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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发展良好，这为我国矿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除油气外其他主要矿产资
源供需基本平衡，除有色金属外其他主要矿产品进口量增长，油气和有色金属价格高涨。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
年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天然气和有色金属产量将继续增长，原油进口量将会回落，铁矿石价格将保持当

前水平。受生态文明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素影响，我国矿业发展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期，提高行业集

中度和竞争力、扩大国际矿业合作是矿业发展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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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水平，发达经济体复苏明显。２０１８年４月 ＩＭＦ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２０１８年全球经济增长
３．９％，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
增长分别为２．５％、４．９％，较去年各上调了０．２、０．１
个百分点。此轮经济增长基础广泛，特别是欧洲和

亚洲地区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显著增长［１］。我国宏

观经济稳中向好。２０１８年５月我国综合 ＰＭＩ产出
指数为５４．６％，同比增长０．５个百分点［２］；１—５月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６．９％，其中采
矿业同比增长１．３％。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良好，
为我国矿业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和良好环境。２０１８年上半年除油气资源供需缺口
持续扩大以外，其他主要矿产资源发展形势良好；预

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原油进口量将会回落，煤和气进口
量还将增长。

１　上半年矿产资源现状分析

１．１　供需现状

１．１．１　煤炭供需基本平衡但略微偏紧
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同步回升。煤炭产量在连续

３年下降后由降转升，２０１７年全国原煤产量为３５．２
亿ｔ，同比增长３．３％；２０１８年煤炭产量继续保持较
大幅度的增长，１—５月全国原煤产量累计１４．０亿
ｔ，同比增长４．０％（图１）。煤炭消费量自２０１４年起
连续３年持续下降，２０１７年开始恢复增长，较２０１６
年增长了０．４％，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保持增长态势，１—５
月全国煤炭消费量累计１５．６亿 ｔ，同比增长３．２％。
从２０１８年前５个月的供应情况来看，煤炭供需缺口
为１．６亿ｔ，需要通过进口加以弥补。

图１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原煤产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ａｗｃｏ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１．２　油气供不应求问题突出
石油供需方面，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原油产量

累计７８２２．６万 ｔ，同比下降２．０％；从２０１８年前３
个月的供应情况来看，原油供需缺口为１．１亿 ｔ，对
外依存度高达７０．６％，成品油（汽煤柴合计）供应略
有剩余，余量为６５０．９万 ｔ。天然气供需方面，２０１８
年１—５月全国天然气产量累计６５２．４亿 ｍ３，同比
增长４．３％（图２）；从２０１８年前３个月的供应情况
来看，天然气供需缺口为１９９．８亿 ｍ３，对外依存度
上升至４３．３％。我国油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资源
供应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图２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油气产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１．３　铁矿石供需基本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累计３．２

亿ｔ，同比略降０．１％；其中重点大中型企业铁矿石原
矿产量１．４亿ｔ，同比下降２．４％。不过，铁矿石消费
量略有下降，２０１８年１—５月生铁产量累计３．１亿ｔ，
同比下降０．６％，铁矿石消费量随之减少约３２０万 ｔ
（图３）。综合来看，我国铁矿石供需状况基本稳定。

图３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黑色金属产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１．４　有色金属供需实现再平衡
从生产情况看，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十种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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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产量累计２２２０．４万ｔ，同比增长３．２％，延续了
以往的平稳增长态势，但增幅有所放缓，较去年同期

减少了３．７个百分点；其中精炼铜、氧化铝、铅、锌的
累计产量分别为３６２．３、２７４７．１、２０１．５、２３４．５万 ｔ，
同比涨幅分别为１１．１％、－０．１％、９．６％、１．６％（图
４）。从消费情况看，有色金属消费回暖，多数下游
消费行业对常用有色金属需求仍保持适度增长趋

势，有色金属需求仍有潜力和空间，会继续保持低速

增长态势。

图４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有色金属产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２　贸易现状

１．２．１　煤炭进口量连续２年持续增长
２０１６年５月起全国煤炭（煤及褐煤）进口量由

降转升，２０１７年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６．１％，２０１８年１—５
月全国煤炭进口量累计１．２亿 ｔ，同比增长８．２％。
我国煤炭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

古、俄罗斯等４个国家，其出口至中国的煤炭分别占
我国煤炭进口总量的 ２４．１％、１８．０％、１１．４％、
９．６％。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煤炭出口量累计２０１．０
万ｔ，同比下降５５．９％，煤炭出口主要销往中国香港
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家（地区）。

