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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碑矿资潭丰富，依托费源优势把云南建成国家较磷肥、磷化工基地．是落实中央

发展农业，重视化肥生产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发展云南磷业．要依托现有的基础，坚持开源

节流并重，调整产品结构。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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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unnan is rich in phoSphate resources．With the advantage of phos-

phate resources in the province。the province is supposed t0 be built a b踮e of phos·

phate chemical industry＆fenilizer with national level．To develop yunrlan’s

phosphate industry，it is矗ecessary七o be dependent on already existing ir一ustriaI

basIs br。ad朗the sources of income a“reduce expenditure， conduct p柏duct

structure adjustment，bring fully rnacr。一adjustm曲t and—cdnttol into play，and

develop intensiv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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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农业向

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业的增产大约一半来

自化肥、农药的贡献，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要有

农用工业现代化保证。我国化肥产量从

1992年的2099万t上升到1997年2719万t

(纯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仅占世

界人均的一半。建国以来化肥工业不断发

展，其中尤以1978年到1995年，年均递增

5．9％。“八五”末全国化肥年生产能力达

2819万t(纯量以下同)．其中氮肥2loo万t，

磷肥699万t．钾肥20万t．实际产量2450万

t，其中氮肥1916万t，磷肥510万t，钾肥24

万t，氮：磷：钾为1：O．26：0．Ol，氮肥产量居

世界第一位，磷肥第二位，“八五”期间全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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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磷矿生产能力为871万t，磷矿石年产量已

达2200万t，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磷肥产量虽然增长较快，但与农业

生产的需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1997年我国施用化肥量为3849

万t，实际仅为2719万t，只能满足需求量的

71％左右．其中氮肥、磷肥、钾肥只能满足需

求量的89％、60％和5％，专家们指出：国产

化肥要完全满足农业需要至少还需10至15

年，主要表现在数量不足。当前国产磷肥只能

满足农业发展需求量的70％左右；产品结构

不合理。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目前世界

上几个主要国家氮、磷、钾比例一般为：1：

0 62：0．57而我国为1：O．27：O叭，产品中高

浓度优质磷复肥少，发达国家复混肥的施用

量已达总施肥量的70％～80％，企业规模

小，全国有磷肥企业529个．其中大中型企业

只有6％左右，小型磷矿产量占全国磷矿石

产量的64％，鼯天矿产量占2／3；技术装备落

后；行业的总体水平比较低；磷矿山企业经济

效益差，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活力。

我国是世界磷肥施用量最多的国家，但

磷肥仍然自给不足，全国14．4亿亩耕地中，

磷肥施用量不足的占2／3。其中约有5亿亩

严重缺磷，特别是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

区由于缺磷使粮食增产受到很大影响，成为

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我国磷肥的

消费量从1978年到1995年，年均递增

7．0％．农业部投出的磷肥需求量分别为

2000年900万t．2010年1200万t，1997年

磷肥生产能力已达893．13万t，产量为640

万t，与规划要求相比无论生产能力，还是产

量、品种、质量都有较大差距，据权威部门的

分析今后我国磷肥的需求仍将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为保证2000年粮食产量达到5亿以

上，棉花产量达到350万t至500万t。其它

经济作物亦要相应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今

后化肥需求量将达到3700万t，其中磷肥

900万t，占24．32％。

1依托资源构筑磷化工基地

l 1磷矿是云南的优势矿产
我国磷矿资源主要集中在滇、黔、川、湘、

鄂五省．保有储量占全国的77．5％．云南保

有储量居全国第一位，主要分布在滇中，滇东

地区．昭通、曲靖、昆明、玉溪、文山等地州

(市)，分布面积达449．2km2。有永善、东川、

昆明三个聚磷区．九大磷矿带，全省有24个

储量在1亿t以上的磷矿，探明储量59．88

亿t，预测资源量223．06亿t，其中表内

183．1亿t，表外39．96亿c(见表1)。

表1 全省探明■矿储量爰琢测资源量(亿t)

