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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镍矿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近 ６０％的镍资源集中在澳大利亚、新喀里多尼亚、巴西、俄罗斯四国。
全球镍资源主要为红土型镍矿和硫化物镍矿，未来镍资源的勘探开发重点将向红土型镍矿转变。 在过去的
百年里全球镍的价格与全球经济增速一样，呈一定周期性波动，并且二者显示出正相关关系，现阶段镍价刚
刚经历一个高峰期，短期内镍价格将呈弱势局面。 通过全面分析全球镍矿的资源现状、勘探开发、供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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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镍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有色金属原
料，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导磁性、可塑性、耐腐蚀性等

物理化学特征，因而被广泛用于军工制造业、民用机
械制造业、耐高温、抗氧化材料的制造及电镀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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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全球
镍矿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全球近 ６０％的镍资源集
中在澳大利亚、新喀里多尼亚、巴西、俄罗斯四国，中
国镍矿资源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 ３．７０％，镍矿资源
储备严重不足。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镍矿资源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尝试以全球视野、长历史周
期、全景描述镍矿的全球资源现状、供需情况、价格
变化趋势、勘探开发趋势，并作为矿业投资、矿业开
发、矿业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参考资料。

1　全球镍矿资源概述
1．1　镍的用途

镍是一种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的金属，早在公元
前 ２３５ 年，中国就开始使用镍矿物制造硬币；在公元
前 ２００ 年，金属镍的锌镍合金（白铜）就已经开始使
用。 现在镍主要用于制造不锈钢、高镍合金钢和合
金结构钢等：在军工制造业中，广泛用于飞机、雷达、
导弹、坦克、舰艇、宇宙飞船、原子反应堆等方面；在
民用工业中，镍常制成结构钢、耐酸钢、耐热钢等材
料应用于各种机械制造业、石油等行业；镍与铬、铜、
铝、钴等元素可组成非铁基合金，镍基合金、镍铬基
合金等，用于制造耐高温、抗氧化材料，并广泛用于
制造喷气涡轮、电阻、电热元件、高温设备结构件等
领域；此外，镍在陶瓷颜料和防腐镀层以及在化学工
业中也有广泛的用途。
据国际镍研究小组（ ＩＮＳＧ）数据统计，２０１３ 年

镍各消费领域中不锈钢占全球镍消费的 ６３％，镍基
合金占 １３％，电镀占 ７％，合金钢占 ６％，镍的工业
用途分布见图 １。

图 1　全球镍工业用途

1．2　镍矿资源概况
１．２．１　镍的矿物类型

镍元素属于亲铁元素，在地球中的含量位居第

５，仅次于硅、氧、铁、镁，在地核中含镍最高，自然界
中已知含镍矿物约 ５０余种，其中最常见的镍矿物约
有 １０多种，见表 １所示。

表 1　自然界含镍主要矿物
矿物 分子式 Ｎｉ含量／％
镍黄铁矿 （Ｆｅ，Ｎｉ）；Ｓ８ �２２ －４２ A

紫硫镍（铁）矿 ＦｅＳ· Ｎｉ２ Ｓ３ 或（Ｆｅ，Ｎｉ）；Ｓ４ 鼢３８ 乔．９
针镍矿 ＮｉＳ ６４ 乔．７

辉（铁）镍矿 Ｎｉ３ Ｓ４ ［（Ｎｉ，Ｆｅ）３ Ｓ４ ］ ３７  ．９，（４２ －５５）
含镍磁黄铁矿 Ｆｅ１ －ＸＳ（Ｘ＝０ －０  ．２） ０  ．２５ －１４．２２
方硫镍矿 ＮｉＳ２ {４７ 乔．８
红砷镍矿 ＮｉＡｓ ４３ 乔．９
砷镍矿 Ｎｉ５Ａｓ（接近于 Ｎｉ１１Ａｓ８ ） ５４ 1．０，（５１．９）
辉砷镍矿 ＮｉＡｓＳ ３５ 乔．４
暗镍蛇纹石 （Ｎｉ，Ｍｇ）Ｏ· ＳｉＯ２ · ｎ Ｈ２Ｏ ４７ 痧
镍绿泥石 （Ｎｉ，Ｍｇ）３Ｓｉ２Ｏ６ （ＯＨ）４ 汉４０ 乔．２

