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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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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矿产目录是各国制定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和全球资源竞争策略的基础。我国是全球最大资源消

费国、生产国和贸易国, 满足新时期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确保我国能源资源安全, 亟待建立一份符合中国国

情和新时期国际形势的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本文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矿产资源的储量、生产、

消费和贸易特征, 提出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概念, 将其定义为对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同时或

者存在较大供应风险、或者对全球具有较强控制力、或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矿产资源, 并据此

构建了定量为主结合定性分析的评价筛选模型, 筛选出了包括 21 种短缺矿产和 10 种优势矿产在内的 31 种

战略性关键矿产, 建立了我国的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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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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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st of critical minerals forms the basis for countries to formulate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competition strategies. China is the largest mineral resource  
consumer, producer, and tr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ed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ist 
of China’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in line with the country’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  
reserve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trade of mineral resourc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which is defined as mineral resources that are critical to national economy, defense, and 
security, or have greater supply risks, strong control over the world, or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ccordingly, an assessment and screening model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constructed, and 31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namely 21 shortage minerals and 
10 dominant minerals, were screened, and a list of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in China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assessment method;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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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 矿
产资源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

(王安建等, 2019), 其核心是争夺地球资源及其控制

权(翟明国和胡波, 2021), 尤其是关键矿产。新世纪

以来, “关键矿产”(Critical Mineral)一词高频出现

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和智库报告中, 美国、英国、

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相继

公布并不断更新各自的关键矿产目录(NRC, 2008; 
EC, 2010, 2011, 2014, 2017, 2020; BGS, 2011, 2012, 
2015; Hatayama and Tahara, 2015; NSTC, 2016; 
Nassar and Fortier, 2021; DISER, 2022)。关键矿产目

录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制定矿产资源国际竞争和国内

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对关键矿产的研究已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翟明国等, 2019)。美国能源部、内政

部、国防部、商务部和白宫预算办公室等部门多次

涉及关键矿产相关战略和政策, 在不足六年的时间

里, 特朗普和拜登 4 次签发总统令, 强化关键矿产

及其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问题, 可见关键矿产

的意义非同小可(王安建和袁小晶, 2022)。 
我国是矿产资源消费大国, 同时也是全球矿产

资源大国、生产大国和供应大国, 正处于工业化后

期向后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 传统产业叠加战略

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使得我国处于大宗矿产资源消

费高位运行、新兴矿产需求激增、多数矿产资源消

费量位居世界第一, 预计 2035 年前将有 38 种矿产

资源处于增长态势(文博杰等, 2019)。受资源禀赋影

响, 我国矿产资源优势与劣势并存。短缺矿产供应

严重不足, 面临巨大供应缺口, 高度依赖进口, 存
在一定的供应风险; 优势矿产供应充足, 但尚未形

成资源竞争优势, 市场控制力较弱。因此, 2016 年

我国提出的包括 24 种矿产资源在内的战略性矿产

目录无法满足我国新时期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和确保

我国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的需求, 亟待依据我国国

情和新时期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识别出部分重要

矿产资源作为国家制定资源政策、进行宏观管理的

重点关注对象, 以便政府将管理资源集中于最需关

注的矿产, 进一步提高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水平和参

与全球资源治理的能力。 
目前, 国际主要经济体和学者对关键矿产没有

形成统一、严格的定义, 大都根据本国资源特点、

产业结构、供需形势、贸易特征等给出不同的概念, 
通常是指既具有经济重要性, 同时又存在较高的供

应风险的矿产(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2006; 
唐金荣等, 2014)。与之相比, 由于我国“关键矿产”

研究起步较晚(王登红, 2019), 学术界对“关键矿产”

的概念、内涵等方面的认识和研究不统一, 研究内

容过于分散、局部, 现有研究以跟踪国外为主。如

前所述, 我国正处于特殊的发展阶段, 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的优势与劣势并存, 亟需给出我国战略性关

键矿产的定义。由于我国拥有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

的优势矿产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庞大矿产资源产

业, 不仅要关注短缺矿产的安全供应问题, 也要关

注优势矿产的产业健康发展和全球市场调控问题。 
近年来 , 围绕关键矿产的学术研究快速增长

(Gulley et al., 2018; Hayes and McCullough, 2018; 
刘文浩等, 2021), 关键矿产目录厘定的评价方法和

指标体系日趋丰富。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关机构在

关键矿产的研究方面主要围绕着矿产资源的关键性

展开, 大多数研究主要从供应风险和经济重要性两

个方面及逆行评估 (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 
2006, 2016; 唐金荣等, 2014)。在关键矿产目录的研

