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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粗钢消费量, 计算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我国中、东、西部三种

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以及人均消费量, 对比分析了各地区以及发达国家在同一人均 GDP 水平下的三种矿产资

源消费差异, 分析了各地区能源、水泥、粗钢的消费趋势。研究表明, 东部地区粗钢、水泥的人均消费即将

到达峰值, 而能源消费峰值的到达还需要 10年时间; 中、西部地区粗钢、水泥消费峰值将在 10年内到达, 能

源消费峰值的到达仍需 15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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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ineral Resources Demands          
and Tre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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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consumption of crude steel in various areas of China, calculated the consump-
tion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three kinds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Zhujiang River delta, 
circum-Bohai Sea area, central and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and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evels of 
consump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under the same GDP per capita in various areas of China a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vestigated the energy, cement, crude steel consumption tre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ude 
steel and cement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eastern China will soon reach the peak, while it will take 10 years for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o reach the peak. The crude steel and cement consumption 
will need 10 years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need 15 years to reach the peak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energy; cement; crude steel; three economic circles; central,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consumption 
trends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三大经济圈及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中、西部地区经济起步晚, 

发展缓慢, 造成了各地区的矿产资源消费水平存在

很大差异。近年来我国矿产资源供应及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 矿产资源需求趋势的分析意义重大。 

目前国内外有关我国矿产资源需求(王高尚等, 

2002; 王高尚, 2010; 王安建, 2010; 王安建等, 2010; 

谢承祥等, 2009)的研究很深入, 国内学者对我国区

域矿产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加(吴文

亮, 2009; 高芯蕊等, 2010; 徐铭辰等, 2010; 陈其慎

等, 2010a, b; 刘占成, 2010), 但对各个地区矿产资

源消费趋势的分析极少。分析好各区域主要矿产资

源需求趋势及其峰值到达所需要的时间对做好各区

域间有关产业的规划和转移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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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对我国各地区的粗钢消费量进行测算, 计算

各地区主要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以及人均消费量, 对

比分析我国各地区矿产资源消费与发达国家同一人

均 GDP水平下的差异, 分析各地区能源、水泥、粗

钢的消费趋势。 

1  三大经济圈及中、东、西部经济社会概
况 

1.1  各区域的社会概况 

不同研究者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 对于经济圈

的界定有着各自的认识。考虑到行政区域的相对稳

定性, 经济依托关系, 能源资源与经济社会统计数

据的可得性, 本研究认定的经济圈范围如下:  

珠三角经济圈: 为广东省全境。土地面积 18万

平方公里, 占全国不足 2% 。2008 年底常住人口为

0.9 亿人, 占全国 7%, 创造了 9485 亿美元(以 1990

年美元标准计算, 下同)的 GDP总量, 占全国 12%。 

长三角经济圈: 涵盖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

市, 土地面积 21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 2%, 常住人口

1.4亿人, 占全国 11%。实现了 17404亿美元的 GDP

总量, 占全国 22%。 

环渤海经济圈: 为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

山东省以及河北省三省两市。土地面积为 52万平方

公里, 占全国 5.81%。常住人口 2.3 亿人, 占全国

17%。完成了 20611 亿美元的 GDP 总量, 占全国

26%。 

中部区域划分: 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等 8 个省级行政区。土地面积为 304.992 万平

方公里, 占全国 31.77%。常住人口 4.4 亿, 占全国

33.1%。 

东部区域划分: 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等 11个省级行政区。土地面积为

115.008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 11.98%。常住人口 5.2

亿, 占全国 38.8%。 

西部区域划分: 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等 12个省级行政区。土地面积为 540万

平方公里, 占全国 56.25%。常住人口 3.7亿, 占全国

27.5%(图 1)。 

 

图 1  2008 中国年各区域概况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9) 

Fig. 1  Regional overview of 2008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ewsroo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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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区域的人均 GDP发展水平分析 

2008 年三大经济圈的人均 GDP 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全国人均 GDP 达到了 6059.89 美元, 珠三

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经济圈人均 GDP 分别为

9939 美元、1.2 万美元、8814 美元, 分别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 1.6倍、2倍和 1.4倍。由于三大经济圈均