绿高岭石
ＲＯ· Ｒ２Ｏ３ · （４ ＋π）ＳｉＯ２ 或

ＲＯ · Ｒ２Ｏ３ · （３ －３ ^．５）ＳｉＯ２ · ｎ Ｈ２Ｏ １ N．１ －１．８

绿镍矿 ＮｉＯ ７８ 乔．６
镍磁铁矿 ＮｉＦｅ２Ｏ６ 或（Ｆｅ，Ｎｉ）３Ｏ４ 哪３１ 乔．９
镍钒 ＮｉＳＯ４ · ６Ｈ２Ｏ ２８ 乔．４
碧钒 ＮｉＳＯ４ · ７Ｈ２Ｏ ２６ 乔．６
翠镍矿 ＮｉＣＯ３ · ２Ｎｉ（ＯＨ）２ · ４Ｈ２Ｏ ５９ 乔．６

镍锡铁矿 （Ｆｅ，Ｎｉ）Ｏ（ＯＨ） ｎ Ｈ２Ｏ 含 Ｎｉ低，易变，
为一般含量

　注：氧化镍矿物中为 ＮｉＯ含量。

１．２．２　矿床类型及分布
镍矿床按照成因分为岩浆熔离矿床和风化壳矿

床两大类。 目前已探明陆地上品位大于 １％的镍矿
资源中，硫化镍矿约占 ３０％、红土型镍矿约占 ７０％
（此外尚有远景储量 １．６８ 亿 ｔ），但现在全球硫化物
镍矿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 ６０％，红土型镍矿占
４０％，随着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红土型镍矿产量比
重将会增加（据 ＵＳＧＳ 资料统计）。 近年来，科研工
作者又发现了丰富的海底锰结核矿床，据统计平均
含镍 １％、铜 １％和钴 ０．３５％左右，据估算海底锰结
核矿中仅镍金属储量就有 ７亿多 ｔ。
在镍的矿床类型中，岩浆熔离矿床的基本特征

是该类矿床均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有关，这类
矿床通常含有铜，也是铜的重要矿床类型（张亮，
２０１５），此外，也常伴生有铁、铬、钴、锰、铂族金属、
金、银及硒和碲等矿产。 硫化物镍矿主要分布在：中
国甘肃省金川镍矿带（我国最大的镍钴基地）、加拿
大安大略省萨德伯里（Ｓｕｄｂｕｒｙ）镍矿带（目前世界上

·５６·第 １期　　　　　　　　　　　　张亮，等：全球镍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供需分析



最大的硫化铜镍矿资源）、苏联西伯利亚诺里尔斯
克（ＨｏｐｈＨｊｉｂｃｋ）镍矿带、中国吉林省磐石镍矿带、加
拿大曼尼托巴省林莱克 －汤普森 （ Ｌｙｎｎ Ｌａｋｅ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镍矿带、苏联科拉（Ｋｏｊｉａ）半岛镍矿带、澳
大利亚坎巴尔达（ＫａＭｂａｌｄａ）镍矿带、博茨瓦纳塞莱
比－皮奎（ Ｓｅｌｅｂｉ Ｐｈｉｋｗｅ）镍矿带、芬兰科塔拉蒂
（Ｋｏｔａｌａｈｔｉ）镍矿带等。
风化壳镍矿主要指红土型镍矿，红土型镍矿是