禀磷区 气军擎嚣誓茎源誓鋈鬟鹄

云南磷矿有效成分较高，P205平均

22．56％(不包括等外品)，比全国平均品位

16．87％。高出5．68％．矿石主要工业类型有

硅质磷矿、硅钙(镁)型磷矿、硅钙型或钙镁、

硅型磷矿。全省磷矿石仍属高硅中贫矿为

主，占全省的77．82％，I级品与Ⅱ级品合计

占全省的22．18％(表2)。

裹2全省■矿品级及其所占保有储量比If％l

品级 I级品Ⅱ级品Ⅲ级品等外品总计

平均P205(％)32 26 27．00 20．18 11．84 2l 54

所占比重(％)12．22 9 96 68 28 9 54 100

1，2磷化工磷肥工业基础好

全省磷化工磷肥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

省化学工业的67％。全省现有磷肥、磷化工

企业68个，其中大中型企业21个(大型10

个、中型11个)．经过“七五”、“八五”生产能

力有很大发展，优质磷矿、磷铵、重钙、三聚磷

  万方数据



第2期 黄仲权：依托资潭优势强化云南舞业基础

酸钠、磷矿石、磷肥产量分别占全国的l／2、

1／3、1／4和1／lO．黄磷、磷矿粉、磷酸、钙镁磷

肥、过磷酸钙是主要出口产品。销往34个国

家和地区．产品质量、产品出口创汇等各项指

标在全国同行业中居前列。

全省已开发利用的磷矿区57处，有14

家骨干磷矿采选企业和一大批量办乡镇磷矿

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69亿元，职工上

万人。以云南磷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为首的

磷矿采选企业，已建成晋宁、昆明、海口三大

采选基地，拥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采掘、运

输设备，亚洲最大的100万t／a磷矿选矿装

置．有专用铁路直通矿区。

云南现有化肥生产企业58个，其中磷肥

30个。氮肥28个，总生产能力155．13万t，

其中磷肥生产能力86．5万t，年产磷矿600

万t以上。骨干化肥企业拥有80年代国际

水平的装置。云南磷肥厂湿法高浓度群肥

20万t／a重钙；云南云峰化学工业公司引进

的24万t／a磷铵装置及氮磷钾复合肥。红河

州磷肥厂吸收国外技术成功地建成12万t／a

磷铵生产装置技术含量都较高，国家重点工

程一云南(草铺)磷肥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

黄磷6万t／a，磷酸14万t／a，重钙40万t／a

已相继投产，是云南生产高浓度复肥的主要

装置。云南化肥制造业正在改变规模小，产

品品种单一，能耗高，质量低，效益差的面貌，

逐步向国际先进技术逼进。向规模化，集约化

方向发展。

2发展云南磷业的战略构想

我省磷业应纳入全国磷肥、磷化工的总

体发展战略的框架内，结合云南发展磷肥、磷

化工的实际情况考虑。

根据当今世界磷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化

工部曾提出磷肥、磷化工必须进行结构优化

的战略方针．必须把结构优化提到重要的战

略地位，实现数量增长与结构优化江重，并以

结构优化带动或支撑数量的增长。

依托资源优势建设云南磷肥、磷化工基

地，符合化工部“九五”计划中化肥工程的战

略需要。落实中央重视农业。重视化肥生产的

一项具体措施。云南省第五次党代会提出．

把磷业作为云南省新的支柱产业，开发磷业，

发展地区经济，继续支援全国24个缺磷省市

的磷矿和磷肥供应．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省磷业的发展方针应当是以市场为导

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为基础，依托现

有企业．合理布局。优化结构，协调发展。

我省磷矿业发展的目标是2000年至

2叭0年，产磷矿石800万t至1000万t；化肥

(纯量)200至250万t，其中磷肥、氮肥各100

万t／a至125万t／a，黄磷30万t／a，磷酸30／

a万t／a，饲钙10万t／a，三聚磷酸钠30万t／

a．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磷矿资源开发与保护效果明显，成为云南国

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并带动云南相关产业

的发展．据云南磷业规划要求工业产值要比

1995年增长125％，实现利税增长254％，出

口刨汇增长88 7％．磷矿石年出口500万t，

黄磷5万t，钙镁磷肥30万t，磷酸3万t。

3对策与建议

3．1 依托现有基础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建国以来国家已投入磷矿开发资金5．3

