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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矿产研究”专辑特邀主编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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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自然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  

自然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7 

摘  要: 近一个时期以来, 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不断恶化, 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愈发重视矿产资源安全, 

陆续出台战略性矿产政策。“十三五”期间, 我国及时出台了战略性矿产政策, 对保障国家资源稳定供应起

到了重要作用。2020 年是“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年, 战略性矿产是国家资源规划的核心, 为了更

好的支撑规划的编制, 有关单位开展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我们组织了长期从事战略性矿产研

究工作的二十余家单位的 60 名专家, 编写了 22 篇有关战略性矿产的文章, 组成“战略性矿产研究”专辑。

专辑包括综合篇、清洁能源篇、战略性大宗金属篇、战略性关键金属篇和战略性非金属篇 5 个部分, 本文

将对收录本专辑的文章做一简要介绍, 对深入开展矿产资源相关研究工作以及国家矿产资源战略、规划、

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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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Editor’s Preface to the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EN Qi-shen 
MNR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y and Mineral Assessment, MNR Key Laboratory of Isotope Geology,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Recently,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s been deteriorat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other economi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ecurity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issued strategic mineral policies one after anoth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China issued the 
strategic mineral policy in tim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stable supply of national  
resources. 2020 is the year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n mineral resource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are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 planning. In order to better support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lan,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studies and achiev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sults. 60 experts 
have been organized from more than 20 units engaged in strategic mineral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22 articles 
were compiled on strategic minerals, and the special compilation of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was 
formed. The special compilation include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clean energy, strategic staple metal, strategic 
key metal and strategic non-metallic five parts.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apers in this special 
compilation,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related research 
work as well as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and policy-making. 
Key words: strategic minerals; resource security; mineral resources strategy; mineral resource planning  
 

 
 
 

近 10 年来, 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

形势日趋恶化、战略新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 战略

性矿产的研究工作日益成为各国光放关注的焦点。

2007 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的《Minerals,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 U.S.Economy》报告提出,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矿产资源进口来源, 如果出

现供应中断, 会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应该引

起足够重视(U.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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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2007)。之后, 美国及欧盟等西方经济体开始

警觉矿产资源供应风险, 陆续出台资源安全保障政

策。例如, 美国调整了战略性矿产储备政策, 加大储

备力度, 2011 年储备品种增长至 21 种, 2013 年增长

至 28 种, 2018 年达到 44 种。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  
更是不断出台危机矿产资源政策, 提高国内保障能

力。欧盟于 2008 年发布了《原材料倡议》, 之后不

断出台多种措施, 保障欧盟危机矿产的安全供应。 
在我国, 战略性矿产资源研究工作是国家制定

矿产资源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基础性工作和前

置性工作。长期以来, 我国矿产资源战略研究者先

后开展了大量工作, 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矿产资

源规划(2016—2020 年)》(国土资源部, 2017)中 24
种战略性矿产的出台以及正在编制的《全国矿产资

源规划(2021—2025 年)》中战略性矿产的更新厘定

及差别性管理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

了使社会各界更加深入了解国内外战略性矿产的研

究进展, 及时掌握战略性矿产新形势和新问题, 推
动我国矿产资源高质量发展, 我们组织了长期从事

战略性矿产研究工作的二十余家单位的 60 余名专

家, 编写了 22 篇有关战略性矿产的文章, 组成“战

略性矿产研究”专辑。专辑包括综合篇、清洁能源

篇、战略性大宗金属篇、战略性关键金属篇和战略

性非金属篇 5 个部分, 本文将对收录本专辑的文章

做一简要介绍。 

1  战略性矿产综合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主要

国家在新一轮矿产资源战略实施中, 都将重点指向

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国防安全和科技安

全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展战略性矿产综合研究对

于国家制定矿产资源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有重要

意义。本部分为战略性矿产综合研究共有 5 篇文章, 
均为研究性文章, 包括“国内外战略性矿产厘定理

论与方法”(陈其慎等, 2021)、“战略性矿产资源高

质量开发利用问题与对策”(董延涛等, 2021)、“中

国关键矿产评价标准和清单的探讨” (郭娟等 , 
2021)、“矿产资源供应基地评价与供应链调查理论

技术方法”(陈其慎等, 2021)、“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上线划定方法与应用研究”(刘超等, 2021)。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矿产资源对人类社会的重