典型的风化－淋积－残余矿床的红土镍矿，主要分
布在环太平洋亚热带－热带海洋气候的多雨地区。
镍主要呈类质同象或吸附状态分布在矿物中，分布
较均匀，红土型镍矿伴生、共生组分较多，常见的有
铁、镁、铬、锰、钴、钒等元素，矿石综合利用价值较
高。 红土型镍矿主要分布在：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
亚（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镍矿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镍红土矿资源区）、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Ｍｏｌｕｃｃａｓ）
和苏拉威西（Ｓｕｌａｗｅｓｉ）地区镍矿带、菲律宾巴拉望
（ Ｐａｌａｗａｎ ） 地区镍矿带、 澳大利亚的昆士兰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地区镍矿带、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
（Ｍｉｎａｓ Ｇｅｒａｉｓ）和戈亚斯（Ｇｏｉａｓ）地区镍矿带、古巴
的奥连特（Ｏｒｉｅｎｔｅ）地区镍矿带、多米尼加的班南
（Ｂａｎａｎ）地区镍矿带、希腊的拉耶马（Ｌａｒｙ ｍｍａ）地
区镍矿带以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一些镍矿带

等，全球镍矿资源的分布见图 ２。

图 2　全球著名镍矿山分布

2　全球各国镍资源储量和产量
世界镍的矿产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

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卡里多尼亚、古巴、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中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马
达加斯加、巴西等国，合计约占探明陆基储量的
８０％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储量很少，如表 ２所示。

据美国地调局 ２０１５ 年统计，截至 ２０１４ 年全球
镍储量为 ８ １００ 万 ｔ，储量前三的国家为澳大利亚
２３．４６％、新卡里多尼亚 １４．８１％、巴西 １１．２３％，中
国排名第九，储量为 ３．７０％。 ２０１４年全球镍产量为
２４０ 万 ｔ，具体分布如图 ３ ～图 ４ 所示，其中产量前三
的国家为印尼、菲律宾和俄罗斯，其产量分别为
１０％、１８．３３％和 １０．８３％。

表 2　2014 年全球各国镍储量产量分布情况
国家 ２０１４产量／ｔ 产量分布／％ ２０１４年储量／ｔ 储量分布／％

澳大利亚 ２２０ ０００ 晻９ s．１７ 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m．４６
新卡里多尼亚 １６５ ０００ 晻６ s．８８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m．８１

巴西 １２６ ０００ 晻５ s．２５ 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１ m．２３
俄罗斯 ２６０ ０００ 晻１０ s．８３ ７ ９００ ０００  ９ m．７５
古巴 ６６ ０００ 晻２ s．７５ ５ ５００ ０００  ６ m．７９
印尼 ２４０ ０００ 晻１０ s．００ ４ ５００ ０００  ５ m．５６
南非 ５４ ７００ 晻２ s．２８ ３ ７００ ０００  ４ m．５７
菲律宾 ４４０ ０００ 晻１８ s．３３ 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３ m．８３
中国 １００ ０００ 晻４ s．１７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m．７０
加拿大 ２３３ ０００ 晻９ s．７１ ２ ９００ ０００  ３ m．５８
马达加斯加 ３７ ８００ 晻１ s．５８ １ ６００ ０００  １ m．９８
哥伦比亚 ７５ ０００ 晻３ s．１３ １ １００ ０００  １ m．３６
多美尼亚 — — ９３０ ０００  １ m．１５
美国 ３ ６００ 晻０ s．１５ １６０ ０００  ０ m．２０

其他国家 ４１０ ０００ 晻１７ s．０８ ６ ５００ ０００  ８ m．０２
全球总量 ２ ４００ ０００ 晻１００ s．００ ８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m．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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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4年全球镍储量分布图