１．２．２　油气进口增速迅猛
石油方面，我国原油进口增速位于世界前列，过

去十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９％。２０１７年原油进
口量达到４．２亿ｔ，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０．１％，日均进口
原油１３９．７万 ｔ。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原油进口量
累计１．９亿 ｔ，同比增长 ８．０％；原油出口量累计
１３６．０万ｔ，同比下降４２．５％，降幅明显；成品油进口
量累计１４２７．０万ｔ，同比增长１２．４％；成品油出口
量累计２５５５．０万ｔ，同比增长３１．３％。原油进口方

面，俄罗斯、沙特、安哥拉、伊拉克、巴西是我国原油

进口的前５大来源国，其出口至中国的原油分别占
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１４．８％、１１．８％、１０．４％、
９．８％、７．９％。在原油进口量持续大幅增长的同时，
石油加工和成品油出口力度加大成为了市场常态。

天然气方面，２０１７年全国天然气进口６８７１．７
万ｔ，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２７．０％。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
天然气进口量累计３４８０．０万 ｔ，同比增长３６．３％，
增幅较去年同期增加２３．２个百分点；其中液化天然
气进口量１９８７．０万 ｔ，同比增长５４．６％，管道天然
气进口量１４９３．０万ｔ，同比增长１８．０％。我国液化
天然气进口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１．２．３　铁矿石进口保持高位水平
２０１７年全国铁矿石进口累计１０．７亿ｔ，较２０１６

年增长５．０％，处于历史高位。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
铁矿石进口量累计４．５亿ｔ，较去年同期增加２９４万
ｔ，同比增长０．７％，继续保持高位水平；其中从巴西、
澳大利亚等传统进口大国进口的铁矿石增加了

２１８０万ｔ，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铁矿石量则减少了
１８７０万ｔ，高品位矿供应明显增加。此外，５月末全
国主要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量１．６亿 ｔ，同比增加
２０１３万ｔ，增幅１４．４％，铁矿石库存持续高位，市场
供大于求的态势没有改变。

１．２．４　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基本平稳
海关总署发布的有色金属进出口数量指数显

示，２０１８年 ４月有色金属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３６．９％，出口数量同比增长２．５％。从进口结构看，
铜产品约占有色金属进口总量的７０％，２０１８年１—５
月全国铜精矿进口量累计 ７７７．６万 ｔ，同比增长
１４．０％。从出口结构看，铝产品约占有色金属出口总
量的５０％，主要是铝材的出口，２０１８年１—５月全国
铝材出口量累计１９９．０万ｔ，同比增长１４．４％，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各矿种累计
进出口量统计表 ／万ｔ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时间
煤及褐煤

进口量

原油进

口量

天然气

进口量

铁矿石

进口量

铜精矿

进口量

铝材出

口量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１３４８８．８１２８６９．２１７２３．８３８２６６．１４４４．１１２６．２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８３２６．４ １３３８６．７１８３４．５ ３７８０７．４ ５０２．０１８１．４
２０１６年５月 ８６２８．０ １５５９１．０２２５７．４４１２１５．０６６９．６１６８．０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１１１６８．０１７６３１．０２５５３．５４４４５７．０６８２．１１７４．０
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２０７３．０１９０４８．０３４８０．０４４７５１．０７７７．６１９９．０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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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价格现状

１．３．１　煤炭价格基本稳定
２０１６年年初（１月６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在

最低点时为３７１元／ｔ，７月之后快速上涨，１１月（１１
月２日）回升至最高水平６０７元／ｔ，较年初增加２３６
元／ｔ，上涨６３．６％；此后，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基本在
这一高平台上波动趋稳。２０１８年以来煤炭价格如
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但由于电煤价格有中长协

作保障，煤炭总体价格仍然基本稳定，７月４日环渤
海５５００大卡动力煤价格为５７０元／ｔ，连续５周持平
（图５）。煤炭价格先跌后涨，最后波动趋升，煤炭企
业经营收入增长，经济效益持续向好。

图５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７月环渤海动力煤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秦皇岛煤炭网）

Ｆｉｇ．５　Ｐｒ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１．３．２　油气价格稳步回升
石油方面，２０１６年１月原油价格暴跌至７年以

来的历史最低位，随后开始震荡上扬。２０１８年原油
价格稳定上扬，５月大庆原油现货月均价６８．４４美
元／桶，同比增长５１．２％，环比增长７．７％（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原油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

Ｆｉｇ．６　Ｐｒｉｃｅｓｏｆ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８

天然气方面，２００８年以前天然气价格的主基调

是稳定上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而急剧回落，２０１２年第二季度至２０１４年初进
入持续反弹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初又出现持续下跌态
势，之后开始回升，２０１８年５月全国液化天然气市
场月均价３８５５．６元／ｔ，同比增长２０．３％，环比增长
１３．５％。

