产的

工业总产值 614.58 亿元，同比下降 9.6%，占比 2.1%，

比 2005 年低 0.3 百分点；“三稀”矿产的工业总产值

87.99 亿元，同比增长 81.5%，占比 0.3%，比 2005 年高

0.2 百分点；冶金辅助材料矿产的工业总产值 222.63
亿元，同比增长 19.9%，占比 0.8%，比 2005 年高 0.1 百

分点；化工矿产的工业总产值 794.83 亿元，同比增长

22.8%，占比 2.8%，比 2005 年低 0.6 百分点；建材及其

他非金属矿产的工业总产值 3 016.90 亿元，同比减少

10.3%，占比 10.5%，比 2005 年低 1.3 百分点。近十五

年来，中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

建筑材料的开采量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产品价格持续

保持高位，其工业总产值占比不断提高，目前仅次于

能源矿产居于第二位（图 9）。
 
 

能源矿产
68.8%

黑色金属
7.2%

有色金属
7.3%

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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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1 年中国不同矿产类别矿山工业总产值占比
Fig.  9     Propor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of  mines  of
different mineral categories in China in 2021
 

 4.2.2　利润向西部及大型矿山倾斜

受疫情叠加国际局势影响，2021 年矿产品价格明

显升高，企业利润大幅增长。2021 年全国矿山企业利

润 8 422.99 亿元，同比增长 150.2%。其中东部地区矿

山企业利润 909.98 亿元，同比增长 49.7%，占全国矿山

企业利润的 10.8%；中部地区 2 813.87 亿元，同比增长

183.4%，占比为 33.4%；西部地区 4 699.15 亿元，同比

增长 166.2%，占比为 55.8%。自 2012 年以来，由于中

国矿业开发的总体格局发生了由东向西转移的重大

变化，特别是煤炭资源开发的格局调整，导致东、中、

西部地区矿石产量有了较大的变动，从而出现由东、

中、西部地区矿山开发产业三分天下，发展到西高东

低的局面[2]。与 2012 年相比，中、西部地区矿山企业

利润占比分别提高了 2.4 和 6.4 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

了 8.8 百分点。

从矿山规模来看，中国矿山企业利润总体形势和

企业工业总产值变化趋势相似。2021 年全国大型矿

山企业的利润 7 108.46 亿元，同比增长 148.0%，占到

全国 84.4%，较 2012 年增长 258.2%，占比提高了 20.0
百分点。中型矿山企业利润 1 215.88 亿元，同比增长

230.9%，占全国的 14.4%，较 2012 年增长 109.8%，占比

下降 4.4 百分点。小型矿山企业的利润 98.66 亿元，同

比减少 25.2%，与 2012 年相比下降了 81.0%，利润仅占

全国的 1.2%，比 2012 年下降 15.7 百分点（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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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2−2021 年中国大中小型矿山利润变化趋势
Fig. 10    Profit Change of China's large, medium and small mines
from 2012 to 2021
 

分矿产类别来看，能源矿产年利润 6 530.66 亿元，

同比增加 235.2%，占全国矿山企业利润的 76.9%，比

2012 年占比高 5.3 百分点；黑色金属矿产年利润

661.05 亿元，同比增长 116.5%，占全国矿山企业利润

的 7.8%，比 2012 年占比高 0.4 百分点；有色金属矿产

年利润 466.08 亿元，同比增长 83.6%，占比 5.5%，比

2012 年占比低 0.4 百分点；贵金属矿产年利润 125.64
亿元，同比减少 24.9%，占比 1.5%，占比较 2012 年低

4.5 百分点；“三稀”矿产年利润 26.43 亿元，同比增

长 594.2%，占比 0.3%，和 2012 年占比相比减少 1.3 百

分点；冶金辅助材料矿产年利润达 38.95 亿元，同比增

长 32.6%，占比较 2012 年高 0.3 百分点；化工矿产年利

润 151.87 亿元，同比增长 103.1%，占比 1.8%，和 2012
年占比相比减少 1.3 百分点；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

484.72 亿元，同比减少 16.2%，占比较 2012 年低 0.2 百

分点。

 5　结论和展望

 5.1　主要结论

通过自然资源部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统计结果[3-4] 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节约集约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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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Fig. 8    Change of total mining output valu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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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提高。“十二五”以来，非油气持证矿山数量