亿元，形成年开采能力454万t(不包括乡镇

集体、个体)，占全国同期产量的30％，累计

生产磷矿7651万t，供给全国29个省市区的

370多家工厂，目前云南形成磷肥年生产能

力(纯量)65．4万t，在建的大中型项目9个，

新增磷铵54万t／a、重钙44万t／a。

据国家计委安排的“七五”科技攻关课题

(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意见，2000年对

滇池地区经济合理的开发规模为1530万t／

a。占全国同期2488万t的61．50％。并选定

首期开发的昆明250万t／a、海口290万t(精

矿85万t)、澄江120万t(精矿60万t)、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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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t(精矿168万t)、安宁250万t(精矿

178．4万t)、晋宁和江川250万t(精矿235．7

万t)，投产后年创产值8．62亿元，实现利税

3．8亿元，投资还本期七年。

“九五”期间国家安排2．5亿元用于晋宁

磷矿160万t二期工程采矿建设。云南化工

总厂草铺磷肥工业基地，是我国利用外资建

设规模最大的磷肥项目，总规模为年产黄磷

18万t、磷酸42万t、湿法重钙120万t．总投

资28．28亿元，一期工程年黄磷6万t、磷酸

14万t、重钙40万t。“九五”继续安排8 9

亿元上二期工程。“九五”期间还投资24亿

元上云南磷肥厂、滇东北的云峰化学工业公

司二期工程和红河州磷肥厂三套磷复肥装

置，投产后共计可产磷铵48万t，同时做好云

南磷肥厂工业公司60万t磷铵的前期准备

工作，并与德国赫司特等外国公司合资兴建

一批磷化工项目。要求在“九五”或稍后期间

把云南建成全国最大的磷化工基地。以磷化

工带动全行业结构调整．产品除满足本省和

全国磷肥、磷化工发展的需要外，扩大产品出

口创汇。为此。一要抓好四个结合(矿肥、矿

化、矿电、供需)，建设大型磷复肥项目与多氮

少磷的省区进行品种调剂；二要加速重点国

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磷化工高新技术及

精细化工为内容的“科技兴化”、“科技兴肥”

战略；三把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

有制的大公司、大集团战略与建设国内最大

的磷化工、磷肥基地结合起来，以吸引外资为

重点，全方位对外开放，建立以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为目标的经营管理模式，确保跨世纪，高

起点的经济规模，加大国产化的力度，依托现

有基础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3．2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

要。农民对化肥品种、质量的要求远大于对数

量的要求。产品中高浓度优质磷复肥少，

1997年我国磷肥生产能力已达893．13万t，

产量为640万t，磷复肥产量占磷肥总量的

18．24％，而发达国家复混肥施用蟹占总肥量

的70％到80％。复肥可提高10％左右的化

肥利用率，每年可节省化肥1100万t(按我国

1995年化肥产量计算)并可节约建设投资

150亿元，还可以减少因麓肥不当造成约几

十亿元的经济损失。目前。我国已能生产粮

食，经济作物、水果、蔬菜、花卉等专用复混肥

五大系列(包括氮、磷、钾复混肥；含微量元素

的复混肥；含各种有机质如畜禽粪、腐植酸

酸、糖渣等复混肥)70多个品种。计有1700

多个复混肥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达2000万t

左右，但一般规模小．产量低，仅达生产能力

的32．5％。云南省发展复混肥，资源丰富，

配套程度高，产品有市场，应提高开发力度。

3．3重视矿山基础
·化肥生产要拥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规

划要求“九五”至2010年，磷矿山的发展要依

托现有的企业进行改造、扩建，采用先进技

术，提高装备和管理水平。加大开采强度增加

产量。提高质量，到本世初或稍长的时期内初

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在行业申起到支

柱作用的现代化大型磷矿开发基地；第二继

续认真贯彻<矿产资源法)．正视乡镇磷矿的

历史地位和作用．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通过

规划布局和投资引导等手段．鼓励乡镇磷矿

通过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产权联结为纽带

走集团化发展。规模经营之路。建立健全与国

有磷矿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关

系；第三继续推行”五统、五帮助、一控制“管

理小矿的经验，即统一规划、设计、价格、销

售、运输，帮助群采、集运、集选、技术指导、质

量控制、人员培训、控制采掘(剥)计划；第四

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强化质量意识，降

低贫化损失率。坚持贫富兼采，难易兼采，合

理配矿。要按照新颂布的矿石质量标准，合

理开采。在矿山质量监测中心的统一归口管

理下．大、中型磷矿均应完善取样、化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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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j度，乡镇磷矿要在比较集中的地区，依靠大