究评价方式上可大致划分为定性研究 (李建武等 , 
2018; 汪灵, 2019; 王春连等, 2022)、半定量研究

(Galos et al., 2021; 姜雅等, 2021; DISER, 2022)和定

量研究(BGS, 2015; 郭娟等, 2021; Nassar and Forti-
er, 2021), 其中定量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二维矩阵评

价(Hatayama and Tahara, 2015; EC, 2017, 2020)和三

维矩阵评价(Graedel et al., 2012, 2015; Calvo et al., 
2017; Yan et al., 2021)。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主

要围绕供应风险和重要性两个主要因素展开, 环境

影响和资源稀缺程度也是常见的评价指标。以往研

究成果为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提供了方法依

据。 
本文首先界定了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概念, 并

建立了一套我国战略性关键性矿产评价的方法体系, 
通过构建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评价模型厘定出一

份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 以期为我国矿产资源

战略的制定和学术界后续开展战略性关键矿产研究

工作提供依据和方向。 

1  战略性关键矿产概念的界定 

在我国, “战略性矿产”、“关键矿产”的概念

使用极为广泛, 但却缺少一个明确的、被大家普遍

接受的定义。即便专业人员和学者在使用这一名词

时所表达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非专业人员和媒体在

应用这一概念时所表达的含义更是千差万别。近年

一些与之相关的名词和概念如“战略性新兴矿产”、

“新兴战略性矿产”和“关键矿产”、“危机矿产”

等的出现与大量使用, 其内涵和外延交叉重叠, 进
一步加剧了概念上的混乱。因此, 理清和明确概念

尤为必要。 
“关键矿产”一词来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

美国《战略和关键材料储备法》, 该法案是最早提

出有关战略性和关键性原料的文件之一, 将矿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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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 (US Public Laws, 
1939; Schulz et al., 2017; Hayes and McCullough, 
2018)。随后,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将关键矿产延伸

到易受供应风险影响的非能源矿物(NRC, 2008)。与
此同时, 欧盟委员会考虑到欧盟国家对高科技金属

的进口依赖程度, 发起“原材料倡议”(EC, 2008), 
提出关键矿产概念, 即当一种矿物原材料存在供应

短缺风险及对经济的影响高于大多数其他原材料时, 
可被界定为关键矿产(EC, 2010)。2017 年 12 月, 美
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 13817 号行政命令, 并要求发

布关键矿产清单, 将关键矿产界定为 3 个层次, 分
别为: ①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非燃料

矿物或矿物原材料 ; ②其供应链容易中断(包括与

外国政治风险、需求突然增长、军事冲突、暴力动

乱、保护主义行为以及供应链中其他风险相关的约

束); ③在产品制造(包括能源技术、国防、货币、农

业、消费电子、医疗等)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缺少

这些材料, 将对美国的经济或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

响(Nassar et al., 2020; Nassar and Fortier, 2021)。由

于矿产资源本身的稀缺性特征以及在开发利用过程

中会产生一定的环境问题 , 部分学者也将环境影

响、资源稀缺性等要素(Graedel et al., 2012, 2015; 
Calvo et al., 2017; Yan et al., 2021)纳入到关键矿产

的概念界定中。 
我国学者使用最多的是“战略性矿产”这一概

念, 其定义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内涵: ①对经济社

会发展必不可少、且存在一定供应风险的矿产或经

济意义极其重大的矿产; ②国防军工领域不可替代

的关键性矿产; ③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短缺矿产和

我国资源储量丰富的优势矿产; ④战略新兴产业不

可或缺的重要矿产。陈毓川(2002)认为战略性矿产

资源是指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必不可

少, 而国内不能保障的矿产资源及可影响国际市场

的矿产资源。齐亚彬(2002)认为战略性矿产是指一

定时期内对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或起

到关键作用的矿产资源, 且存在一定供应风险或具

有战略优势的矿产资源。王晓东(2005)认为战略性

矿产是那些国防和经济建设必需的、国内供应无法

满足需求并且国外供应脆弱、达到了急缺危险点或

者国防和经济建设必需的、国内丰富、资源的控制

权由我国掌握的矿产。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

源战略研究中心(2006)在我国矿产资源储备研究中, 
结合我国矿产资源特点及资源市场的实际情况, 认
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矿产以及主要

