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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锰作为一种重要的金属矿产，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及国防工业等领域。全球锰资源具有分布极不均衡、产能高度集
中、供需分离严重等特点。中国锰资源则具有分布广泛但储量不足，品位低品质差，对外依存度过高，资源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等特点。近年来中国锰矿产业发展迅速，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锰矿资源消费国，而随着新能源市场的增长，未来我国锰

矿资源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大。基于当前锰矿仍为我国短缺矿产、需求量大等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国家锰矿资源战略安

全，促进我国锰行业的健康发展，文章提出了制定长期供应规划、加强海外布局、推动产能合作及建立多元保障体系等可持续

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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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锰元素在地壳中平均含量约为０．１％，是工业生
产重要的基础性大宗原料矿产之一，９０％以上应用于
冶金工业中，它是钢材中除铁以外用量最大的元素，有

“无锰不成钢”之称［１－２］；此外，还应用于轻工业（用于

电池及印漆等）、化学工业（制造各种含锰盐类）、农牧

业（化肥及杀菌剂等）、建材行业（陶瓷和玻璃的褪色

剂和着色剂）以及国防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因此，锰矿资源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物资。

锰最重要的非冶金用途是以二氧化锰的形式充当干电

池中的去极化剂，未来随着我国新能源市场的快速增

长，对锰矿资源，尤其是电池级富锰矿的需求将不断增

加。

近年来，我国金属锰及含锰合金产量已跃居世界

第一位［３］，且预计未来对锰矿资源的需求还会进一步

增强。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锰的价格一直波动较大，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由于部分地区矿山开采受阻，

锰矿价格迅速上涨［４］。如何保障我国锰资源安全，已

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对全球锰资源分

布特征、赋存状况、供需格局及资源潜力等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障中国锰矿资源战略安全的措施

和建议。

数据来源自参考文献［６］。
图１　全球锰储量分布占比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全球资源分布特征

１．１　全球锰矿资源分布概况

世界锰矿资源特点是总量比较丰富，但分布不



均［５］。统计数据显示［６］，２０１９年全球陆地锰矿石储量
为８．１亿ｔ，其中南非、乌克兰、巴西和澳大利亚４个国
家的锰矿储量占全球锰矿总储量的７５％ 以上（图１），
但乌克兰锰矿品位不佳，近年来已退出锰矿主要生产

国行列。世界高品位锰矿（锰含量３５％以上）资源主
要集中在南非、澳大利亚、巴西和加蓬。此外，大洋底

部还以现代锰结核的方式蕴藏了约３亿 ｔ锰资源，但
由于技术原因暂未大量开采［７］。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年产量及储量数
据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ａｊｏｒ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９

序号 国别
产量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储量

１ 南非 ５２０ ５９０ ５３０ ５４０ ５８０ ５５０ ２６０００

２ 乌克兰 ４２ ４１ ４２ ７３ ５１ ５４ １４０００

３ 巴西 １０４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１６ １３１ １２０ １４０００

４ 澳大利亚 ３０５ ２４５ ２２４ ２８２ ３４８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加蓬 １８６ ２０２ １６２ ２１９ ２３３ ２４０ ６１００

６ 中国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３３ １７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５４００

７ 印度 ９４ ９０ ７４ ７３ ９６ １００ ３４００

８ 加纳 ４２ ４２ ５５ ８１ １３６ １４０ １３００

９ 其他国家 １８７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７６ １９５ ２４６ ８００

１０ 总计 １７８０１７５０１５７０１７３０１８９０１９００ ８１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为锰金属量（单位：Ｍｎ／万 ｔ），数据来源自参考文献
［６］。

１．２　中国锰矿资源分布特征

中国锰矿资源储量较少，仅占全球总储量的

６６７％。锰矿床具有规模小、品位较低、共伴生组分复
杂以及开采成本高等特征，导致我国锰资源可利用率

较低，锰矿也成为我国短缺矿种之一［２，８－９］。

数据来源自参考文献［５，１０］。
图２　我国锰资源储量分布占比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ｏｆ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锰矿资源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全国 ２４个
省、市和自治区都有分布。但资源储量分布极不均衡，

统计数据显示［５，１０］，中国锰矿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

湖南、河北和云南等省区，其中贵州与广西查明锰矿资

源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６０％以上（图２）。

２　全球锰资源生产情况

２．１　主要产锰国

近年来，全球锰金属的年总产量基本保持在１６００～
１９００万ｔ之间（图３），其中南非、澳大利亚和加蓬是全
球最主要的锰矿资源生产及出口国，三者合计产量占

全球６０％以上，中国、巴西、加纳以及印度等也是目前
全球主要的锰矿资源生产国，但随着中国国内采矿成

本提高及环保严格要求，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国锰矿产量不
断下滑，在全球所占份额也持续下降（图３）。