１．３．３　铁矿石价格低位波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显示，２０１８年 ６月全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１３．４％，环比下降１．５％；其中国产铁矿石、进口铁
矿石的价格指数同比分别增长８．７％、１４．１％，环比
分别下降０．５％、１．６％［３］。６月，６２％品位国产铁矿
石月均价 ５８３．１元／ｔ，同比增长 ８．７％，环比下降
０．５％；６２％品位进口铁矿石月均价４９６．４元／ｔ，同
比增长４．６％，环比下降２．３％（图７）。铁矿石供大
于求的基本面没有改善，铁矿石价格总体偏弱，反弹

乏力且持续性差，价格冲高后很快又会回落，整体处

于低位波动运行状态。

图７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６月铁矿石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Ｆｉｇ．７　Ｐｒｉｃｅｓｏｆｉｒｏｎｏｒｅ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１．３．４　有色金属价格高位震荡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发布的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显

示，２０１８年５月有色金属价格指数同比增长９．２％，
环比下降１．４％。２０１８年以来有色金属市场价总体
保持高位震荡态势，但个别品种由于市场、政策等外

部环境发生变化，走势出现分化，６月上海期货交易
所的阴极铜、铝、铅、锌、镍等有色金属月均期货结算

价分别为５２３０９．５、１４３９８．５、２０４６９．０、２３９９３．８、
１１４００６．０元／ｔ，同比增长１４．２％、５．１％、２０．０％、
７．３％、５６．４％，环比增幅分别为 ２．５％、－１．４％、
４．５％、０．４％、６．５％（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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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６月有色金属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Ｆｉｇ．８　Ｐｒｉｃｅｓ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２　下半年矿产资源趋势展望

２．１　供需趋势

２．１．１　煤炭产量将反弹回升
世界煤炭市场供需持续偏紧，煤炭产量自２０１４

年以来连续３年下降，２０１７年开始触底回升，２０１８
年重新进入了新增长阶段，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煤炭生产国的煤

炭产量普遍增长。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国内煤炭供
需将延续供需平衡、略显偏紧的局势，煤炭消费量可

能继续小幅增加，与此同时，煤炭产业将持续淘汰落

后产能，加快释放先进产能，煤炭产量也将继续上

升。

２．１．２　原油和成品油产量将进一步分化，天
然气产量将继续增长

　　石油方面，由于国内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增
长有限，原油产量自２０１６年起连续２年多负增长，
年产量或将长期维持在２亿 ｔ以下，但成品油产量
增长迅猛，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恒力石化、浙江石化一期
等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有望投产，国内石油加工能

力还将进一步增强。天然气方面，国家正在努力推

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大力提倡天然气消费，天然气增

产的动力强劲，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天然气产量将继
续保持增长态势。

２．１．３　铁矿石产量将略微下降
我国是铁矿石消费大国，从铁矿石消费情况看，

铁矿石是生产生铁的主要原材料，在电炉钢产量和

高炉废钢用量的增加使得粗钢产量明显增长的情况

下，生铁产量处于下降趋势，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我
国铁矿石将会小幅下降，主要是低品位矿的减少，而

高品位矿资源供应量还会有所增加。

２．１．４　有色金属产量缓慢增长
从需求端看，有色金属的需求空间还有一定潜

力，多数下游消费对有色金属的需求保持增长态势，

高新产业对锂、钴等金属的需求强劲。从供应端看，

受资源禀赋所限，有色金属产量将保持稳定增长，但

增速会持续放缓。综上所述，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有
色金属供应量将缓慢增长，增速会小于上半年。

２．２　贸易趋势
２．２．１　煤炭进口量将小幅增长

国内强势去产能、压产量，促使煤炭供应收缩、

煤炭价格上涨，进而变相增强了进口煤的价格竞争

力［４］。在当前国内煤炭供应偏紧情况下，煤炭政策

的调整也会充分考虑进口煤炭的资源补充作用，煤

炭进口调控政策与往年相比可能会比较宽松，国家

海关总署公布的上半年煤炭进口数据也充分体现了

煤炭进口的新变化趋势，预计下半年煤炭进口量还

将继续增长，但是国际煤炭市场资源供应更加趋紧，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俄罗斯等国的煤炭出