以伴生矿产形式产出的重要稀有、稀散金属矿产等

当属战略性矿产并进行储备。胡存智(2009)将战略

性矿产定义为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的, 
由于受资源短缺或技术能力制约, 国内供应不能满

足的、或发生供应中断、市场震荡时对重要产业和

国防安全产生巨大影响的, 以及对世界市场具有调

控能力的矿产资源。张新安和张迎新(2011)将“三

稀”金属等地球上存量稀少, 因技术和经济因素提

取困难, 现代工业以及未来伴随着技术革命所形成

的新兴战略产业所必须的矿产资源界定为战略新兴

矿产。李宪海等(2014)将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国民经

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矿产资源定义为

战略性矿产。李建武等(2018)认为战略性关键矿产

是指我国经济、高新技术和高端制造业发展至关重

要、或者具有较高供应风险、或者对全球供应具有

一定控制力的一类矿产资源, 并根据中国在全球供

应和消费市场的地位, 将战略性矿产资源分为优势

和短缺两类, 建立了一系列定量评价、筛选指标体

系和模型, 厘定出共 21 个矿种的我国战略性关键

矿产目录, 并对这些矿产的全球竞争格局进行了概

略分析。王登红(2019)认为关键矿产是人类社会发

展到关键阶段、在关键场合发挥关键性作用的矿产

资源, 并提出根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

和国内外发展趋势, 将年需求量不超过 20 万 t 而应

用领域十分广泛的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稀散金属、

稀贵金属、关键性的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稀有气体、

铀、部分非金属矿产资源归属于关键矿产。汪灵

(2019)将影响或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紧缺矿种

或者优势矿种认定为关键矿产。王安建和袁小晶

(2022)认为战略性关键矿产是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对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缺, 同时又被赋予地

缘政治色彩的一类矿产资源。 
鉴于国内战略性矿产概念的多样、不统一, 同

时为避免与西方普遍使用的“关键矿产”概念发生

混淆, 本研究在王安建和袁小晶(2022)提出的“战略

性关键矿产”概念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对

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 同时在供应方

面或者存在较大风险, 或者可对全球具有较强控制

力或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矿产资源”。在

这一定义中, 战略性矿产被界定为对国家经济发展

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 具有更为宽泛的外延, 
而战略性关键矿产则是其中一部分(图 1)。 

2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 

2.1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方法体系 
根据定义, 战略性关键矿产包括短缺矿产和优

势矿产两类, 分别采用不同的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同时, 考虑到量化模型的局限性, 设置战略新兴产 

ChaoXing



264 地  球  学  报 第四十四卷 
 

 

 
图 1  战略性关键矿产涵盖范围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verage of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业的不可或缺性这一定性评价方法, 建立了定量、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筛选方法(图 2)。 
首先, 根据每个评价对象的国内供应与需求形

势, 将其分为短缺矿产和优势矿产两类, 并将这两

类矿产同时进行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缺性研判; 其
次, 针对短缺和优势两类矿产资源运用不同的量化

模型分别进行评价, 将参与评价的所有矿产资源筛

选出战略性关键矿产和未入选矿种; 再次, 将未入

选的矿产资源进行更为细致的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

缺性分析, 把定量模型淘汰出的矿种补充进战略性

关键目录之中; 最后, 将上述筛选结果合并, 获得

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 
由于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缺性属于定性分析, 

本文着重介绍我国短缺战略性关键矿产和优势战略

性关键矿产两类评价模型。 
2.2  短缺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 

短缺战略性关键矿产是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防安全至关重要, 同时由于我国资源禀赋欠佳导

致严重依赖国外资源供应, 存在较大风险的矿产资

源, 这类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的评价方法主要依据

经济重要性和供应风险两个指标, 通过构建二维矩

阵筛选出短缺战略性关键矿产。 
2.2.1  经济重要性评价模型 

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其重要

性毋庸置疑。但不同种类的资源在国家经济中的作

用不同, 其重要性存在差异。如何判断不同资源重

要性的高低, 是资源重要性定量评价的核心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是确定经济重要性的含义及