数据来源自参考文献［１７］。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全球锰金属产量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ｍｅｔａｌ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９

２．１．１　南非

南非是世界上锰矿储量最多的国家，且以高品位

锰矿为主。２０１９年南非锰金属储量为２．６亿ｔ，占全球
总储量的３２．１％，居世界第一位（表１）。南非锰矿床
分布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Ｋａｌａｈａｒｉ－Ｐｏｓｔｍａｓｂｕｒｇ锰矿
集区，尤以赋存在古元古代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超群中的变质沉
积型锰矿床最为著名［１２－１３］。

２．１．２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的高品级锰矿石生产国和出

口国，２０１９年澳大利亚锰金属储量为１．０亿 ｔ，占全球
总储量的１２．３５％（表１）。其锰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澳
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多为露天开采，品位高且易分选。

Ｇｒｏｏｔｅ锰矿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原生氧化锰矿床，锰矿
石赋存于砂质粘土中的海相沉积矿层中，矿石含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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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０％左右［１４－１５］。

２．１．３　巴西

巴西锰矿资源分布广泛，在全国大多数的州都发

现有锰。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巴西锰金属储量１．４０亿 ｔ，
占世界总储量的１７．２８％（表１）。Ｃａｒａｊａｓ地区的 Ａｚｕｌ
锰矿区系目前巴西主要的锰矿山，主要生产含锰量在

４０％的高品位锰矿石和高品级的电池锰矿石［１５－１６］。

２．１．４　加蓬

加蓬是非洲第二大锰矿资源国，以盛产富锰矿石

（锰含量 ５０％ ～６０％）和电池级锰矿石闻名于世。

２０１９年，加蓬探明锰（金属）储量共计６１００万 ｔ，占世
界总量的７．５３％（表１）。加蓬锰矿资源分布较为集
中，主要在其东南部的 Ｍｏａｎｄａ地区，锰矿多赋存在古
元古代（２．３～２．３Ｇａ）Ｆｒａｎｃｅｖｉｌｌｉａｎ超群内，矿床类型
以变质沉积型为主［１３，１５］。

２．２　主要锰矿企业

２０１８年，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南非、澳大利亚、巴
西、加蓬、加纳和中国主要有９家企业１２个锰矿山，年
产矿石量２５２０万 ｔ，详见表２。主要矿石商占有全球
约５６％的产量，是世界优质富锰矿资源的主要控制
者，在锰矿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

表２　全球主要锰矿公司产量情况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公司名称 所属国家 主要矿山及位置 ２０１８年矿石产量／ｔ
Ｓｏｕｔｈ３２Ｌｔｄ．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Ｇｒｏｏｔｅ、南非Ｈｏｔａｚｅｌ ４９８３３００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Ｌｔｄ． 澳大利亚 加纳Ｎｓｕｔａ ４１０００００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ｌｃ 英国／南非 南非Ｈｏｔａｚｅｌ、澳大利亚Ｇｒｏｏｔｅ ３３２２２００

中信大锰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大新锰矿、加蓬Ｂｅｍｂｅｌｅ ２９８９０４０
ＥＲＡＭＥＴＳ．Ａ． 法国 加蓬Ｍｏａｎｄａ ２７６３７４０
ＶａｌｅＳ．Ａ． 巴西 巴西Ａｚｕｌ、巴西Ｕｒｕｃｕｍ １８３１０００

ＡｆｒｉｃａｎＲａｉｎｂｏｗ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Ｌｔｄ． 南非 南非Ｎｃｈｗａｎｉｎｇ、Ｇｌｏｒｉａ １７９４５００
Ｊｕｐｉ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Ｌｔｄ． 澳大利亚 南非ＴｓｈｉｐｉＢｏｒｗａ １７５７６０９

Ｋｕｄｕｍａｎｅ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南非 南非Ｋｕｄｕｍａｎｅ １７０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自参考文献［１７］。

３　中国锰矿供需及进口状况

近年来，随着国内冶金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锰

矿石，尤其是富锰矿石的需求急剧增长，而国内锰矿资

源禀赋较差，使得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我国已连续多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锰矿进口国。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锰矿石进口量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ｉ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排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第一位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进口量） ５７９４４７６ ６３２９７４２ ７５９１９０１ ８９３５７５３ １１１４１７９１
第二位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进口量） ５１６２５１６ ４２９７６０５ ４０７３９３８ ４０６９５３６ ５２２１９５４
第三位 加蓬 加蓬 加纳 加蓬 加纳