分布在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人均 GDP水平略高于环

渤海低于珠三角, 2008年的人均 GDP为 9843美元, 

中、西部地区却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两地区 2008

年的人均 GDP分别为 4717美元和 4238美元。 

2008年我国人均 GDP水平相当于美国 1923年, 

日本 1965年的水平。东部地区相当于美国 1950年, 

日本 1970年的水平。中、西部地区相当于美国 1905

年, 日本 1962 年水平(图 2)。我国区域性人均 GDP

水平由高到低是东部、中部、西部, 其中东部地区

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中、

西部地区起着引导作用。 

2  各地区能源、水泥、粗钢消费概况 

2.1  各区域重要矿产资源数据测算 

本文收集了 1995 年以来全国及各省的能源消

费总量、水泥产量、二产产值、建筑竣工面积和施

工面积数据。各地区人口、经济、能源和水泥消费

量的数据均通过各省数据加和得到。由于目前我国

省级单位金属消费量统计数据缺失, 本研究运用以

下方法对各省粗钢消费量进行测算。 

由于粗钢消费主要用于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 , 

所以粗钢消费与水泥消费、能源消费、建筑施工面

积、建筑竣工面积和二产产值密切相关 (陈祥云 , 

2008; 陈建宏等, 2009)。分别用这五种数据的历年全

国总量与全国粗钢消费量相除得到五组比例系数 : 

历年能源总消费量与全国粗钢消费量的比例系数、 

 

图 2  2008 年各区域人均 GDP 与日、美的比较 
(来源: 国际能源机构(IEA), 2008) 

Fig. 2  China’s regional per capita GDP in 2008 compared 
with Japan and USA 

(Sourc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2008) 

全国二产产值与全国粗钢消费量的比例系数、全国

水泥产量与全国粗钢消费量的比例系数、全国建筑

竣工面积与全国粗钢消费量的比例系数、全国建筑

施工面积与全国粗钢消费量的比例系数(后面简称

能源系数, 二产系数, 水泥系数, 竣工系数, 施工系

数)。 

对五组比例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基本方法是: 

分别对五组系数进行方差计算, 通过方差与均值平

方的比值的一致性找出与粗钢消费最为密切的量。

得出的比值越小说明数据波动性越小, 用这组数据

去推算各省的粗钢消费量越可靠。1995年以来五种

系数归一后的波动曲线缓和度不一(图 3)。 

系数方差计算公式:  

D(X)=(x1
2+x2

2+x3
2+⋯+xn

2)/n－[(x1+x2+x3+⋯+xn)/n] 2 

D(X)——方差;  

x1 ,x2 ,x3 , ⋯, xn ——历年系数 

S= D(X)/ X  2  

X——历年系数均值 

由于各系数的单位不一, 所计算出的方差不具

有可比性, 本文用各种系数的 S 值相比较, 能源系

数 S值为 0.077, 二产系数 S值为 0.026, 水泥系数 S

值为 0.024, 竣工系数 S值为 0.013, 施工系数 S值为

0.004。S 值越小系数波动就越缓和, 即施工面积与

粗钢消费量的关系最为密切, 通过各地区施工面积

占全国施工面积的比例再乘上全国粗钢消费量, 推

算出的各地区粗钢消费量(表 1)。因此, 本文以下使

用的各地区粗钢的消费数据均由此法推算而得, 由

于方法限制 , 这些地区的粗钢消费数据仅作参考 , 

不宜作数据引用。 

2008年我国中、东、西部粗钢的消费总量分别

为 122.5 百万吨、307.4 百万吨、86.8 百万吨; 水泥 

 

图 3  粗钢消费量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Fig. 3  Crude steel consump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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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地区粗钢消费量测算结果(单位: 百万吨) 
Table 1  Measured results of crude steel consumption in all regions (Unit: million tons) 

