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非矿业投资环境及其政策 

 

一、 矿业概况 

南非是世界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以资源量规模大、赋存条件好而闻

名世界，现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70 余种，除了石油目前发现储量较少外，拥有

几乎所有的重要矿产资源，其储量也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铂族金属、锰、铬的

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95.5%、24%和 85%；黄金、锆石储量占

世界总储量的 11.8%和 29%，居世界第二位；煤炭、钒、钛、镍、铅、锌、铀储

量位居世界前十，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3.5%、25%、10.2%、4.9%、2.1%和 5.2%。

此外还赋存有大量金刚石、磷酸盐、铁矿、铜矿等资源。 

自 19 世纪后半期南非钻石矿和金矿大规模开发以来，矿业一直是南非经济

的支柱，进入 21 世纪，随着南非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矿业在南非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无疑仍是南非经济的基石。 

据南非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南非 2019 年 1月矿业产出同比下降 3.3%，彭

博社预期降幅为 3.8%，环比上升 0.2%。铁矿石、黄金、钻石产出同比均大幅下

降，分别为 27.7%、22.5%和 37%。南非统计局的矿业产出指数以 2015 年为基数

（100），2018 年 12 月为 92.7，2019 年 1 月进一步下降至 84.7。分析称，矿业

行业持续的罢工现象、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以及轮流限电是导致矿业产出下

降的主要原因。 

二、 矿业法律政策 

为了解决矿业发展的融资缺口，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南非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具体包括：《中小型企业发展计划》

规定某些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如其固定资产投资符合条件，可按固定资产投资额

的一定比例获得现金补贴；《技能支持计划》鼓励企业加大对职工培训方面的投

入，引进南非所需的各种技能，对在南非经营的当地和外籍公司的职工技术培训

费用进行部分补贴；《外国投资补贴》对外国投资者将机器设备从海外运抵南非

给予部分现金补贴；《工业革新扶持计划》对企业重要的技术(工艺)创新、新产

品开发给予扶持。 

  2000 年以来。南非陆续颁布新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开发法》及配套法规《南



非矿业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经济地位章程》、《矿产和石油权利金条例提案》、《黑人

经济振兴法案》、《选矿法》、《BEE法案》和《矿产技术法》等，并陆续出台限制

矿产品原料出口的规定，实施南非矿产品加工新战略，鼓励在可再生能源、清洁

技术、矿产开采技术和采矿安全技术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加强合作，以期带动南

非矿业可持续发展，缩小由种族隔离原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差距。从 2009 年起，

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政策已经陆续实施，包括权利金制度和矿产许可证制度。与

旧的矿业政策体系相比，南非新矿业政策体系重在强调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性，主要体现在增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控制能力，提高国家从矿业中获取利益

的比例，支持和鼓励以黑人为主的弱势群体参与矿产资源行业，最终做到使全体

南非人民都能平等地参与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 

三、 矿业政策调整影响 

(一) 权利金制度增加投资成太 

  南非新的矿业政策规定，自 2009 年开始征收矿业权利金。按照提交的权利

金草案，国家将以收入为基础，按不同税率对金、铂族金属、金刚石、煤等矿产

品征收权利金。权利金制度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南非矿业投资成本，使矿业吸引外

资受到较大影响。南非矿业已经面临着较高的成本，许多矿业公司增加了对矿业

社区的投入，并向种族社区支付权利金，征收新的权利金将进一步加大矿业企业

的成本，直接增加矿业投资经营成本，对矿业企业的利润产生较大影响。南非矿

业协会称，南非新的权利金议案将使金矿企业支付比目前高出三倍的税费，从而

加速该国金产量的下降。此外，电力不足不仅使一些矿山停产，而且使南非国内

无法进行精矿冶炼，是南非矿业生产和升级的重要瓶颈。对煤加征权利金不仅直

接提高煤的生产成本，而且间接提高了电力的生产成本，最终对矿业投资造成较

大的消极影响。 

(二) 法律法规不清晰加大投资不确定性 

  南非政府虽然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与矿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一些法律