口尚有一定潜力但新增出口资源有限，因此，预计

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我国煤炭进口量还将保持增长态势，
但增幅不大。

２．２．２　原油进口量涨幅将会回落，天然气进
口量将持续增长

　　石油方面，上半年我国原油进口量大幅增长，除
弥补供需缺口以外还用于资源储备，当前国际原油

价格止跌企稳且稳健回升，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我国
原油进口量会有增长，但涨幅将会回落；与此同时，

国内炼油能力进一步增强，成品油资源供应量处于

历史高位，成品油出口有望进一步加大。天然气方

面，虽然我国天然气产量增速提高，但在国家倡导绿

色能源消费和治理空气污染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天

然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我国天
然气进口量还将以１０％～１５％的增速继续增长。

２．２．３　铁矿石进口量将继续增加
由于国产铁矿石品位低、采选成本高，我国铁矿

石进口量不断攀升，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

我国铁矿石进口量２０１７年创出历史新高，２０１８年
上半年持续增长，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还会继续增
加，对外依存度将保持在８０％以上。

２．２．４　有色金属贸易量基本稳定
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铜消费国，国内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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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供不应求，导致铜矿进口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波及到我国铝合金的出口，

但中国直接出口美国的铝占比仅为１４％，对铝出口
影响有限。铜、铝在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主

导地位，其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
年我国有色金属进出口量还将保持上半年的水平。

２．３　价格趋势

２．３．１　煤炭价格将稳步回升
受国际煤炭市场供应偏紧的影响，世界煤炭价

格创出新高。例如，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澳大利亚动
力煤价格达到１１８美元／ｔ，创出自２０１２年２月以来
７年度新高；与此同时，当前澳大利亚炼焦煤价格一
直在２００美元／ｔ以上波动，但其成本价不过 ７０美
元／ｔ，澳大利亚炼焦煤企业效益和股价都非常不错。
我国煤炭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推进，

落后产能有序退出，优质产能加快释放，产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煤炭行业正在朝高质量发

展迈进，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国内煤炭价格将摆脱低
迷走势，开始稳步上升。

２．３．２　油气价格将小幅上涨
天然气主要使用石油索引机制来确定，近期原

油价格上涨，一是欧佩克会议达成的限产协议对短

期内油价回升构成重要支撑，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严格执行减产协议，原油供给仍将收紧；二
是美国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造成了一系列恐慌，伊

朗宣称如果美国禁止伊朗原油出口，伊朗将准备阻

止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助推

油价上涨。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受美国库存下降和
美伊局势紧张的影响，油气价格还将在波动中小幅

回升。

２．３．３　铁矿石价格将保持当前水平
国家积极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措施支撑铁矿石

价格上扬，但全球铁矿石供过于求以及大型铁矿石

生产商不减产并在低价环境中保持盈利的策略，导

致铁矿石价格上涨动能乏力。不过，基于国际矿商

生产成本、运输费用等条件的限制，铁矿石价格很难

有下降的空间。因此，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铁矿石价
格还将保持当前水平，继续低位波动。从品种结构

来看，中品位矿价格波动较大，低品位矿价格持续低

位，高品位矿价格比较坚挺，块矿价格高于粉矿价

格，同品质国产铁精矿价格低于进口矿价格。

２．３．４　有色金属价格还将高位波动
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对有色金属价格具有一

定支撑，有色金属生产成本上升也对其价格上涨形

成助推力，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有色金属价格仍将处
于高位。另一方面，有色金属消费的基本面不是特

别好，对其价格上升形成一定的挤压，国际政治经济

形势复杂严峻，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各

种金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大，加剧了有色

金属价格的震荡幅度，预计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有色金属
价格波动明显高于上半年。

３　矿产资源领域的新问题和对策建议

３．１　新情况新问题

３．１．１　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不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时明确指

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李克强

总理在２０１８年两会上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关于生态文明的内容经全国人大会议表

决通过后首次写入了中国宪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刻不容缓。但是，人们习以为常地将矿山开发和生

态环境污染划等号，认为矿业开发会导致土地占用、

破坏植被、产生扬尘污染、造成废水废气固废污染等

负面效应，将矿山开发看作生态文明的对立面，全国

上下关闭矿山的呼声高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良

的连锁反应，矿山在全国性环保督查行动中首当其

冲，矿企的环保投入和运行成本大幅增加，生产经营

压力很大。

３．１．２　煤炭去产能难度加大
煤炭领域结构性去产能工作持续推进，其工作

难度较以往明显增大：职工内部安置的难度越来越

大；关闭煤矿、退出煤资产、有效处置债务的难度大，

市场化债转股政策难以落地；关闭退出的股份制煤

矿股权本身为多元化融资，债务结构复杂，国有和民

营企业之间难以协调。

３．１．３　油气供应安全面临较大挑战
国内油气无法自给自足，对外依存度过高，根本

原因是境内资源禀赋的限制。与此同时，油气勘探

技术也制约了油气开发水平。国内油气勘探技术水

平总体不高，无法满足勘探需求，找矿难度逐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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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一些关键理论和技术尚未实现突破。