图 4　2014年全球镍产量分布图

3　全球镍矿资源供需分析
3．1　镍矿资源开发从硫化镍矿向红土型镍

矿转变
　　全球已探明的镍资源中红土型镍矿约占 ７０％，
硫化物镍矿约占 ３０％，但由于硫化矿较红土型镍矿
资源品质好，工艺技术成熟，因此，硫化矿产量约占
世界镍产量的 ６０％，红土型镍矿约占 ４０％ （据
ＵＳＧＳ）。 按全球近年来对镍的需求以及近年来全球
镍矿山产量估算，全球镍的储量保证开采年限约 ４０
年以上。 在勘探开发方面，随着传统的硫化镍矿矿
山（加拿大的萨德伯利、俄罗斯的诺里尔斯克、澳大
利亚的坎博尔达、中国金川、南非里腾斯堡等）的开
采深度日益增加，开采难度逐渐加大，而新发现的硫
化镍矿山又非常少，因此世界镍资源的重点开发将
转向便于勘探开采的红土型镍矿资源（现阶段开采
的红土型镍矿的平均品位大约在 １．３％ ～１．５％之
间（褐铁矿型＜１．４％，腐殖土型 ２％左右）），其产量
比重将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近年来全球各国也在
积极寻求新的镍的供应替代品，如在欧洲及北美，废
不锈钢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原生镍消费份额，最近

甚至侵蚀了镍铁的市场份额。 未来镍的开发还将可
能向着镍储量更大的深海锰结核的方向发展。

3．2　供需矛盾有望缓解
全球镍矿产量在过去 １００ 年中持续增长，自

２０００年以后全球镍的产量更是大增，２０１４ 年全球镍
产量达到了 ２ ４００ ｋｔ（据 ＵＳＧＳ数据统计），如图５所
示。 全球镍矿资源在过去几年供应一直充足，但自
２０１４年印尼据施行镍矿出口禁令以来，全球的镍矿
石供应市场将逐步缩减，加上全球镍矿资源的保证
程度低，因此，长远看来镍的供应将会逐步趋紧，镍
矿资源供应过剩的局面将会逐渐改变，据 ＩＮＳＧ 统
计数据，２０１４ 年全球镍供应过剩 ９．４３ 万 ｔ，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约 ４７％。 另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镍矿进
口国，２０１２年中国镍矿进口量约占世界镍矿资源贸
易量的 ８４％（镍矿进口贸易指南，商务部，２０１２），其
中进口的镍矿绝大部分是红土型镍矿，主要来源为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印尼镍
矿石供应的锐减，中国也在积极寻找新的镍矿是供
应源，２０１４年菲律宾已经取代印尼，成为中国最大
的镍矿供应来源地。

图 5　过去 100多年全球镍矿产量变化趋势图

图 6　2002 ～2012 年间全球对镍的需求量变化

全球对镍的需求量持续增长，自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年间增长了约 ４８４ ｋｔ（见图 ６），全球镍需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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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要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大
量建设等原因对镍需求量的暴增，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９４
ｋｔ增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７７０ ｋｔ（大约增长了 ８倍），中国成
为全球最主要的镍消费国，２０１２ 年大约消费了世界
上 ５３％的镍金属（据 ＩＮＳＧ数据，２０１４），但国外其他
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对镍的需求总量逐渐减少，由
２００２年的１ ０８１ ｋｔ降低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８８９ ｋｔ。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年全球重要的新开镍矿床新开项目见表 ３、表

４，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建矿山项目主要产品主要为
镍铁合金、镍钴氢氧化物、镍精矿等，很少直接出售
镍矿石，另外，比较全球新开项目中红土型镍矿与硫
化物镍矿的生产能力总和，得出在新开项目中红土
型镍矿产量超过 ５０％，这反映了镍矿资源向红土型
镍矿开发的整体趋势。 这些项目实施后，将会在一
定程度上减缓镍资源的供应趋紧。

表 3　全球红土型镍矿 2015 ～2017年新开项目

国家 年份 项目名称 品位／％ 估计资源量
／ｋｔ（矿石量）

设计年生产
能力／ｔ 主要产品

古巴（Ｈｏｌｇｕｉｎ） ２０１５ 妹Ｌａｓ ｃａｍａｒｉｏｃａｓ－Ｙａｍａｇｕｅｙ １ W．３２ １１０ ０００ 热２１ ０００ 苘镍铁合金

菲律宾（Ａｇｕｓａｎ ｄｅｌ Ｎｏｒｔｅ） ２０１６ 妹Ａｇａｔａ 约 １ W．１１ ４５ １７０ 热２１ ５００ 苘镍矿石及镍、钴氢氧化物
印尼 ２０１６ 妹Ｍａｎｄｉｏｄｏ 约 １ W．７ ３６ １００ 热２ ０００ 苘镍铁合金

