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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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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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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我国政府首次发布战略性矿产目录。本文从矿产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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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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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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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round of implemen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strategy, th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ll 
focus on the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related to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industri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urity. In 201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strategic mineral  
inventory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in four aspects, i.e., reserves of miner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form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mining industry, and analyzes fiv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i,e., the  
foundation of reserve resources is weak, the supply pressure of domestic resources is larg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ome minerals is weaken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voice are insufficient. In view of such a situ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1) strengthening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and consolidating the resource 
base; (2)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 in one"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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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system; (3) accelerating the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ystem;        
(4) adhering to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mining finance and actively playing the precise supporting role of   
finance for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Key words: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ystem; high quality; mining finance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

新活跃期 ,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蓄势待发 , 
多种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 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

加快, 并呈爆发式发展, 不断提升传统产业, 甚至

颠覆传统行业, 并引领带动新兴产业的兴起(李俭, 
2019)。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政治经济秩

序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 将给世界带来

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不管科技

如何发展、产业如何变革, 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源头

和基础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 当今世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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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 2016 年国务院

批复《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 将石

油、天然气、煤炭、稀土、晶质石墨等 24 种矿产列

入战略性矿产目录, 作为矿产资源宏观调控和监督

管理的重点对象, 并在资源配置、财政投入、重大

项目、矿业用地等方面加强引导和差别化管理, 提
高资源安全供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国土资源部, 
2017)。这是我国首次制定战略性矿产名录。 

1  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 我国不仅是矿产资源大国, 而且已经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 
(鞠建华等, 2019; 郭娟等, 2021), 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 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 也为全球矿业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1.1  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变化态势 

自 2016 年 11 月, 我国发布战略性矿产资源目

录以来 , 各类资金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16-2020 年)》的引导, 有序加大投入, 支撑多数

战略性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保持增长态势。投入

方面, 根据《2019 年全国地质勘查成果通报》数据

显示, 2019年我国矿产资源勘查投入 88.03亿元, 同
比减少 5.1%。但是在部分战略性矿产方面投入却保

持增长态势: 2019 年钨、锡、钼、石墨勘查投入同

比增长分别为 220.6%、84.2%、25%和 20.2%(自然

资源部, 2019a)。查明资源储量方面, 除了铬铁矿、

磷矿、钾盐等个别战略性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以

外 , 其余战略性矿产都不同程度有所增长。其中 , 
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同比增长 0.9%, 天然气同比

增长 4.9%; 煤炭查明资源储量同比增长 2.5%, 铜矿

同比增长 7.9%, 镍矿增长 6.2%, 钨矿同比增长

4.0%, 锂矿同比增长 12.9%, 萤石同比增长 6.4%, 
晶质石墨同比增长 19.0%(自然资源部, 2019b)。为

守住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底线奠定了扎实的资源根

基。特别是页岩气, 不仅查明资源储量实现了从无

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目前, 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经

超过万亿 m3, 成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撑

力量。 
1.2  开发利用布局结构优化趋势 

“十三五”期间 , 我国围绕战略性矿产资源 ,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大力推进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结构布局调整。总体格局方面: 西部地区资

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统筹推进, 中东部地区矿业转型

升级加快, 京津冀资源开发强度得到有效控制, 长
江经济带绿色矿业发展走在前列。坚持生态优先, 
强化源头管控, 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有序

推进, 确保各类保护地内不再新设矿业权。产业布

局结构方面: 如 , 锑矿 , 经过近几年的优化调整 , 
目前已经形成湖南、贵州、云南、江西、广西等 5
大锑矿资源产业基地, 合计产能占全国 80%以上,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煤炭方面, 华金证券(2019)研究

认为, 截止到 2018年底, 煤炭企业数量 4505家, 较
2015 年减少了近 30%, 平均产能 78.71 万 t, 较 2015
年提高了 31.35%。清洁能源方面, 鞠建华等(2019)
研究认为, 我国已经创新形成了适合页岩气开发特

点的一系列清洁生产适用技术, 实现了气田勘探开

发全过程、全链条清洁生产。 
1.3  战略性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形势 

近年来 , 我国加快推进资源、产业各项改革 , 
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面临的整体营商环境有所好

转。(1)矿业权出让“放管服”改革。目前, 石油、

烃类天然气等 14 种重要战略性矿产的探矿权采矿

权出让登记需要经过自然资源部, 其余战略性矿产, 
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登记, 其他矿产资源

由省级及以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2)油气勘查

开采体制改革。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 合理

降低准入门槛, 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 完善

区块退出机制, 加强安全、环保等资质管理, 允许

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常规油气

勘查开采, 逐步形成以大型国有油气公司为主导、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勘查开采体系 (曾凌云 , 
2020), 促进油气勘查开发投入增加和市场活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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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3)税费制度改革。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改革方案》, 通过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矿业权占