度量标准。 
对矿产资源重要性的界定有多种不同观点, 主

要包括: ①应用的广泛性, 即某种矿产资源的应用

范围越广泛, 其经济重要性越高; ②消费量及其价

值规模, 即某种资源的消费量越大, 其总价值(价格

与消费量之乘积)越高, 则其重要性更高; ③资源的

不可替代性, 即某种资源由于具有某种特殊物理化

学性质, 使其在某些应用领域无法被替代, 则这种 

 
图 2  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方法体系 

Fig. 2  Assessment method system of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资源会被认为非常重要。 
本文认为, 矿产资源是物质生产的原料和能量

来源, 其意义在于支撑和保障下游产业的发展。从

这一角度考虑, 矿产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

由其支撑和保障的下游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的价值

来衡量, 而不是由该种资源本身的消费数量和价值

来决定。因此, 本文认为影响资源经济重要性首要

因素为应用该资源的相关制造业的价值, 即该资源

所支撑的产业的价值。换言之, 如果某种资源出现

供应短缺或中断, 所影响到的产业的价值。 
影响资源经济重要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源在

不同应用领域的消费占比。如果某种资源消费量的

80%都应用于高价值产业, 显然比另一种只有 10%
的消费量应用于高价值产业的资源具有更高的经济

重要性。此外, 资源的可替代性也是影响资源经济

重要性评价的重要因素。例如, 在某一产业中, 如
果某种资源不可替代, 其供应短缺或中断将会对该

产业造成重要影响; 反之, 如果该种资源很容易被

替代, 其供应短缺或中断对产业影响极小, 重要性

则大为降低。因此, 可替代性应是重要性评价中的

一个重要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 , 本文利用矿产资源的消费结

构、支撑产业的产值及其可替代性 3 个指标构建短

缺战略性关键矿产经济重要性评价模型, 详见公式

(1)。通常, 某种资源应用于多个产业, 其所支撑的

产业价值(通常用行业增加值来衡量)可用这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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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 权重为该产业在资源消费中

的占比。由于我国的统计数据中仅有各行业的产值

数据, 缺少行业增加值数据, 在此我们用产值代替

增加值, 用以衡量产业的价值。 
( )S S SS

EI C PV SUB= × ×∑               (1) 
式中: EI 代表经济重要性; CS 为该矿种在 S 行

业中的消费占比; PVS为 S 行业的产值; SUBS为该矿

种在 S 行业中的可替代性。 
资源的可替代性受应用领域、替代品技术指

标、成本、供应保障程度等多方面影响, 度量难度

极大, 因此本次研究未将其纳入评价模型, 本文实

际使用的模型为:  
( )S SS

EI C PV= ×∑                    (2) 

2.2.2  供应风险评价模型 
供应风险用于衡量资源供应不足或中断的可

能性, 本文供应风险是指因供应方出现政治、经济、

社会等问题而导致某种矿产资源供应不足或供应中

断, 导致消费国对资源的需求无法在合理或可承受

的价格范围内得到满足的可能性。特别需要说明的

是, 本文供应风险不包括因战争而引起的禁运、运

输通道中断等原因造成的供应中断。 
分析风险来源、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是构建

供应风险评价模型的前提。为保障评价指标体系的

系统性、完整性和逻辑性, 本文采用了全生命周期

法, 将矿产资源从处于地下资源到制成品、再到产

品报废形成二次资源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分为矿产

资源、矿产品、原料、材料、零部件、产品、废旧

产品回收利用等阶段 , 分析每一阶段的风险来源 , 
各环节供应风险的影响因素见表 1。 

供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以风险因素识

别为基础, 但并非所有风险因素都可纳入评价指标

体系, 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和选择。本文最终确定的

供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供应集中度、生产国稳

定程度、对外依存度、伴生产品供应占比、二次资

源供应占比、生产环境影响指数、消费环境影响指 

表 1  矿产资源供应风险影响因素 
Table 1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pply risk of  

mineral resources 
生命周期环节 供应风险影响因素 

地下资源 

主要资源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程度; 
资源分布集中程度; 
资源丰富程度; 

双边关系 

矿产品 

矿山生产集中度; 
生产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程度; 

矿产品对外依存度; 
矿产品进口集中度; 

总产量中伴生产品产量所占比例; 
矿山生产对环境影响程度; 

双边关系 

原料 

全球原料生产集中度; 
主要生产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程度; 

原料产量中伴生产品所占比例; 
原料对外依存度; 
原料进口集中度; 