要性在增强, 矿产资源领域的博弈成为大国竞争的

重要阵地, 各国感觉到矿产资源供应面临危机, 美
国出台了 Critical Minerals 政策 , 欧盟出台了

Critical Raw Materials 政策(European Commission,  
2008)。多数相关研究往往过度重视清单厘定方法和

清单中包含哪些矿种, 忽视出台相关政策的背景、

动因和采取的措施。战略性矿产是国家实施矿产资

源战略的核心抓手, 确定战略性矿产厘定原则、名

录、政策, 必须基于对国家资源供需形势的深入了

解, 我国是世界 大的矿产资源消费国、生产国和

进口国, 矿产资源稳定供应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 
这是我国矿产资源国情, 是制定一切矿产资源战略

和政策的基础(陈其慎, 2013)。陈其慎等(2021)深入

探讨了国外战略性矿产的定位、定义、厘定过程、

政策, 我国矿产资源形势、我国战略性矿产厘定原

则建议、我国战略性矿产厘定的思路建议, 以及国

内外战略性矿产厘定的共性及差异性, 为矿产资源

领域研究者、管理者提供参考。 
董延涛等(2021)从矿产资源储量、开发利用布

局结构、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矿业国际合作等 4 个

方面总结了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分
析了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 5 方面

主要问题: 后备资源基础不牢、国内资源供应压力

大、部分矿产竞争力减弱、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不足。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

促进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的思路建议: 
(1)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力度, 夯实资源基

础; (2)加快构建由“战略性矿种、战略性矿区、战

略性企业”“三位一体”的战略性矿产资源规划和开

发保护体系; (3)加快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创新,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4)坚持矿业金融融合战

略, 积极发挥金融对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利

用的精准支撑作用。 
后工业化时代, 关键矿产成为大国资源竞争的

焦点。随着对关键矿产的需求不断增长, 各国会更

加关注其供应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关键

矿产是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段、不同场合会给

出不同界定的动态概念。郭娟等(2021)通过对比分析

世界主要国家或组织的关键矿产目录, 对关键矿产

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探讨, 阐述了我国关键矿产的

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 列出了 35 种关键矿产名单, 
提出了加强关键矿产的研究工作、加强科技研发、

加强稀有稀散等关键矿产的战略储备等相关建议。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 全球矿

产资源供应受到较大影响, 由于资源供应节点众多,
风险因素复杂多变, 亟需从产运供应链角度, 开展

矿产资源供应基地、供应节点、供应链的综合研究。

陈其慎等(2021)首次提出了矿产资源供应链概念、

内涵和评价方法 , 以矿产资源供应基地为切入点 , 
建立了基于空间技术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厘定与综

合评价方法, 通过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关键节点与供

应链厘定技术体系, 系统针对目标国的矿产资源供

应情况, 厘定供应链与关键节点, 利用矿产资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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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风险评价方法, 针对供应链开展风险评价, 有
助于目标国全面掌握矿产资源供应链风险隐患, 根
据不同的预警级别, 分级分类制定安全预案, 保障

矿产资源持续稳定供应。 
加快构建自然(矿产)资源上线, 实行资源总量

管理, 是资源领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和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具体措施。必须合理制定矿

产资源利用上线, 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

响。当前对矿产资源开发上线的研究较少, 且不深

入, 但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都考虑生态因素对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上线的影响。刘超等(2021)分析了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上线划定的影响因素, 评价过程引

入开发利用强度指数概念, 并划分强度区间以及拟

定开发利用强度指数上线。以战略性大宗矿产铁矿

为例,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 2009—2018 年我国铁矿

开发利用强度进行了评价, 计算并划定了铁矿开发

利用强度指数上线。构建了铁矿开发利用上线模型, 
并在分析钢铁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基于合理假设

分别划定了未来我国铁矿开发利用上线。 

2  清洁能源篇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全球人口的增长及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次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大

规模开发利用, 导致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 对人类

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 清洁能源的开

发利用引起全球的广泛重视。本部分共有 4 篇文章, 
其中综述性文章 2 篇, 研究性文章 2 篇。综述性文

章包括: “日本天然气水合物研发进展与技术方向”