土耳其（Ｍａｎｉｓａ） ２０１６ 妹卑ａｌｄａ比 １ W．１３ ３３ ０００ 热２１ ０００ 苘
澳大利亚（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７ 妹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Ｍｔ．Ｔｈｉｒｓｔｙ

（ｎｏｒｔｈ－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ｓｅｍａｎ） 约 ０ W．５５ ３２ ０００ 热９ ０００ 苘镍、钴氢氧化物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７ 妹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Ｗｉｎｇｅｌｌｉｎａ 约 ０ W．９８ １８４ ０００ 热４０ ０００ 苘镍、钴氢氧化物
喀麦隆（ｅａｓ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７ 妹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Ｍａｄａ ａｎｄ Ｎｋａｍｏｕｎａ 约 ０ W．５９ ２６７ ０００ 热３ ２００ 苘镍、钴硫化物
印尼（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Ｓｕｌａｗｅｓｉ） ２０１７ 妹Ｎｏｒｔｈ ｋｏｎａｗｅ １ W．５０ １００ ０００ 热２０ ０００ 苘镍铁合金

新喀里多尼亚（Ｎａｋｅｔｙ－Ｂｏｇｏｔａ） ２０１７ 妹Ｎａｋｅｔｙ －Ｂｏｇｏｔａ 约 １ W．４９ ２２８ ０００ 热５２ ０００ 苘矿石

印尼（Ｓｕｌａｗｅｓｉ） ２０１９ 妹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ａｌｕｗｅｓｉ １ W．６２ １６０ ０００ 热４６ ０００ 苘镍、钴氢氧化物
坦桑尼亚（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２０１９ 妹Ｄｕｔｗａ 约 ０ W．９２ ２１５ ４００ 热９ ０００ 苘镍、钴氢氧化物或硫化物

表 4　全球硫化物镍矿 2015 ～2017新开项目

国家 年份 项目名称
品位
／％

估计资源量
／ｋｔ（矿石量）

设计年生
产能力／ｔ 主要产品

加拿大（Ｏｎｔａｒｉｏ） ２０１５ 灋Ｏｎａｐ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２ r．７４ １６ ２００ 7１０ ０００ 侣
加拿大（Ｍａｎｉｔｏｂａ） ２０１６ 灋Ｍｉｎａｇｏ ０ r．５２ ６９ ０００ 7１１ ０００ 侣
加拿大（Ｏｎｔａｒｉｏ） ２０１６ 灋Ｅａｇｌｅ＇ｓ Ｎｅｓｔ－ＭｃＦａｕｌｄｓ Ｌａｋｅ 约 １ 妹．２ ２１ ６００ 7１５ ０００ 侣
加拿大（Ｑｕｅｂｅｃ） ２０１６ 灋Ｄｕｍｏｎｔ ０ r．２６ ２ １７０ ０００ 7４９ ０００ 侣铁镍合金

俄罗斯（Ａｍｕｒ） ２０１６ 灋Ｒｕｓｓｉａｋｕｎ－Ｍａｎｉｅ ０ r．５１ ６８ ７００ 7１６ ０００ 侣镍精矿

加拿大（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２０１７ 灋Ｔｕｒｎａｇａｉｎ ０ r．２１ １ ８５０ ０００ 7２４ ０００ 侣镍精矿

加拿大（Ｓｕｄｂｕｒｙ） ２０１７ 灋ｃｏｐｐｅｒ ｃｌｉｆｆ Ｍｉｎｅ １ r．１５ １３０ ０００ 7矿石

加拿大（Ｙｕｋ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２０１７ 灋Ｗｅｌｌｇｒｅｅｎ ０ r．３１ ４５０ ０００ 7１４ ０００ 侣镍精矿

俄罗斯（ｋｏｌａ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２０１７ 灋Ｖｕｒｕｃｈｕａｉｖｅｎｃｈ ０ r．２３ １７ ５００ 7金属