用费、资源税改革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等

改革措施和配套政策, 促进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

益的维护, 更好地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进而营造

更为公平竞争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市场环

境。(4)监督管理改革措施。将年检制度改为信息公

示制, 扩大社会监督力度, 逐步完善社会监督、政

府抽查、失信退出相配套的监管体系, 2017 年, 全
国勘查项目公示率达到 94%, 开采矿山公示率达到

90%。 
1.4  战略性矿产资源国际合作现状 

战略性矿产资源“天然有国界”, 但其开发利

用的产业链布局“天然无国界”。核心矛盾有二: (1)
由地质成矿条件决定的战略性矿产资源物质存量和

空间分布与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条件受资

源所在国国家主权管辖之间的矛盾。(2)战略性矿产

资源主要需求国家所追求的资源国际流动开放与资

源所在国所追求的流动和流向限制性之间的矛盾。

在当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任何国家都需要通

过国际合作, 互通有无, 共同维护国际矿业繁荣发

展。张伟波等(2020)研究认为, 根据《2019 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 2019), 我国近

10 年来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一直位居行业前

列。2013 年采矿业对外投资存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2019 年末达到 1754 亿美元, 居全行业第 6 位, 占
8%, 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矿采

选、黑色金属矿采选、煤炭开采等领域。根据经合

组织(OECD)等机构统计, 2018 年中国采矿业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已经超过美国(1 567.96 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英国,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

战略性矿产资源合作的重要力量。虽然我国企业境

外投资的矿山数量不多, 但部分战略性矿产资源的

权益资源量比较可观, 铜矿、镍矿、钴矿、铝土矿、

铬铁矿等矿产的境外权益资源储量已经接近或超过

国内查明资源储量。 

2  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
问题 

2.1  后备资源基础不牢 
尽管个别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投入有所增长, 

但是我国整体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勘查投入持续下降, 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形势

依然严峻。2012 年, 全国地质勘查投入达到历史高

峰以后, 从 2013 年到 2019 年矿产资源勘查投入持

续下降, 年均下降幅度超过 20%。同时, 随着国内

矿产资源高强度开采, 易采矿产已经基本被现有矿

产占用, 进一步勘查找矿的难度和成本不断上升。

杨建锋等(2020)测算结果显示: 2006—2010 年, 亿
元新发现矿产地数量为平均每年 4.7 处 , 2014—
2018 年亿元新发现矿产地数量减少至每年平均 0.8
处, 不足前一阶段的 20%。 
2.2  国内资源供应压力大 

“十三五”以来, 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持

续下降,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采矿

业利润逐步提高, 带动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自 2018
年开始回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 年以来, 采
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下降趋势。同时自然保护地

和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政策还在不断

调整完善, 矿产资源国家权益金制度改革也有不完

善之处 , 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矿业企业成本负担 , 
成为影响我国矿业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因

素。矿业权出让由 2012 年的 1033 个下降为 2018
年的 346 个, 矿业权转让和并购基本陷于停滞, 矿
业市场活力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 我国正处在现

代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 多数矿产资源消费需求仍

保持高位运行, 国内矿产资源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费

增长速度。据陈甲斌和冯丹丹(2020)研究表明, 2001
年我国煤炭、原油、铁矿石(成品矿)、铜矿(金属)
等战略性矿产产量分别为 11.6 亿 t、1.65 亿 t、    
1.07 亿 t、58.7 万 t, 2019 年产量分别为 38.5 亿 t、
1.91 亿 t、2.4 亿 t、163 万 t, 相比 2001 年分别增长

232%、16%、124%、178%, 上述战略性矿产的消

费量均增长了 200%~600%, 消费增长速度基本是

产量增长速度的 2 倍及以上。 
2.3  部分矿产竞争力减弱 

“十三五”以来, 国内新发现矿产地、新出让

矿业权明显下降, 虽然多数战略性矿产资源查明资

源储量保持增长 , 但是储量却增长缓慢 , 甚至下

降。以萤石为例, 2018 年我国萤石储量为 1464.82
万 t, 仅占全国萤石查明资源储量的 6.13%。达到勘

探程度的矿区数量占萤石矿区总数的 10%左右。我

国萤石储采比仅为 4.18, 远低于全球的 53.4。随着

埋藏浅、品质优、有区位交通优势的萤石逐渐枯竭, 
以及矿业权成本、勘查投入、井巷工程、选矿、安

全、环保、人力、物流等成本逐年提高, 我国萤石

产业综合竞争力正逐步丧失。由于开采强度大、勘

查投入不足、资源保护不力等原因, 我国锑矿资源

储量的消耗速度远大于可开采储量的增长速度, 资
源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以锑矿为例, 查明资源储量