(张涛等, 2021)、“黑海天然气水合物地质调查现状

分析”(吴林强等, 2021)。研究性文章包括: “全球

清洁能源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崔荣国等, 2021)、
“未来我国气体能源发展动向研究” (宋科余等 , 
2021)。 

崔荣国等(2021)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明确了

清洁能源的概念和能源种类, 从投资、装机容量和

消费变化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的发展现

状, 采用趋势预测法预测了未来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成本, 与 2019 年相比, 2050 年聚光太阳能发电成本

下降超过七成, 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地热下降超

过六成, 光伏发电下降接近六成, 水电上升超过一

成; 运用生长曲线预测模型(SGompertz 曲线模型)
预测了未来清洁能源需求趋势, 2030 年、2050 年全

球清洁能源需求约占全球一次能源需求的 18%、

30%。崔荣国等(2021)认为清洁能源的利用程度和碳

排放量呈负相关关系, 中国处于全球清洁能源发展

的领先地位, 清洁能源将改变全球一次能源格局。 
未来能源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及早建立清洁、

高效、安全、多元化的现代能源体系, 调整优化我

国能源供给结构迫在眉睫。宋科余等(2021)在初步

判断我国气体能源发展现状基础上, 构建了专门针

对气体能源优先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分

析法(AHP)与灰色关联度评价法从资源状况、经济

意义、技术及创新、环境影响以及发展潜力五方面

对常规天然气、页岩气、致密气、煤层气、煤制气

及可燃冰产业进行对比分析。从指标权重来看, 消
耗排放、燃料热值、国际合作、政策扶持、生产成

本、资源潜力、生产排放等因素对各气体能源发展

影响 大; 从各气体能源优先发展序列来看, 除常

规天然气外, 应优先发展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 
理性发展煤制气, 科学布局可燃冰开发规划。 

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新型能源, 在日本周边

海域广泛存在, 促进其商业化开发已成为日本能源

战略的重要一部分。张涛等(2020)结合日本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调查和技术研发的 新进展, 系统梳理

了 新成果和未来计划, 并总结了近 20 年日本推

动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化开发的措施和经验。为推动

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化开发 , 日本通过加强顶层设

计、设立商业公司、成立研发联盟、加强国际合作

等措施, 加大了对天然气水合物研发的投入和攻关

力度, 并提出 2027 年前实现商业化开发。尽管我国

在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发领域处于领跑地位, 但吸

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 对推动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

发展进程仍具有重要意义。 
黑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丰富, 且地质调查程度

较低, 是我国未来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区域。吴林

强等(2021)在系统总结和分析黑海地区天然气水合

物近 50 年地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 梳理了黑海地

区天然气水合物地质调查的历程、主要认识及资源

潜力。黑海地区天然气水合物类型以Ⅰ型为主, 主
要赋存在细粒沉积储层中 , 甲烷资源量 高可达

850 万亿 m3。除俄罗斯外, 黑海周边其他各国的调

查能力和装备实力相对较弱, 各专属海域水合物调

查程度较低, 资源分布不明; 土耳其积极参与国际

合作项目, 具备一定的调查能力和装备实力, 是我

国未来合作的重点。 

3  战略性大宗金属篇 

铁、铜、铝等大宗重要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保障其供应安全对国计民

生至关重要。当前, 全球新冠疫情蔓延, 欧美亚各

国不断升级防疫措施, 必将对全球战略性大宗矿产

供应链形成巨大冲击, 并极有可能形成级联效应。

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的各国经济衰退也可能对中国

战略性大宗金属产业产生深远影响。本部分共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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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 均为研究性文章, 包括“后疫情时期全球

铁矿资源格局分析”(张艳飞等, 2021)、“京津冀地

区铁矿石需求预测”(贾逸卿等, 2021)、“后疫情时

代中国铜资源供应形势分析”(韩见等, 2021)、“海

外铜矿投资项目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探讨——以非

洲为例”(王琨等, 2021)。 
铁是我国用量 大、用途 广的金属, 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国际铁矿石市场出现较多新变化, 分析

