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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矿产资源需求周期与趋势

王高尚，代 涛，柳群义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北京100037

摘 要：依据矿产资源需求“S”形理论原理，按照经济发展程度把全球各国划分为4四个国家集团和3个

典型国家，以1950--2014年钢、铜、铅、锌消费量和GDP总量为对象，概略论述了全球资源消费的3个周

期，系统分析了各国家集团在不同周期对全球资源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以及资源需求弹性的变化规律，指

出大国工业化和全球经济周期决定资源需求周期，认为当前全球矿产资源需求的低迷状态还将进一步深化，

至少将延续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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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s and Trends of 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Demand

WANG Gao—shang，DAI Tao，LIU Qun—yi

Research Centerfor Strategy ofGlobal Miner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ym of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37

Abstract：Based on the⋯S’shape theory of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this paper divides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to four country groups and three typical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sumption of steel，copper，lead，zinc and GDP from 1950 to 2014，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cycles of global resource consumption，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proportions of various groups

of countries to the global resource consumption growth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and the variation of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resource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large countries’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ycle

have determined the resource demand cycle，and tha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global downturn in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will be further deepened，and this situation will last at least for 3-5 years．

Key words：demand of mineral resources，cycle，contribution rate of consumption，elasticity

周期率是主导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矿

产资源消费也不例外。掌握全球矿产资源消费周期

性变化规律，对于正确判断未来趋势，科学制定资

源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钢、铜、铅、锌消费为例，

1950年以来，全球消费趋势明显可划分为3个周期

(图1)。第一个周期(1950—1974年)，消费量快速增

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钢5．8％、铜4．8％、铅4．9％

和锌4．5％；第二个周期(1974--1994年)，消费滞胀
期，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钢0．19％、铜1．8％、铅O．2％

和锌0．9％；第三个周期(1994--2014年)，消费增长

又一次加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钢3．9％、铜3．4％、

铅3．5％和锌3．4％。

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多将矿产资源消费的周

期性变化归结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然而，

上述3个周期中全球经济平均增速(按PPP,1990年

盖凯美元)分别为4．8％、3．0％、3．7％，显然与金属

消费增长的相关性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第二个周

期中金属消费增长几乎停滞，其中必然存在着经济

增长与资源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因素。矿产资源消费

“s”形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资源

消费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规律(王安建等，2002，

2008，2017；王安建，2010；Wang et a1．，2015)，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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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随着人均GDP

增长，人均资源消费呈现低缓一加速一顶点一下降
的规律性变化。这一理论模型，近年来在国家资源

需求预测中得到广泛应用(王高尚和韩梅，2002；王

安建等，2008；高芯蕊和王安建，2010；代涛等，

2017；刘固望和王安建，2017)。然而，众多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构成全球资源消费的周期性特

征，尚需进一步探讨。

本文依据矿产资源消费“S”形理论基础，按照

经济发展程度，把全球各国划分为四个集团，并把

影响全球资源消费较大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单列。

以1950--2014年钢、铜、铅、锌消费量和GDP总

量为对象，系统分析这些集团或国家在不同周期对

全球增长的贡献度，以及资源需求弹性的变化规律，

剖析资源需求周期形成的原因，进而判断未来全球

资源需求的变化趋势。

1 国家分组及数据准备

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数据所限，要

对60多年的资源消费数据逐一进行统计处理，十

分困难，因此，必须对国家进行合理分组。依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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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理论，本文大致按照经济发展程度(人均GDP)，

把全球各国划分为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第三集团

和其他国家，共四组(表1)。第一集团由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等11个发达国家组成；第二集团由Et

本、韩国、中国台湾构成，当前发展程度与第一集

团相近，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远远落后于第一

集团，之后高速发展并影响全球资源需求周期，故

此单列；第三集团由中国、墨西哥、巴西等6个发

展程度相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构成；由于俄罗斯在

历史上的特殊性，中国在当前资源消费中的重要性，

以及印度对未来资源消费的潜在影响较大，文中予

以单列研究。下文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是基本合理的。

文中系统收集整理了1950--2014年各国家集

团的人口，GDP(PPP,1990盖凯美元1，钢、铜、铅、

锌消费量数据，结合周期转折点，定量分析各国家

集团在不同周期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费增长的

贡献度。

2资源消费周期性驱动力分析

1950年以来，全球钢、铜、铅、锌消费增长三

个周期的主要驱动力按第一集团一俄罗斯和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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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0--2014年全球钢、铜、铅、锌消费趋势(数据来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Fig．1 Steel，copper，lead and zinc consumption trends in the world in 1950-2014