矿或省市区化工主管部门，建立质量监控中

心，进一步完善磷矿山的质量监控网络；第五

坚持好矿好用，对口使用，使矿石质量与后续

加工产业对矿石的质量要求对路。逐步建立

稳定的供销关系。

3．4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

有关资料表明40多年来．由于施肥不当

引起我国土壤退化日趋严重．尤其是耕地物

理性能的恶化已经愈演愈烈，土壤板结、盐

化、养分失调．这既与施有机肥料比重下降有

关．同时也与施肥用量增加和施用料不当有

关。农业部门有关专家指出。我国近十年来

化肥用量增加了90．7％，而同期粮食产量只

增加了9．1％。1994年化肥的总用量已达剜

3318万t(纯量)，每亩用量平均达到23．27

kg，B接近欧溯发达国家水平。根源在于没

有科学旋肥。专家们认为．“与其扬汤止沸．

不若釜底抽薪”，如果我们放松科学施肥．而

只注重量多产化肥，多麓化肥。就会导致化

肥、粮食、土地三者之间本应和谐互济的关系

陷入～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故应加快科

学施肥的步伐和化肥品种结构的调整。建立

和健全适应科学施肥需要的高效率分配销售

系统，据报导目前我国已推广配方施肥面积

6．5亿亩。约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3，因土制

宜、测土施肥这需要农业部门为主做大量的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工作。

强化服务观念树立服务形象

1996年．荆门市地矿局正式组建。作为新组建

的行政执法部门，如何树立良好的政府机关形象，成

为我们思想作风建设的首要任务。

提供优质服务是机关作风建设的核心，也是我

们为局机关作风转变作出的定位。但有的人认识不

到位，思想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障碍：一是权力观。认

为地矿部门是行政执法机关，手中有担．只需发指

示，批条子，企业就会照办，下去服务则有失身份和

形象，因而不想服务。二是利益观。认为服务不是

我们的职责，下去服务只增加负担，不增加收入，因

而不愿服务。三是畏难观。因为地矿部门的管理对

象是矿山企业，下去服务必然要下矿下井．有伤残危

险，因而不敢服务。针对上述三种观念，我们在全局

开展“加强服务转作风”大讨论，提高了服务意识：一

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二是企

业盼望服务。有些基层同志反映：地矿局不能成了

炸矿局；炸矿不是出路；规划好矿产资源，矿井红火，

老百姓富裕才是地矿局的功劳。三是自身工作需要

服务。目前收费难、查处案件难，主要难在企业不配

合。究其原因，是我局与企业“两张皮”，平时不收费

不去，不办证不去．不调处纠纷不会，不踏勘不去。

为企业办实事少．与企业人员生疏。

为使服务工作取得成效正确有效的服务方法是

关键。为此。近三年来我们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

一套较为完善的服务方法。

(1)由单一服务转向综台服务。我们实施全方

位综合服务．即应企业要求，投挥我局接触矿山企业

多．掌握企业矿产品进货渠道、进货量及资金情况等

优势．将服务工作扩展到矿山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

程．开展产品串换销售、货孰回收、产品开发、资金扶

持等服务。近三年来共为矿山企业销售矿产品4舳

多万吨．回收货款100多万元，开发新产品3个。如

局技术咨询服务部经常深入石膏矿为企业进行新产

品开发服务。他们通过试验．在石膏加工过程中增加

一道工序．变有水石膏为无水石膏，既提高了矿山企

业原产品的附加值，又提高了水泥质量。

(2)由坐等服务转向上门服务。以前服务是“三

等”：等案办、等办证(换证)、等人求援。现在改等案

办为顼防发案．经常下并掌握开采进度，防止越界、

越层等违法开采。确保无案件发生，保证矿业秩序

稳定，改等办i芷为巡回办证．办证人员分片承包，主

动下到各矿山企业巡回进行办证；改等人求援为上

门服务。主动探入企业。帮助找问题．解难题。如全

国开展的第二次换证工作，省厅要求2000年年前全

部结束。我市共有近400家企业，且大都为多镇矿，

业务人员素质不高，换证中所要求的储量增减计算，

矿界坐标的统一换算等均无法独立完成．因而时间

紧、任务重、压力大。为确保进度。局机关所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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