（进口量） １４７８５７０ １８７６２１６ １５４８９７１ ２０５７０８６ ３５０８５５０
第四位 加纳 巴西 加蓬 加纳 加蓬

（进口量） １０５９４０７ １１８３０８５ １２５６１７２ ２０３４０６７ ２５２４８１７
第五位 巴西 加纳 巴西 巴西 巴西

（进口量） ８８００３９ ５３７１７７ １１６９０４２ １８２２１２１ １８２７４０２
合计 １４３７５００８ １４２２３８２５ １５６４００２４ １８９１８５６３２４２２４５１４
占总比 ８８．５５％ ９０．１２％ ９１．７１％ ８８．９９％ ７０．８８％

　　注：表中数据为锰精矿数据（单位：锰精矿／ｔ），数据源自参考文献［１７］。

３．１　进口国高度集中

目前，中国海外锰矿的来源国主要有南非、澳大利

亚、加蓬、加纳及巴西等国，其占我国总进口量的９０％
左右（表３），而来自南非与澳大利亚两国的进口量占
比更是超过６０％（图４），为保障我国锰资源的战略安
全，近年来我国不断尝试拓展锰资源进口来源，但是澳

大利亚和南非进口占比仍然维持在５０％以上，存在较
高的供应风险。

数据源自参考文献［１７］。
图４　中国锰矿进口来源占比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２０１７

·１７１·第６期 　　孙宏伟，等：全球锰资源现状及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建议



３．２　价格波动较大

从我国进口锰矿的平均价格来看（图５），２００６年
最低只有１０４．０美元／ｔ，２００８年最高则为４５８．２美元／
ｔ，这主要是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锰矿产品供货紧缺，
价格急剧大幅上涨。此后由于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内钢铁
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中国对锰矿的需求减缓，２０１５年
回落至１２２．４美元／ｔ，但２０１７年之后由于国内矿山环
保要求及采矿成本的不断加大使得国内产量骤降，对

外需求增加，国际市场锰矿石价格再次应声上涨。

２０１８年我国锰矿石进口价格达２１２．２美元／ｔ，而２０２０
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锰矿价格更是快速上涨，即便疫

情稳定，在世界富锰国家及巨头锰矿公司的垄断控制

下，锰矿价格不会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数据源自参考文献［１７］。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锰矿进口价格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ｏｒｔｐｒｉ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ｏｒ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统计数据显示［４］，全球锰矿资源储产比超过 ４０
年，但近年来对锰矿的有效勘探活动却快速增加（图

６），这可能与全球新能源市场的不断增长有关。电池
级富锰矿是生产动力电池的主要材料之一（锰酸锂），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对富锰矿的需求

将十分旺盛，可能会推高锰矿价格。

数据源自参考文献［４］。
图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全球锰矿勘探项目统计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ｏ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９

目前，导致我国锰矿进口价格波动的原因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富锰矿资源的分布及产能十

分不平衡，锰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及跨国公司几乎垄断

了锰矿的定价权；其次是我国海外富锰矿山资源开发

投资较少，缺乏国际性巨头锰矿集团；此外，远洋运输

成本的变化也会影响我国锰矿的进口价格。

３．３　对外依存度

进入２１世纪后，由于钢铁工业飞速发展的拉动，
我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锰矿进口国，锰矿石及锰精矿

的进口量连年上升，２０１０年之后一直保持５０％以上的
对外依存度［９］，进口的锰矿石主要是品位４０％以上的
富锰矿。而近年来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６０％（图７），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数据源自参考文献［６，１７］。
图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中国锰矿石产量及进口量
Ｆｉｇ．７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ｏｒｅｓ，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４　资源潜力分析

受成矿条件所限［２，１０，１８］，国内富锰矿紧缺的现状短

期内难以改变，充分利用海外富锰资源将有助于实现

我国资源互补。而随着一些高精尖勘探技术的应

用［１９－２０］，矿床深部和外围探矿将有利于实现新的找矿

突破，为我国锰矿企业提供技术支撑。但随着贸易保

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的抬头，海外市场也充满挑战，甄别

锰矿潜力区将有助于国内锰矿企业走出去。

非洲与大洋洲是目前我国海外主要的锰资源来源

地，也是全球主要的富锰矿集中地，尤其是非洲，成矿

地质条件优越，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锰来

源地。南非、加纳和加蓬锰矿规模大且品位高，易于实

现工业开采，且这些国家矿业投资占比高，适合国家级

锰企进驻。刚果（金）、赞比亚和纳米比亚锰矿规模

小，但矿点多且品位高，投资小且见效快，利于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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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介入。而澳大利亚和巴西，由于其锰资源被国际