(data source：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表1 国家分组及主要指标(2014年)
Table 1 National groups and key indicators(2014)

国家分组 国家构成 人苗比霹署。嚣㈣盒：簇元，
消费占比／％

钢 铜 铅 锌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

第一集团大、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 10．0

澳大利亚、荷兰、瑞士等11国

第二集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2．8

第三集团誓言：言靠其、墨西哥、中国、 zs．，

其他 表列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 42．3

中国 18．8

俄罗斯 2．0

印度 17．2

8．6 >22 000 9．3 lO．1 8．0 10．O

28．6 >5 600 52．5 56．3 46 9 52．4

20．7 4 000 13．5 7．8 11．0 9 4

22．1 9 966 46．1 49．8 41．2 46．9

2．2 9 570 2．8 2．5 0．3 1．8

8．1 3 975 4．9 1．9 5．1 4．6

注：数据源自英国地质调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一b(GGDC)，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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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一第三集团的顺序，发生规律性转变(图2，图3，
图4)。

1950—1974年，全球钢、铜、铅、锌消费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5．8％、4．8％、4．9％和4．5％。各集团

资源消费普遍增长，第一集团主导全球增长趋势，

对这一时期全球钢、铜、铅、锌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35．6％、48．0％、41．2％和39．3％，其中1970

年以前的贡献率更大(图4)。尽管第一集团在全球资

源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但直到1974年，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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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消费量全球占比仍分别高达42．6％、58．5％、

55．6％和49．8％(图3)。

1974一1994年，全球钢、铜、铅、锌消费滞胀，

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0．19％、1．8％、0．2％和0．9％，各

集团资源消费发生显著分异。其中1974—1980年，

第一集团钢、铜、铅、锌消费普遍下降，对全球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为一41 5％、一3．1％、一82．9％和

一347．4％，其动因符合“S”形规律，即第一集团集

中完成工业化后资源消费越过顶点转入下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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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50--2014年各国家集团钢(A)、铜(B)、铅(c)、锌(D)消费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Fig．2 The consumption trend of steel(A)，copper(B)，lead(C)and zinc(D)in each group of countries in 1950—2014

(data source：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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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50--2014年各国家集团钢(A)、铜(B)、铅(c)、锌(D)消费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Fig．3 Consumption proportions of steel(A)，copper(B)，lead(C)and zinc(D)in each group of countries in 1950—2014

(data source：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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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50--2014年全球钢(A)、铜(B)、铝(C)、锌(D)消费增长集团贡献度趋势
(数据来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Fig．4 Steel(A)，copper(B)，lead(C)and zinc(D)contribution of consumption growth in the world in 1950—2014

(data source：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曰g瓣lobaI 7-1 C中h同in。日I印nd度ia日。其th他er
图5 1950--2014年全球及各国家集团钢(A)、铜(B)、铅(c)、锌(D)消费弹性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6)

Fig·5 Consumption elasticity of steel(A)，copper(B)，lead(C)and zinc(D)in each group of countries in 1950—2014

(data source：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201 6)

(王安建等，2002，2008)。同时70年代初发生的石油

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80--1994年，受

前苏联解体影响，俄罗斯资源消费大幅下滑，从此

一蹶不振，其中1990-1994年对全球钢、铜、铅、

锌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一252％、一95％、一135％

和一138％(图4)；第一集团资源消费基本平稳，第

二、三集团增长加快，并支撑了全球消费量保持基

本稳定。1994年，第一集团钢、铜、铅、锌消费全

球占比基本保持1980年的水平，俄罗斯占比从最

高点15％-20％左右大幅下降到3％～5％的水平，第

二、三集团占比持续提高(图3)。

1994--2014年，全球钢、铜、铅、锌消费年均

增速再一次上升到4％、3．5％、3．5％和3．5％的水平，

第三集团，尤其是中国发挥了绝对作用。这一时期，

第三集团钢、铜、铅、锌消费全球占比从23．1％、

21．7％、13．7％和18．0％上升到52．6％、56．4％、46．9％

和52．4％，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78．6％、

100％、81％和89％，中国占据其中约90％的贡献f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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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4)。第2集团集中完成工业化，资源消费量及