国际铁矿石供需和市场格局变化原因, 研判未来趋

势, 对于保障我国铁矿石资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

义。张艳飞等(2021)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 全球钢

铁产量、铁矿石供应和价格变化趋势、国际铁矿石

供需和市场格局发生的主要变化, 并进一步研判了

未来 2~3 年全球铁矿石需求、供应和市场价格走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球铁矿石供需格局进一步

集中, 呈现“两个国家, 两个 60%”的格局。即中

国钢铁产量在全球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 接近 60%; 
澳大利亚对全球铁矿海运市场供应地位进一步提升, 
接近 60%。过去几年中国钢铁产消量增长的主要因

素是国家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未来 2~3 年, 我国钢

铁产量仍将保持高位, 铁矿价格将缓慢震荡回落。 
京津冀地区作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

群, 是我国钢铁生产 为集中的地区, 在支撑当地

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为其他钢铁供给不足的地区做

出了突出贡献。然而, 过快发展的京津冀钢铁行业

也遇到产能过剩严重、污染加剧的窘境。而作为钢

铁生产原材料的铁矿石, 如何合理科学测算其需求, 
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发展, 就成了当下热点问

题之一。贾逸卿等(2021)在京津冀地区铁矿供需现

状的基础上, 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利用“S”形、

类比法和 ARIMA 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的铁矿石需求

进行预测, 预测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京津冀

地区的铁矿石需求量分别为 3.42 亿 t、3.02 亿 t 和
2.68 亿 t, 需求的峰值点在 2022 年左右, 为京津冀

地区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是全球 大的铜消费国, 每年消耗全球接

近一半的铜资源。但国内铜矿资源紧缺, 产量相对

有限, 2019 年对外依存度高达 78%。韩见等(2021)
从中国铜资源供需形势、进口来源地风险分析、铜

资源公司综合竞争力、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铜资源

供应影响等方面, 系统的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铜

资源供应形势, 并给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加大国内

铜资源的勘查力度, 将保护区内的资源列为后备战

略资源, 力争国内关键产业可实现铜资源的完全自

给; 二是加强国际合作, 全力保障南美及非洲供应

安全, 但要逐渐减少对南美国家铜资源的依赖, 加
大非洲铜资源的合作开发力度; 三是给予在海外投

资的中资企业相应的政策和金融支持, 积极扩大海

外冶炼产能, 打通非洲铜资源上下游产业链。 
近年来, 为保障我国铜原料的稳定供应, 国内

矿业公司纷纷“走出去”进行铜矿项目投资。然而

在国内企业、地勘单位走出去的过程中, 由于海外

项目信息不对称, 在国内没有充分了解项目资源情

况、配套基础设施、当地政策等潜在风险, 盲目到

海外投资, 终失败而归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何在

有限的数据资料条件下, 快速对项目的优劣做出客

观评价成为矿业公司海外投资面临的重要问题。王

琨等(2021)以非洲铜矿项目为研究对象, 在数据资

料有限的情况下, 从资源禀赋、资源潜力、开发条

件以及可获得性四个方面开展综合评价, 提出了一

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 实现

铜矿项目战略投资快速评价与初选, 有利于提高海

外矿业投资项目的判别效率与投资成功率。 

4  战略性关键金属篇 

伴随着创新使用技术的发展, 矿物原材料的新

用途不断的被挖掘, 特别是关键矿产的应用, 使得

资源利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深刻地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郭娟等, 2021)。本部分共有 5 篇文章, 均为

研究性文章, 包括“新冠疫情叠加的金融变局下关

于金银等矿产回归货币属性的思考” (阴秀琦等 , 
2021)、“全球钛资源行业发展现状”(李政和陈从喜, 
2021)、“‘二元消费’影响下的镍供需形势分析”(邢
佳韵等, 2021)、“中国锌矿资源开发利用形势分析”

(潘志君等, 2021)、“世界稀土产业格局变化与中国

稀土产业面临的问题”(郑国栋等, 2021)。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 美元大量超发, 美元的