原料生产中二次资源占比; 
原料生产环境影响程度; 

双边关系 

材料 
资源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资源可替代性(技术、成本、替代品供应风险); 
双边关系 

零部件和最

终产品 

最终产品的社会蓄积量; 
最终产品的使用年限; 

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可行性; 
资源回收利用的经济合理性; 

双边关系 

 
数、可替代性、双边关系等 9 个评价指标(表 2)。 

基于评价指标, 供应风险的评价模型为以下公

式:  
SR=(CR× ST×RC)× IR× (1–EOLRIR)×CF×

EVP×(1–EVC)×SUB                       (3) 
在实际应用中, 供应集中度(CR)以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度量, 
并用生产国国家稳定程度 (在此用世界治理指数

WGI 来衡量)来修正, 组成一个复合指标(HHIWGI), 
以便更好地反映“供应集中于不稳定国家”这一主 

 
表 2  供应风险评价指标 

Table 2  Supply risk assessment indicators 
评价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说明 支撑指标 

供应集中度 CR 全球国家层面生产集中度 全部生产国产量 
生产国稳定程度 ST 生产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程度 全部生产国稳定程度指数 
对外依存度 IR 净进口量占消费量比例 净进口量、消费量 

伴生产品供应占比 CF 伴生产品产量占总产量比例 直接获取 
二次资源供应占比 EOLRIR 旧废料社会回收量占总产量比例 直接获取 
生产环境影响指数 EVP 资源生产对环境影响程度  
消费环境影响指数 EVC 资源消费对环境影响程度  

可替代性 SUB 资源消费阶段可被替代程度 
在各应用领域可替代的技术可行

性、经济性以及替代品的供应风险 
双边关系 RC 资源生产国与我国关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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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风险来源。 
与前人学者研究不同, 由于近年来国际局势趋

于动荡, 大国竞争日趋激烈, 本次研究首次引入了

双边关系(RC)这一指标, 用于量化其他国家对我国

海外矿产资源供应造成潜在的威胁程度, 利用该指

标来修正世界治理指数(WGI)。也就是说, 即便生产

国国家稳定程度很高, 但与我国双边关系较差, 那
么仍然会对我国获取海外矿产资源带来一定程度的

供应风险。双边关系是指我国与资源生产国之间的

关系程度, 将资源生产国与我国的双边关系分为三

个层次, 分别为优、良、差。其中, 双边关系优是

指与我国贸易往来密切, 支持我国政策, 与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理念较为接近的国家; 良是指与我国贸

易往来较为密切, 支持我国政策但与视我国为竞争

对手的国家合作密切的国家; 差是指该国官方已承

认将我国视为竞争者的国家, 并且已经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的国家。 
由于生产环境影响指数(EVP)、消费环境影响指

数(EVC)和可替代性(SUB)三个指标数据可得性等原

因, 目前无法使用, 因此实际使用的模型为:  
SR=HHIWGI·RC×IR×(1–EOLRIR)×CF      (4) 
式中: SR 为供应风险; HHI 代表某矿种的生产

集中度; WGI 为世界治理指数(用于评价国家治理水

平), 取值范围为[–2.5, –2.5], 数值越大说明国家越

稳定, 政治风险越低; IR 为某矿种的对外依存度; 
EOLRIR 为二次回收率; CF 为某矿种伴生产量占比; 
RC 为资源生产国与我国的双边关系程度。 
2.3  优势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 

优势战略性关键矿产是指我国资源禀赋优势

突出, 其他国家对我国资源较为依赖, 使得我国在

国际市场上具有潜在控制力的矿产资源。优势战略

性关键矿产目录的评价方法主要依据境外资源关键

性和供应控制力两个指标, 通过构建二维矩阵筛选

出优势战略性关键矿产的种类。 
2.3.1  资源关键性评价模型 

资源关键性指标用于测度我国的优势矿种在

境外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程度, 是判断我国优势矿产

能否对其他经济体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重

要方面。 
某种矿产资源对主要经济体的关键性取决于

不 同 经 济 体 的 自 身 判 断 。 Hayes and 

McCullough(2018)认为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学者确

定的关键矿产目录中各类元素出现的频次百分比来

测算某种被公认的关键矿产重要程度。为此, 本文

采用目前已经公布了关键矿产目录的主要矿产资源

消费经济体、生产经济体进行分析, 主要包括美国、

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依据我国优势

矿产在上述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目录的频次百分比

来评价我国优势矿产对主要经济体的关键性分析。 
据此, 本文建立的我国优势矿产对主要经济体

关键性评价模型为:  