年份 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 中部 东部 西部 

1995 16.1 36.5 30.1 21.2 56.5 14.5 

1996 12.1 28.0 23.0 23.8 61.9 16.0 

1997 13.0 29.3 23.6 24.7 64.4 16.4 

1998 13.5 30.9 25.3 27.4 72.0 18.2 

1999 14.6 34.2 28.0 30.4 81.1 20.1 

2000 14.2 36.9 29.1 30.9 84.0 20.1 

2001 16.1 46.8 35.1 38.3 103.8 24.8 

2002 18.0 59.7 41.8 46.6 128.7 30.5 

2003 22.1 83.3 51.3 59.8 169.3 39.1 

2004 25.3 100.8 56.8 71.6 201.6 47.2 

2005 26.9 126.4 66.3 88.7 245.0 58.3 

2006 27.2 140.7 70.4 98.4 267.9 67.1 

2007 29.4 166.4 74.9 111.2 293.7 77.3 

2008 27.9 173.7 77.3 122.5 307.4 86.8 

 

的消费总量分别为 4.06亿吨、6.66亿吨、3.23亿吨; 

能源的消费总量分别为 85.4 亿吨标准煤、164.7 亿

吨标准煤、83.4亿吨标准煤(图 4)。 

 

图 4  2008 年主要矿产资源消费比例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9) 

Fig. 4  The proportion of major consumers of mineral re-
sources in 2008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ewsroom, 
2009) 

2.2  各地区及美国、日本之间能源、水泥、粗钢消

费水平的对比分析 

2008 年与我国长三角地区在同一 GDP 水平下, 

美国、日本粗钢和水泥的人均消费量已经达到峰值, 

增幅几乎为零 ; 能源的人均消费还在缓慢增长阶

段。与我国珠三角地区同一 GDP水平下, 美国、日

本粗钢和水泥的人均消费阶段特点是缓慢增长, 将

要达到峰值; 能源的人均消费仍在高速增长阶段。

与我国环渤海地区在同一 GDP水平下, 美国、日本

的粗钢和水泥的人均消费量呈缓慢增长阶段; 能源

的消费水平加速提高。 

与我国东部地区在同一 GDP水平下, 美国、日

本的人均水泥和粗钢消费阶段特点是将要达到峰值, 

人均消费量增长缓慢趋于增长停滞; 能源的人均消

费加速增长。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同一 GDP水平

下, 美国、日本处于矿产资源人均消费起步发展时

期, 人均消费量加速增长, 进入需求不断扩大时期。 

与我国 2008 年各地区同一人均 GDP 水平下对

比, 我国各地区粗钢和水泥的人均消费量均高于美

国, 而能源的人均消费量却低于美国。国内各个地

区粗钢消费量由多到少依次为长三角、中部、西部、

珠三角、东部、环渤海; 能源消费量由多到少依次

为西部、环渤海、中部、东部、珠三角、长三角; 水

泥消费量由多到少依次为中部、西部、珠三角、环

渤海、东部、长三角。这种现象主要与这些地区的

经济总量、人口、地域面积及产品类型等有关, 不

能一概而论。 
 



第五期 张晓佳等: 我国区域性矿产资源需求差异与趋势分析 683 
 

 
  

表 2  2008 年我国各地区及美国、日本在同一 GDP 水平下的人均消费概况 
Table 2  Per capita consumption profile of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and USA, Japan at the same level of GDP  

             品种 

地区 

粗钢 

(千克/人) 

能源 

(吨标煤/人) 

水泥 

(千克/人) 

GDP 
(美元/人) 

对应年份 

珠三角 292.5 2.3 993.8 9938.7  

美国 402.6 7.6 229.3 9741.1 1942年 

日本 669.9 3.6 640.0 9714.0 1970年 

长三角 1224.5 3.3 1664.2 12267.5  

美国 413.8 8.7 392.5 12242.3 1963年 

日本 535.2 4.2 861.3 12584.9 1978年 

环渤海 330.7 3.7 1211.5 8813.9  

美国 421.1 7.3 211.9 8205.7 1941年 

日本 597.1 3.2 596.3 8874.1 1969年 

中部 278.6 1.9 924.4 4717.2  

美国 202.0 5.7 80.2 4642.2 1905年 

日本 240.1 1.5 297.5 4776.5 1962年 

东部 596.1 3.2 1292.1 9843.0  

美国 402.6 7.6 229.3 9741.1 1942年 

日本 669.9 3.6 640.0 9714.0 1970年 

西部 237.7 2.3 885.1 4238.6  

美国 154.1 4.8 42.4 4348.7 1901年 

日本 271.4 1.4 301.3 4426.3 1961年 

数据来源:国内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9; 美国、日本的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9。 