货币信用受到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未来

将形成几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局面, 各国央行为自己

的货币信用背书而显著增持黄金, 信用货币制度下

黄金白银的货币属性仍然没有消失, 黄金白银的战

略重要性凸显。阴秀琦等(2021)分析了货币发展历

程、国际货币结算体系演化过程和疫情导致的全球

金融变局; 美元与黄金、石油绑定成为国际霸权货

币的过程; 2020 年疫情爆发对经济全面冲击, 美元

超发面临弱化, 黄金白银的避险作用增强的趋势。

在这种变局下, 全球贵金属并购项目增强, 各国增

强黄金储备 , 探索性推进与黄金绑定新的货币体

系。阴秀琦等(2021)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人民币

国际化的角度提出中长期增强黄金、白银国内外矿

产地储备、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 加快推出人民币

国际化黄金白银锚定物的建议。 
钛矿是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矿种之一, 对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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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陈从喜 (2021)对全球钛资源的储量及分布状

况、钛资源的生产和消费情况进行了分析, 为我国

钛矿资源安全提供研究依据。我国是钛资源大国, 
钛储量位居世界第一 , 但多为共伴生矿 , 品位不

高。钛精矿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对外依存度超

过了 60%。受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钛矿

资源的国际贸易形势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时随着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钛的消费需求将不断增

加, 因此, 加大我国钛资源的勘查和资源储备, 加
快我国钛行业的产业升级转型以及保障钛矿的资源

供给安全是未来整个行业的重要议题。 
镍是重要的新能源矿产, 不锈钢是其第一大消

费领域, 对全球镍消费趋势起决定性作用。近年来, 
电动汽车产业逐渐发展, 动力电池对镍需求也逐渐

得到重视, 该领域的镍消费普遍被认为是 具发展

潜力的镍消费领域。邢佳韵等(2021)对镍需求的历

史和现状进行分析, 对未来不锈钢及电动汽车领域

等重要部门的镍需求进行了展望, 认为未来镍需求

将由 2019 年 243 万 t 增长至 2030 年 445 万 t, 其中

不锈钢领域仍为其第一大消费领域, 电池领域上升

为第二大消费领域。通过梳理全球镍资源情况及供

应开发情况, 认为由于受到疫情冲击, 2020 年镍矿

供需形势紧张状态将有所缓解, 但随着未来疫情好

转, 未来几年内镍仍将处于供需紧张状态。通过梳

理镍供应链条, 认为市场对硫酸镍以及硫化镍矿需

求未来有望持续增长, 这对镍盐价格将形成有力支

撑, 对推动全球红土镍矿湿法产能建设也将形成一

定促进作用。 
锌是一种仅次于铜和铝的重要有色金属原材

料,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锌资源国, 第一大消费国、

生产国和进口国, 锌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中国锌资源很大程度依赖国外进口, 这使

得锌的供需格局严重影响国家战略安全。潘志君等

(2021)在系统梳理全球锌矿资源储量、产量、生产

商以及消费等供需格局的情况下, 建立 3 大开发利

用指标, 通过数学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锌矿资源形

势。长期而言, 全球锌矿资源将仍处于供不应求的

紧缺状态, 中国锌矿资源形势存在生产集中度小、

锌储采比低以及锌产品进口集中度高等 3 大特点, 
从而说明中国锌资源未来形势并不乐观, 需加大资

源保障力度。 
稀土元素在永磁材料等新材料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 被世界各主要国家列为战略资源。稀土包

括 17 种元素, 具有优异的磁、光、电性能, 既可用

于玻璃、冶金、陶瓷、石化等传统领域, 也可用于

永磁材料、储氢材料、催化剂、高温超导等新材料

领域,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

内稀土探矿热潮的出现以及中国稀土资源的大量开

发, 中国稀土资源优势地位正逐渐降低; 美国等西

方国家大力推动中国之外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项目

的建设, 全球稀土生产格局或将发生变化。郑国栋

等(2021)分析了全球稀土资源、生产格局和世界稀

土资源消费情况, 指出了我国稀土产业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加强对中重稀土资源的保

护、充分发挥稀土交易所商品定价的作用、加强稀

土材料、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技术研究、构建稀土矿

业航母、转变稀土管理方式等相关建议。 

5  战略性非金属篇 

战略性非金属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

建筑、机械、农业、环保、医药等行业。无论是粮

食生产所需要的硫、磷、钾, 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需要的萤石、石墨、重晶石等非金属, 被越来越多

地应用于国防、航天、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在国家

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本部分共有 4 篇文章, 均为研究性

文章, 包括“后疫情时代全球石油供需格局研究”