持续减少，降幅 61.8%，其中大、中型矿山占比从 8.4%
持续增长至 49.7%，2021 年数量约占全国两成的大型

矿山生产了全国超八成的矿石产量，创造了超八成的

利润。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资源开发领域效果明显。

从时间上看，中国矿石产量及工业总产值经历一个由

降转升的过程，“十二五”期间逐年递减，“十三五”

以来逐年上升；2021 年全国矿山产能利用率 81.9%，

达产率 78.2%，同比双增长，矿业市场信心逐步提振。

（3）资源开发结构不断优化。由于市场的影响、

资源接替的需要、产业政策的调整和环保压力，我国

矿产资源开发持续由东向西转移[5]；内资矿山占比超

99%；非油气能源矿山实现工业总产值最高，其次是建

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山；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发展

较快，“三稀”矿山矿石产量、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34.9%
和 81.5%。

（4）行业经济景气，劳动生产率提高。由于矿山

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从业人员大幅减少、矿产品价

格上涨，全国矿山企业的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利润均

大幅上涨。“十四五”初期我国采矿业生产效率较

“十三五”及“十二五”初期有了明显提高。

 5.2　形势与展望

当前，矿产资源开发面临一系列变革与发展的机

遇和挑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2021 年经济活动明显回暖，在美元大幅贬值、

全球供应链短缺的国际形势下，矿产品价格大幅上升，

矿业市场投资信心逐步提振，采矿业投资快速回升。

从近期国际矿业形势和国家释放的政策态势来看，我

们应抓住未来 3～5 年的窗口期，尤其在能源矿产、战

略性矿产（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矿产，如锂、镍、铜、

石墨等）上加大矿业投资力度，给矿产开发企业带来

利润，矿业经济有望走出低谷。

（2）随着我国 GDP 总量超过 110 万亿元，人均

GDP 到达 1.25 万美元，经济发展对能源、矿产品原材

料及其相关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我国大宗及短缺

矿产品进口量及进口额逐年增加，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进一步上升[6]。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一来应加大对

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

矿石产量及矿山生产效率，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二

来要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外“两种矿产资源”，以及原

生、再生两种矿产资源，分散海外投资、降低进口集

中度，力求国家矿产资源的供需平衡规避风险[7-13]。

（3）国际矿产品价格攀升，既给矿山企业带来了

利润增长，同时也会加大下游产业的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矿产品加工行业的竞争压力[14],我们要以

国际领先技术为标杆，加快高端产品与新材料的研发，

构建高附加值矿产品的加工产业链，进一步提升行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建议地方政府应支持

大型战略性矿产矿山企业的发展，加快资源整合、加

强人才培养，重点布局及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矿产产业

基地建设[13]。

（4）近年来，虽然我国高度重视矿山生态环境恢

复治理，投入了大量治理资金，但我国废石利用量和

尾矿利用量并不高，分别只占当年产生量的三成和两

成，废水复用率也只有 2/3。开采区使用土地面积占

矿业使用土地总面积逾六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资金使用额仅占年度资金投入额的不足四成[3-4]。因

此，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空间仍然很大，需要加

大资金使用和技术研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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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China's Non-Petroleum
Mineral Resources in 2021
WU Qi，CHEN Congxi，GE Zhenhua，LI Zheng，QIU Weiwei，ZHANG Bixin，GUO Yike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6

Abstract：In 2021,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non –petroleum miner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hina’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ve shown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mines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while the
number  of  large  and  medium  -sized  mines  has  continued  to  grow  to  49.7%.  The  total  ore  output  and  its  output  value
decreased year by year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n increased since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year  by  year,  an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bviously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Nationwide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east to west. Domestic min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9%.  Non  -petroleum energy  minerals  have  the  highest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followed  by  building  materials  and
other  nonmetallic  minerals.  The minerals  required by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resource
exploit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he  mining  industry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continues to decrease, an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increases. Since 2021 global supply chain shortage,
the  price  of  mineral  products  rise  sharply,  the  profits  of  mining  enterprises  increased  by  150.2%  year  on  year。  The
investment i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rise rapidly, and the confidence in the mining market gradual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ational mine capacity is 81.9%, and the rate of reach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is 78.2%,
both growth year-on-year.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show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Keywords：mineral resources；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analysis on situati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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