FC=                          (5) 

式中: FC为对主要经济体的关键性; QC指除中

国以外的被其他主要经济体列为关键矿产的频次; 
QL 为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数量。 
2.3.2  供应控制力评价模型 

供应控制力用于衡量国家对资源全球供应调

控能力水平, 供应控制力是指一个国家对某种资源

的全球供应(包括供应量、供应流向等)的调控能力, 
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资源供应中地位的反映。 

供应控制力代表国家调控资源供应与国际市

场的能力, 并非指单个企业对市场供应的垄断、控

制程度, 二者虽有联系, 但并不相同。国家控制力

是通过其所管辖的企业对市场影响力来实现的 ,  
但国家控制力强并不代表单个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强。 
影响一个国家某种矿产资源供应控制力主要

包括三个因素, 分别是该矿产资源占全球出口市场

的份额、该种矿产资源矿业生产在全球的地位、该

种矿产资源禀赋在全球的地位。这三个影响因素逻

辑关系紧密, 相互支撑。储量是产量的支撑和基础, 
产量是储量在实际供应中的表现; 同样, 产量是出

口量的支撑和基础, 出口量是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

供应量。另外一些因素也对国家资源供应控制力有

重要影响, 如矿业企业竞争力、资源品质等, 但由

于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已然体现在出口地位和生产

地位方面, 不再重复考虑。基于上述分析, 构建的

供应控制力评价指标见表 3。 
供应控制力的评价模型为:  

ne

e

×c cT P RMC
T P R

= ×                    (6) 

 
表 3  供应控制力评价指标 

Table 3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supply control 
评价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解释 支撑指标 

出口量全球占比 EXr 在全球出口市场地位 本国出口量、本国进口量、全球总出口量 
产量全球占比 PRr 在全球生产中的地位 本国产量、全球总产量 
储量全球占比 RSr 查明经济可采资源在全球地位 本国储量、全球总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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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三维评价理论模型 

Fig. 3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theoretical model of China’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图 4  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元素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elements in China 
 

表 4  中国 31 种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 
Table 4  List of 31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s in China 

类别 数量 短缺矿种 优势矿种 

能源矿产 3 种 石油、天然气、铀  

金属矿产 25 种 
铁、锰、铬、铜、铝、镍、钴、锂、铍、铌、

钽、锆、铪、铂族、铼、铯、钪 
钒、钨、锑、铋、稀土、镓、锗、铟 

非金属矿产 3 种 钾盐 萤石、石墨 
 

 

式中: MC 为供应控制力; Tne 为中国净出口量; 
Te 为全球总出口量; Pc 为中国产量; P 为世界总产量; 
Rc 为中国储量; R 为全球总储量。 

3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 

为了厘定出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 本文在

充分研究、借鉴国外相关机构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

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国际地缘政治局势、

资源禀赋特征、矿产资源供需关系等要素, 界定了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概念和内涵, 通过定性分析

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了中国战略性关键

矿产目录“经济重要性—供应风险性—战略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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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可或缺性/供应控制力”三维评价理论模型, 对
我国短缺矿产和优势矿产进行了评价(图 3)。其中, 
“经济重要性—供应风险性—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

缺性”理论模型对应我国短缺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 
“经济重要性—供应风险性—供应控制力”理论模

型对应我国优势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需要指出的

是, 由于境外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主要围绕着

经济重要性和供应风险进行评价, 因此在我国优势

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价理论模型中的“经济重要性—
供应风险性”相当于资源关键性评价, 同时涵盖了

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缺性这一理念。 
为使最终结果最大限度的符合实际, 本文又通

过咨询相关专家, 对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缺性的评

价结果进行了修正。需要说明的是, 我国对石油、

天然气、铀三种矿产均高度对外依存, 其供应不仅

有市场因素 , 更大程度上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 , 
供应风险很高。根据战略性关键矿产定义, 石油、

天然气、铀是典型的战略性关键矿产, 最终确定的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包括了 31 种矿产资源(铂
族和稀土不做细分), 涉及 49 种元素(表 4, 图 4)。
其中, 能源矿产 3 种、金属矿产 25 种、非金属矿产

3 种; 短缺矿产 21 种、优势矿产 1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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