(龙涛等, 2021)、“中国主要农用矿产资源安全保障

战略研究”(焦森等, 2021)、“石墨、萤石等战略非

金属矿产发展趋势研究”(陈军元等, 2021)、“关于

将重晶石列为战略性矿产的原则分析” (姜雅等 , 
2021)。 

2017 年以来, 全球石油消费持续疲软, 消费增

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石油需求的

打击更是“雪上加霜”。长远来看, 疫情终将得到控

制, 关注后疫情时代全球石油市场变化趋势, 对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龙涛等(2021)回顾了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原油价

格及大型油气公司股票价格的走势, 探讨了疫情对

全球石油需求和供应市场的影响, 研判了短期及中

长期全球石油供需格局, 得出了 3 点结论: 一是疫

情对全球石油需求产生重大冲击, 预计 2020 年全

球石油需求较 2019 年将下降 5%, 未来随着全球经

济逐步恢复, 全球石油消费将缓慢回升; 二是未来

3~5 年, 全球石油产量将大于需求量, 全球石油市场

供大于求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 ; 三是中长期来看 , 
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在低价位震荡, 将会造成上游

勘探开发投入不足, 英国、俄罗斯及亚洲等国家的部

分老油田产量将持续下滑, 全球石油市场将趋紧。 
矿产资源在农业领域应用广泛, 可用于生产化

肥、土壤改良、饲料的添加剂、及农药和除草剂的

载体等。主要农用矿产资源(硫、磷、钾)的利用状

况和安全保障程度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及人类生存发

展。焦森等(2021)应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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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 对硫、磷、钾农用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进行

综合研究。结合全球硫、磷、钾资源供给格局和国

外资源可获得性分析, 从供给、需求和国家保障三

个层面, 提出保障我国主要农用矿产资源(硫、磷、

钾)安全、合理开发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

战略与对策建议: 加强找矿投入增加国内资源储量, 
调整产业结构, 深化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以提高产

品附加值, 调整产品出口结构, 采取投资开发和贸

易并重的原则利用国外矿产资源。 
石墨一直是军工和现代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

重要战略资源, 石墨烯的开发利用又将石墨的用途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几乎都或多或少与非金属矿及

其制品有关, 尤其是新材料产业中石墨、萤石、叶

蜡石、石英及其制品更是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

作用。石墨、萤石等非金属矿产被中国、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列为“战略性矿产”或者

“关键矿产”。陈军元等(2021)选取石墨、萤石、高

纯石英、叶蜡石四种非金属矿产为关键非金属矿产, 
收集其产量、消费量、贸易情况等资料, 对其重要

性及用途、供需情况等进行研究, 并对其未来需求

趋势进行预测。石墨、高纯石英、萤石、叶蜡石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重要应用, 未来需求将呈快速

增长趋势, 为国家制定勘查投入及产业发展政策提

供参考。 
重晶石作为石油钻井泥浆加重剂在世界范围

被广泛应用。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将其

列为关键矿产。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

出口国, 年供给量占世界总量 40%。姜雅等(2021)
按照“资源在哪、在哪生产、在哪消费”的产供销

全产业链系统梳理全球重晶石供需形势, 计算美国

重晶石对外进口依赖程度、中国的供给比重, 以及

中国调整贸易政策可能会出现的 4 种情形假设, 并
对美国关键矿产和中国战略性矿产的列入原则进行

对比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美国重晶石高度依赖进

口, 其中近七成源自于中国。并提出建议: 我国应

将重晶石列为战略性矿产, 以全球视角调整产业贸

易政策, 加大重晶石全球勘查开发投入力度, 逐步

布局提升重晶石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 

6  结论 

本专辑发表的 22 篇文章, 涉及国内外战略性

矿产厘定思路和方法、基本属性与治理思路、关键

矿产评价标准等综合研究, 也包括清洁能源、战略

性大宗金属、战略性关键金属和战略性非金属四大

领域的专题研究内容。系统总结了国内外战略性矿

产的研究现状, 战略性矿产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针对具体矿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以及提出的对策

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简要介绍, 有助于读者了解

战略性矿产的 新研究进展, 对深入开展矿产资源

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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