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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世纪末期以来, 我国步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矿产资源需求快速增长,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资源短

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与此同时, 基于“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方针的中国矿业“走

出去”步伐加快。在此背景下, 以全球的视角、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理念审视全球能源、矿产资源与矿业格

局, 站在国家高度开展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意义重大。1999年, 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同志提议：尽

快开展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应运而生。由此, 这个中心肩负

起了开展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的重任。10 年来, 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及

矿产资源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以王安建教授和王高尚研究员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土资源

部、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财经委、财政部、国资委、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储备局、中国地质调查

局、世界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府部门、机构和大型企业的数十项战略研究项目。 

经过 10 年不懈的探索, 该中心在资源需求理论、预测技术与模型、全球资源格局、供需形势、资源市

场以及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以长周期、大样本

的人口、资源、经济、社会、产业和环境多元数据综合分析为基础, 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研究

思路和方法, 所揭示的资源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系列重要规律, 推动了战略研究的科学性、前瞻性

和预见性, 促进了资源经济学科发展。该中心率先提出人均资源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识, 资源制约将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首要瓶颈, 大力加强国内资源勘查、确保国内资源安全底线、最大限度

分享境外资源等许多重要认识和判断以及一系列对策建议, 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 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

关注, 在国家相关规划和重大决策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在社会和同行中有广泛影响。目前, 该中心已经成为

我国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的重要智库之一。 

过去 10 年, 我国矿产资源累计消费超过历史总和的 2 倍, 资源短缺程度不断加剧, 且呈现从个别矿种

向全面短缺之势发展。分析表明, 未来 20年, 我国将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高峰时期, 各类资源需求将陆续

达到顶峰, 预测累计资源需求总量将超过过去 60年的总和, 资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 全球资

源供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成本和难度不断增加：⑴占世界 3/4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新一轮工业化将成为全球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源需求旺盛, 竞争更加激烈; ⑵发达国家掌控着全

球矿产资源的话语权, 其通过跨国公司垄断全球资源和控制世界资源市场的有利地位, 给我国的资源安全

和资源利益带来新的挑战; ⑶金融与资源的结合日益密切, 增加了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成本, 脆弱的世界

矿产品市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资源安全; ⑷国际间有关能源、矿产资源以及碳排放等问题的博弈日趋复杂化, 

使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难问题增多、资源战略研究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为了推动矿产资源战略研究的不断深入, 增加国民对全球及我国资源供需形势的了解, 围绕着能源和

矿产资源重大战略问题, 该中心组织有关人员撰写论文, 形成了这本由资源需求理论与供需形势、资源安全

以及碳排放与节能减排三个部分构成的专辑。相信该专辑对于读者了解资源形势, 分析资源与经济发展规律, 

判断能源与矿产资源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趋势会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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