矿业巨头牢牢把持，大型国企进入难度很大，中小型企

业则受困于环保、人力成本等因素难以盈利，不利于我

国掌控其锰资源。因此，非洲将是我国海外锰资源最

重要的潜力区。

通过对南部非洲地区锰矿成矿条件及勘探开发程

度综合分析［６，１２－１３，２１－２７］，南部非洲锰矿勘查开发应重

点关注南非北开普敦省的 Ｋａｌａｈａｒｉ—Ｐｏｓｔｍａｓｂｕｒｇ锰矿
集区及 Ｌｉｍｐｏｐｏ省中部、加蓬的 Ｈａｕｔ－Ｏｇｏｏｕｅ省和
Ｍｏｙｅｎ－Ｏｇｏｏｕｅ省、纳米比亚中北部地区、博茨瓦纳南
部与南非毗邻区、莫桑比克西北部Ｔｅｔｅ省、赞比亚中部
Ｍａｎｓａ—Ｍｋｕｓｈｉ—Ｋａｂｗｅ一带、刚果（金）南部 Ｋａｔａｎｇａ
省Ｋｉｓｅｎｇｅ—Ｋａｍａｔａ地区。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全球锰矿资源分布具有以下特征：⑴资源分布极
不均衡，南非、澳大利亚和加蓬保有全球６０％以上的
资源储量；⑵产能高度集中，主要矿石商占有全球
５０％以上的产量，控制着全球主要的优质富锰矿资源；
⑶供需分离严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锰资源需求国，
其储量仅占全球的５％左右。

中国锰矿资源特征与需求趋势：⑴分布广泛但储
量不足；⑵品位低品质差，富锰矿资源有限；⑶对外依
存度过高，海外渠道有限，锰矿资源保障体系不够完

善；⑷未来我国锰矿资源的供需矛盾仍将存在，南部非
洲地区可作为我国海外锰矿资源勘探开发的重点地

区。

５．２　思考与建议

随着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增长，我国锰矿供需矛盾

将更为突出。为保障我国锰矿资源战略安全及锰矿产

业的健康发展，国内企业应该抓住“走出去”和“一带

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早日促成一个面向全球

的多层次、多渠道锰矿资源利用与保障体系。具体建

议如下：

查明国内家底，根据需求缺口制定国内外供应规

划。在查明国内锰矿资源现状的同时，结合钢铁、新能

源电池和化工等主要锰应用行业的未来发展规划，预

测锰矿资源的需求缺口，并做出针对性的进出口规划，

保障国内锰行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海外布局，提高可控锰资源储量。在增加国

内锰矿地质勘查投入的同时，进驻矿业勘查程度较低

且技术人才缺乏的富锰资源国，例如南部非洲地区，成

矿条件优越，资源潜力巨大。依托高精尖技术找矿，加

大国内外富锰资源勘探力度，不断寻求新的锰矿资源。

推动产能合作，在锰矿资源国延伸资源开发加工

产业链，加大锰矿开发条件协同效应。引导国内锰矿

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有大型企业组成的“国家

队”又要有中小企业构成的“个体户”，“国家队”可以

通过资源勘查、购买股权以及工程换资源等多种合作

方式，积极参与资源国锰矿的开发项目，与目标国建立

长久战略投资合作关系，将获取世界级矿山作为核心

战略，最大力度保障我国锰矿资源供应安全。而作为

“个体户”的中小企业则可以不限矿床规模，以快速直

接地获得富锰矿石为目的，多点开花，不断提升我国的

可控锰矿储量。此外，进一步提升选冶技术和海洋锰

矿资源开采技术，实现对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建立多元化资源供应体系，利用国内市场规模逐

步获取话语权。我国对国际锰矿石的依赖程度较高，

但国际市场锰产品供应商及定价权主要掌握在国外几

大锰矿商手中，存在潜在的风险。为应对国际形势巨

变可能造成的供应风险，我国应尽快建立面向全球的

多层次、多渠道锰矿资源供应保障体系，分担贸易风

险，降低市场波动对整个锰产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利

用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争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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