俄罗斯（Ｔａｉｍｙｒ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２０１７ 灋Ｍａｓｌｏｖｓｋｙ ０ r．３３ ７２８ ０００ 7１８ ０００ 侣镍精矿

坦桑尼亚（ｋａｇｅｒａ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１７ 灋ｋａｂａｎｇａ 约 ２ �．４５ ５６ ０００ 7４０ ０００ 侣镍精矿

坦桑尼亚 ２０１７ 灋Ｎａｃｈｉｎｇｗ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r．６１ ５６ ０００ 7２５ ０００ 侣
美国（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２０１７ 灋Ｎｏｋｏｍｉｓ／Ｍａｔｕｒｉ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０ r．２１ １ ２８０ ０００ 7１９ ０００ 侣镍钴矿

3．3　价格变化仍处于弱势震荡中
过去的一百年内（１９００ ～２０１３ 年），全球镍价格

在震荡中上涨，２００７年达到了顶峰，为 ３７ ２００美元／
ｔ，如图 ７ 所示。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不锈钢的

产量大幅增长（２００７年较 ２００６ 年增产约 ２２７ 万 ｔ），
使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２００７ 年达到了创记录的
１４０ 万 ｔ，巨大的需求动力导致了全球镍价格的飞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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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过去 100年全球镍价格趋势

图 8　以 98 年美元购买力为基准过去 100 年全球镍价格
变化趋势与全球 GDP增速变化趋势的关系

将镍价换算成以 ９８ 年美元购买能力为基准，全
球镍价格在过去的百年里价格成一定周期性波动，
如图 ８ 所示，现阶段刚刚经历一个高峰期，现逐步回
落至正常价格区间。 本文统计了过去 １００ 年间全球
ＧＤＰ增速变化趋势与以 ９８ 年美元购买力为基准镍
价变化趋势的关系，二者均成周期性波动。 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镍的价格变化与全球经
济增长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每一次世界经济的快
速增长都伴随着镍价格的不断上涨，尤其是二战之
后世界经济增速提升，伴随着钢铁、不锈钢等主要镍
消耗品的大量使用，导致镍需求增大，这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年镍价飞涨时更是得到了验证，在这段时间
内，中国经济飞涨，基础建设消耗了大量的镍，巨大
的需求基数导致镍价飞涨到历史最高点；之后，全球
以及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导致了镍价格的大幅回

落，降至目前的状态。
基于镍价格的周期性及与全球 ＧＤＰ 增速的关

系，考虑到国际不锈钢行业以及中国不锈钢行业的
不景气导致相关企业对镍矿提货量的减少，再加上
原油等商品价格下滑和美元走高等拖累，虽然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国际镍矿资源供应趋紧，但由于经济
发展周期规律及镍价格波动规律的原因，在未来短

时间内镍价格仍将处于弱势中震荡的状态。

4　结 语
（１）全球镍矿产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

在澳大利亚、新卡里多尼亚、印度尼西亚、巴西、菲律
宾、南非、加拿大、古巴、中国、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
合计约占探明陆基镍矿储量的 ８０％以上，其他国家
和地区储量很少，其中，中国为 ３．７０％，排名第九。
产量前三的国家为印尼 １０％，菲律宾 １８．３３％，俄罗
斯 １０．８３％。

（２）全球已探明的镍资源中红土型镍矿约占
７０％，硫化物镍矿约占 ３０％，但全球硫化矿产量约
占世界镍产量的 ６０％，红土型镍矿仅占到 ４０％。 全
球镍资源的重点勘探开发将转向红土型镍矿资源。

（３）在过去的百年里全球镍的价格与全球经济
增速一样，呈一定周期性波动，并且二者显示出正相
关关系，镍价现阶段刚刚经历一个高峰期，现逐步回
落至正常价格区间，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在未来短
时间内镍价格仍将在弱势状态徘徊。

（４）伴随印尼 ２０１４ 年镍矿出口禁令实施，全球
镍矿资源的供应程度将逐渐趋紧，作为全球最大的
镍矿资源进口国，中国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应该积极
寻找镍的替代材料，扩大镍的进口来源，以保证国家
的经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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