从 2009 年的 266.8 万 t 增长到 2018 年的 327.68 万

t, 十年累计增长超过 20%, 而储量从 2009 年的  
47 万 t 下降到 2018 年的 24.4 万 t, 10 年累计下降

48.09%。享有“世界锑都”之美称的湖南省冷水江

市锡矿山, 在经过百余年的开采后, 辉锑矿质优、

量大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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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我国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 , 总体看 , 
我国矿产资源采选技术体系具有比较优势, 但在关

键的采选装备和技术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部分矿

种具有储量优势和采选规模优势, 但产业发展层次

低 , 资源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后续高端制造应用领

域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
在《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明确指出, 
我国稀土产业整体处于世界稀土产业链的中低端, 
高端材料和器件与先进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

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 2019)数据, 我国

采矿业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69%, 比 2014
年的 0.43%提高 60.5%, 但仅为全国制造业 R&D 经

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1.33%的一半左右。下游产业方

面, 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R&D 经费与营

业收入之比分别为 0.83%、1.05%、0.81%、1.13%、

1.89%、2.41%, 均高于上游采矿业 R&D 经费与营

业收入之比。 
2.5  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不足 

从资源方面看, 全球主要优质资源基本上已经

形成以西方大型矿业公司为主题的市场格局, 加大

了我国战略性矿产相关的矿业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和

成本。如铁矿石方面, 自 2003 年起, 淡水河谷公司、

力拓集团、必和必拓公司和 FMG 的铁矿石产量呈

现整体上升的态势, 2018 年, 四大巨头铁矿产量占

全球的比重高达 51.1%, 比 2010 年提高了 16.2 个百

分点(王嫱, 2020)。《全球矿业发展报告 2019》(中国

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 2019)指出, 各矿种

前十大公司生产了全球 82%的铁矿石、60%的铝土

矿、46%的铜矿、42%的镍矿。从市场交易看, 我国

基本上不掌握战略性矿产资源定价权。与美国纽约

商品交易所、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相比, 我国期货

交易品种少、规模小、国际化程度低, 定价能力弱。

从全球矿业治理看, 我国参与能源资源国际组织程

度低, 在规划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不足。目前, 全球

能源资源治理国际机构主要包括国际能源署(IEA)、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论坛(IEF)、能源

宪章条约(ECT)、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 这些组织尚未对中国能源资源企业的全

球化有实质性建构作用(陆如泉, 2018)。不管是在供

给端, 还是在需求端, 中国的话语权都不足。 

3  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的对
策建议 

3.1  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力度 , 夯实资

源基础 
将地质勘查作为立足国内保障资源安全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 , 继续深入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 
在“十四五”地质矿产和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中, 
统筹划定一批重点区域, 稳定财政资金投入, 提振

社会资本信心, 引领社会资本投入。调整优化勘查

重点, 以能源、紧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为重点, 
加强主要含油气盆地勘查工作, 解决制约油气突破

的关键地质问题, 形成一批具有影响的油气资源基

地, 加强重点勘查区、重要矿集区、资源集中区和

重要找矿远景区找矿力度, 加大异常查证和矿点检

查, 发现一批可供开发利用的矿产地, 为建设一批

资源基地提供基础支撑。以萤石为例, 应加强萤石

资源调查 , 评价萤石资源潜力及其开发利用前景 , 
加强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开展资源国情调查, 及
时掌握资源家底, 重点加大赣北—皖南—浙西北萤

石矿集区大型隐伏萤石矿床调查力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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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个战略性 : 从矿种维度制定战略性矿

产资源产业目录, 精准引领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

开发利用 
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提升, 需要从

勘查、开采、选矿、冶炼、加工、高端制造等全产

业链发力, 整体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目前, 
我国制定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 但配套政策

还不完善, 上下游产业政策还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规

划和政策文件中。建议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

目录》, 以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矿种”为主线, 按
照绿色开采、节约集约、智能发展的总体要求, 聚
焦战略性矿产资源精细高效勘查、智慧矿山关键技

术和装备、生态矿山与节约利用、绿色开采与选冶、

稀贵资源关键提取技术、二次资源回收循环利用、

下游产业高端制造利用等, 全面分析研究我国战略

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优势和劣势, 加强优势技

术的保护,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加快补齐关键技术

短板, 整体提升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和国际竞争力。 
(2)第二个战略性 : 从空间维度 , 探索建立以

“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为主体的战略性

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体系  
新一轮机构改革以后, 有关部门正在稳步推进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工作 , 在全面考虑人口分

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基

础上,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加
快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和生态文明建

设。矿产资源具有空间属性, 其开发利用必然处于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空间的优化调整过程之中。

矿产资源开发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开发的矛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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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矿产开发与土地利用、矿产开发与生态保