 

3  各地区主要矿产资源消费趋势分析 

1995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粗钢、水泥、能源的人

均消费量与人均 GDP 的关系(图 5)所呈现出的特点

和发达国家同一 GDP水平时相似, 在工业化起点阶

段人均消费量随着 GDP 的增长缓慢增加; 在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后人均消费量进入高速增长阶

段; 在人均 GDP达到一定水平时部分地区人均消费

的增速又开始减缓, 有迹象表明到达此阶段的地区

有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东部地区。说明我国

区域间的人均消费模式依然遵从矿产资源消费的 S

形理论(王安建等, 2002, 2008)。 

2008年长三角地区的人均粗钢消费量趋近峰值, 

珠三角、环渤海和东部地区也已经进入 S 形消费轨

迹的增速减缓期(图 6)。未来几年东部地区粗钢消费

量趋于饱和, 不会有太大增幅, 而中、西部地区处于

人均消费量高速增长阶段。依据 S 形理论, 水泥与

粗钢的人均消费均在人均 GDP 为 10000～12000 美

元时到达峰值 , 能源的人均消费在人均 GDP 为

20000～22000美元时到达峰值。 

根据现阶段我国各区域人均 GDP 增长率的发

展趋势, 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人均 GDP增长率的发

展规律, 设定东部地区 2011-2015年、2016-2020年

人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 7.5%、6%(按 1990 盖凯美

元计算, 下同), 从而测算出: (1)2011年人均 GDP达

到 12500美元(折合人民币 59300元), 粗钢和水泥的

人均消费达到峰值 ; (2)2020 年人均 GDP 将达到

22400(折合人民币 106000元)美元, 能源的人均消费

到达峰值。 

按东部的经济模式增长 , 设定中、西部地区

2011-2015年、2016-2020年 2021-2025年的人均GDP

增长率分别 11.5%、10%、8.5%, 测算得到: (1)2018

年中、西部人均 GDP 将分别达到 12500 美元(折合

人民币 59300元)、12400美元(折合人民币 58600元), 

其粗钢和水泥的消费峰值还需要 10 年左右时间到

达; (2)中、西部人均 GDP在 2025年分别达到 23100

美元(折合人民币 109300元)、22500美元(折合人民

币 106600 元), 其能源的消费峰值还需要 15 年时间

到达。 

4  结论 

(1) 对比分析了各个区域概貌及经济水平, 各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极其突出, 三大经济圈

及东部地区的经济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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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国及各区域人均消费量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9) 

Fig. 5  National and region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ewsroom, 

2009) 
 

中、西部经济却刚刚起步, 分析经济发达地区的矿

产资源消费对后期发展地区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2) 通过相关性分析法测算出我国各地粗钢消费

量。对比国内外粗钢、水泥、能源的消费水平, 分

析出了我国在同一经济水平下三大主要矿产资源的

消费特点及各区域间的消费差异。 

将我国各地区主要矿产资源人均消费和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与矿产资源人均消费的 S 形理论相结

合, 定位各地区矿产资源消费水平。长三角、珠三

角、东部、环渤海地区明显已进入 S 形消费理论的 

 

图 6  粗钢人均消费的 S 形模型 
Fig. 6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rude steel S-shaped 

model 
 

增速减缓并接近峰值阶段, 而中、西部地区人均消

费量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3) 分析了未来十年我国各地区主要矿产资源

需求趋势。东部地区能源的人均消费峰值将在 2020

年人均 GDP为 22400美元时到达。中、西部地区粗

钢和水泥的人均消费峰值将在 2018 年人均 GDP 分

别为 12500美元、12400美元时到达, 能源的人均消

费峰值将在 2025 年人均 GDP 分别为 23100 美元、

22500美元时到达。 

(4) 根据粗钢、水泥、能源的消费趋势, 东部地

区应及时制定相关规划 , 促进相关企业的梯次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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