全球占比从2000年代转入下降通道。第一集团钢、

铜、铅、锌消费量整体仍保持缓慢下降趋势，全球

占比从1994年的35．6％、52．7％、57．5％和45．7％。进

一步下降到2014年的16．9％、21％、28．5％和21．8％。

整个历史周期中，印度在全球资源消费增长中

的占比较小，但自2000年以后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3资源消费周期性弹性变化分析

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费的依赖程

度，或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敏感程度，一般用弹

性系数(资源消费增速／GDP增速比值)来表达，弹性

系数越大，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费的依赖程度越高。

资源消费弹性系数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一个国家

工业化进程中，一般呈现小一大一小的规律性变

化。二产比例越大，经济结构越重型化，弹性系数

越大。全球资源消费弹性变化则与全球整体工业化

周期有关。

本文用区间资源消费增长贡献率／GDP增长贡

献率比值，来表达不同阶段各集团经济增长对资源

消费的依赖程度，同样具有弹性系数的含义。1950

年以来，全球资源消费弹性系数明确反映了资源消

费三个周期的变换特征，呈现高一低一高的变化趋

势，目前正在步人新的下降周期(图5)。

1950—1974年，各集团资源消费弹性系数相对

平稳于1附近，波动不大，与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和

资源消费同步快速增长相一致。1970—1990年，各

集团钢、铜、铅、锌弹性系数发生剧烈分化：主导

全球资源消费的第一集团，弹性系数由正转负大幅

下降，与这一时期经济结构向后工业化过渡，经济

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密切相关；第二集团70年代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弹性系数快速上升，并在80

年代早期达到顶点，之后快速下降；而俄罗斯和中

国60—70年代弹性系数的大幅上升，与这一时期

重化工业的畸形发展有关，后期分别走向不同的转

型发展轨道——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

迅速调整，弹性系数快速下降，俄罗斯90年代“休

克疗法”后，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费双下滑(表2)，弹

性系数大幅下降并剧烈震动(图5)。

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集团

步人工业化快车道，对全球经济和资源消费的贡献

度显著提升。资源消费弹性系数稳步上升，并在

2010年前后达到最大值，之后趋于下降。这一时期，

第一、二集团弹性系数大多延续负值，表明经济增

长依然与资源消费脱钩，但近年有反弹之势。

4资源需求趋势展望

综上分析，全球资源消费周期受经济周期和工

业化周期双重影响，每一个周期转换都与大国或国

家集团的工业化有关。当前，随着主导全球资源消

费的中国，步人工业化中、后期转换时期，全球资

源消费又一次面临周期转折的十字路口，调整的深

度和广度可能超过上世纪70年代，理由有以下

3条：

(1)占全球钢、铜、铅、锌等消费总量40％～50％，

增长贡献率80％左右的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转

换阶段，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过渡，资源消费

弹性系数将进一步降低，资源需求增速随之将显著

减缓。有关预测表明(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

战略研究中心，2016)，中国钢需求已越过顶点步人

平稳下降阶段，铜、铅、锌2020年前后达到需求峰

值，未来5年年均消费增速将从过去10年的15％左

右降低到5％以下，这一增长缺口短期内没有其他

国家的力量能够补缺；(2)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第

一、二集团，资源需求总体仍将缓慢下降，且经济

增长恢复尚需时日。即使这些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再

工业化趋势，但对全球资源需求量影响不大；(3)印

度是下一个工业化大国，经济发展虽已步入快速增

长轨道，但由于其特殊的国情和当前较低的资源消

费份额，短期内对全球资源消费增长贡献不大，其

他国家亦是如此。据此，本文认为，当前全球矿产

资源需求的低迷状态还将进一步深化，至少延续

3～5年。之后，随着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工

业化中期阶段，全球资源需求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增

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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