护、矿产开发与林地、矿产开发与地下水资源、矿

产开发与粮食生产(基本农田)的协调等方面。客观

讲 , 矿产资源开发在整个空间规划和治理中处于

“弱势地位”。矛盾核心大多聚焦在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与管理对矿业的不合理挤压方面。在管理政策上, 
粮食安全方面有基本农田保护体系, 草原保护方面

有基本草原制度, 生态方面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笔者(2019)曾撰文建

议探索建立以“两矿区”为主体的矿产资源开发保

护体系。因此, 为了更好促进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 有必要构建以“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

划矿区”为主体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体系, 
合理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的空间诉求, 稳定市

场主体投资预期。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国务院 , 
1994)明确指出, 国家规划矿区, 是指国家根据建设

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 为建设大、中型矿山划定的

矿产资源分布区域。新形势下, 建议按照“多规合

一”的思路, 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富集区, 有序划定

一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大中型矿区, 作为保障资源

安全的核心区域, 构建与国土空间规划相适应的战

略性矿产开发保护体系。具体政策上: ①与土地利

用做好衔接 , 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预留合理空

间。②二与城镇建设做好衔接, 避免建城压矿或建

矿废城。③与生态保护划做好衔接, 做好环境影响

评价, 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④完善

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制度, 对于压覆战略性矿产资源

的, 要严格论证, 尽量做好不压、少压。 
(3)第三个战略性: 从企业角度, 根据市场化原

则, 大力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企业兼并重组, 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矿业集团 
我国目前战略性矿产资源管理以分区分类分

级管理为主, 而矿产资源开发最终是靠企业来具体

落实 , 资源保障和矿业发展最终依靠企业和市场 , 
全球资源市场稳定运行也需要靠有实力的大型企

业。目前, 全球前十大铁矿石、铜矿、黄金企业中, 
没有中国企业。我国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鞍钢集团, 
铁矿石年产量约为四大矿商平均产量的十分之一左

右。应当以战略性矿产为主, 通过市场化手段, 持
续推进矿产资源整合, 促进优质矿产资源向优质矿

业企业集中, 提高企业资源掌控力, 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国际竞争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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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加快推进矿业领域科技创

新, 积极拓展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新空间, 加
快发展深部找矿立体综合勘查体系 , 发展精细勘

查、绿色开发、节约集约等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

备 , 促进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 , 加快建设数字

化、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矿山。战略性矿产资

源各矿种、各行业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采取差

别化的创新方向和重点。(1)煤炭。重点是创新环境

友好型开采方式, 大力推进煤炭、煤层气等共伴生

资源综合利用。(2)油气。重点是做到环保高效经济

开采利用, 努力实现废弃物的全回收和无害化处理, 
做好油气储存和转运过程中的防渗防漏措施。    
(3)有色金属。核心是推动综合利用和节能降耗, 最
大限度提高主金属、共伴生金属和非金属成分的回

收利用水平, 加强对废石、尾矿等固体废物分类处

理, 实现合理利用, 减少环境破坏和污染。(4)黄金。

要重视黄金开采氰化尾渣和废水处置, 在确保环境

安全前提下, 综合利用尾矿、氰渣中的有价元素。

(5)铁矿石。主要是合理利用冶金矿产及共伴生有用

成分、低品位矿、废石和尾矿, 建立“消耗低、产

出高、排放少、能循环、可持续”的矿业循环经济

发展模式。(6)化工矿产。做好与磷矿共伴生的铁矿、

硫铁矿等的综合回收, 综合利用盐湖钾盐及共伴生

硼、锂和溴等资源。(7)非金属矿。加大关键开发利

用技术攻关, 促进高端应用。 
3.4  坚持矿业和金融融合战略 , 积极发挥金融对

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精准支撑作用 
目前, 我国关于金融支持战略性矿产资源发展

的政策大多体现在矿产资源规划、单矿种产业发展

规划、各类指导意见当中, 定性多、定量少, 还处

于碎片化阶段。建议: (1)由银保监会、证监会会牵

头, 会同同自然资源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有关部门, 开展顶层设计研究, 出台金融支

持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

施。(2)在金融开放背景下, 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善促

进矿业投资合作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措施, 有
序引导外商投资我国紧缺矿种的勘探、开采和选矿

领域。(3)加大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

支持力度, 促进矿业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

去、走下去”。(4)支持基金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 加大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相关企业的支持力度, 
以股权为纽带, 积极构建金融、矿业利益共同体。

(5)加强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研究, 有序推

出战略性矿产资源相关期货品种, 提高期货合约的

国际化进程, 充分利用期货价格发现、回避风险、

套期保值的作用, 加大信息发布力度, 发挥中国数

据影响力, 增强市场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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