３．１．４　铁矿石产业仍处在衰退过程中
铁矿石行业投资虽然结束了连续４年持续大幅

下降的局面，但在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铁矿石企

业的投资意愿和生产意愿均明显下降，其投资总额

不足以支撑当前国内矿山产能的持续运行，铁矿石

产业仍然处于衰退、萎缩过程中，发展形势非常严

峻，发展前景令人堪忧。此外，２０１８年以来矿山重
大风险和隐患检查执法力度明显增强，不符合安全

生产条件的小型矿山加快关闭并退出，个别地区安

全措施存在层层加码和执法“一刀切”的现象，直接

影响到铁矿石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行。

３．１．５　有色金属行业效益回落
伴随２０１６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

进，有色金属行业平稳运行。但是，２０１８年上半年
起有色金属行业效益明显回落，原因在于“双约束、

双挤压、双短板”：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供应过剩

和成本上升的双挤压，科技创新和应用拓展的双短

板。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良好，对有色金属价

格的高位运行起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有色金属

行业景气指数从２０１６年的偏冷逐渐回归到２０１７年
的正常区间，２０１８年又出现回落，有色金属价格上
涨进入平台期，生产成本上升对有色金属行业效益

的挤压非常明显。

３．２　对策建议

３．２．１　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上线和高质
量发展研究

　　划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上线意义重大，对未来
矿产资源的开发质量、供给结构、产业布局、转型升

级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上线

划定过程中，矿产资源利用效率是重点研究内容，更

是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的必然选择，直接影响到矿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

远目标。

３．２．２　鼓励煤炭产能向境外转移
国内煤炭去产能处于攻坚期，去产能难度日益

加大，迫使国内产能逐渐向境外转移。我们应当以

互联网、大数据等为支撑，以去产能调结构为抓手，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平台，通过产能境外转移

与合作，有效整合全球资源［５］。当前“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许多燃煤电厂均为中国投资建设，诸如华

能、电建、国电投、中国水电等电力企业均有国外燃

煤电厂项目。国家需要加强对煤炭企业“走出去”

的指导，鼓励企业对接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倡

议，打造联合舰队，组团出海。

３．２．３　利用两个市场，提升油气保障程度
国内油气开发方面，加大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

开发力度，稳定东部，加快西部，发展南方，开拓海

域。国际油气合作方面，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油

气大国的战略合作，统筹考虑资源储量、地缘政治、

军事威胁等因素，全面推进同中亚环里海地区的油

气合作进程，改革创新同中东地区的油气合作模式，

提高同亚太地区的炼化技术合作［６］。油气储备方

面，深化油气体制改革，探索油气公司内部结构调

整，逐步建立和完善油气储备和预警体系。

３．２．４　建设现代化铁矿石基地
一是促进《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全面落地，严格落实准入条件，不再新建２０万
ｔ以下露天铁矿、１０万 ｔ以下地下铁矿，坚定整合和
清除５万ｔ以下小型矿山，坚决关闭安全无保障、环
保不达标、资源利用水平低的“散小乱污”矿山，彻

底退出各类自然保护区内的矿山，促进布局结构调

整，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二是推进铁矿石基地和

大型矿山项目建设，稳定基地产能和国内铁矿有效

供给水平，引导优质资源向大型矿业集团集中，壮大

大型企业实力，提高国产矿整体竞争力。三是充分

利用科技重大专项基金、技术改造资金、工业转型升

级资金等资金来源渠道，推进矿山信息化智能化改

造，提升铁矿石矿山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和企业运营效率。

３．２．５　引导有色金属行业从需求端拉动向
供给端推动转变

　　过去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全靠消费拉动，强调的
是增加消费量。近几年国家持续进行结构转换，强

调的是高效供给。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格局由此发生

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的规模型转为现在的高质量创

新发展。未来有色金属产业将从满足普通需要转向

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能源汽车以及高铁、机器

人等智能制造行业提供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

４　结 语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在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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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中不断优化升级，也为矿业转型升级提出了

新要求。中国矿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

中，行业集中度得以提高，产业结构得以改良，整体

发展势头良好。与此同时，矿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也需要及时加以重视，并结合国内外两个资

源市场的发展动态，提出有针对性的矿业发展改革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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