法规不清晰，配套政策不完善，增加了南非矿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对中南矿业投

资合作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根据新矿业法，南非政府将于 2009 年实行矿业许

可证制度，所有在南非从事矿业活动的企业必须在 2009年和 2014年以前先后将

公司股份的 15％和 26％转让给南非 BEE 公司。但上述规定如何执行，政府没有



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如何按公平市场价格把股权转让给 BEE公司等。这使

矿业公司难以按照新的矿业政策要求采取应对措施，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此

外，新矿业法授予南非矿产和能源部部长“自行决断权”，目的是确保立法过程

中出现的任何错误均有得到纠正的机会，但这一规定进一步增加了矿业公司对未

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三) 本地化经营提高投资门槛 

  南非新的矿业政策对企业本地化经营做出具体规定，包括要求矿业企业雇佣

当地员工，对外采购向弱势群体公司倾斜，加强矿业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矿业工人的工作技能和社区福利水平等。例如，《提高弱势群体在南非矿业领域

社会经济地位基本章程》规定，力争在五年内使弱势群体在企业管理层的比例达

到 40％，其中妇女的比例达到 10％；矿业企业的对外采购，包括金融产品服务

和消费品的采购，将向弱势群体公司倾斜。《BEE法案》要求公司必须将税后利润

的 3％用于教育，税后 1％用于社会发展项目。然而，当地员工工作技能较低，

BEE公司的资金、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弱的现实，对中国矿业企业在南非寻求

合作伙伴、从事本地化经营提出挑战。此外，资源和环境已经受到南非政府的高

度重视。南非在新矿业法中对环境保护做出严格规定，要求矿业企业在合理开发

利用、保护矿产资源的同时，注重保护矿 山环境，防治污染。随着南非对矿业

安全生产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南非矿业改革中的重点。这些

均对中国企业在南非的投资经营活动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 矿产品加工新战略挑战现有投资合作模式 

  采矿业一直是南非经济的支柱产业，矿产品出口占南非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然而长期以来，南非矿产品出口多为未加工的原矿石，国内实现的价值增值较低。

因此，矿产品加工新战略提出要利用南非丰富的矿产资源，建立有序发展的产业

链，把原矿石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半成品或制成品出口，以拉动南非矿业可持续发

展。同时，投入 2，8亿兰特(约合 3800万美元)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

能水平。其核心是要增加就业、注重环保和促进经济多元化。新战略实施后，中

国企业在南非投资矿业，在当地将矿石进行粗加工后再运回中国这一传统的矿业

投资合作模式将难以维继。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投资机会，需要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更多的矿产品加工和冶炼环节留在当地，提高当地的



价值增值水平。 

四、 中国与南非矿业投资合作建议 

(一) 循序渐进，动态把握经营环境 

南非是一个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对外商投资设立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同时也

存在一定的限制。企业到南非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时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特别需要

及时把握当地投资经营环境的变化趋势。除了解南非的矿产资源情况外，还要紧

密跟踪南非对矿产资源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BEE法案》、贸易法规、环境

保护法规、劳资关系、工作条件要求和税收政策等，充分掌握矿业宏观、微观政

策信息。新矿业法要求企业申请矿区开采权时，需提供开采计划、预先制定的社

会计划、用工计划、增加弱势群体在生产经营中的机会、改善社区福利计划等。

这些规定往往要求企业加大在交通、供水、电力、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需要

企业在投资经营决策时予以充分考虑。 

(二) 以点及面，铺设投资新通道 

南非《BEE法案》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最低比例 25.1％

出售给 BEE公司。并赋予 BEE公司许多优惠政策，包括获得政府性项目的投标资

格；享受南非工业发展公司和国家振兴基金针对 BEE公司的特别贷款，降低融资

成本；获得在南非购买矿业资源公司的机会，甚至能够以优惠价格购买其股票等。

对于已经在南非投资经营或打算进入南非矿业的中国企业而言，可以以 BEE公司

为突破口铺设矿业投资新通道，充分利用《BEE法案》的相关规定，以合资、入

股等形式融入 BEE 公司，加强与 BEE 公司合作，间接享受该法案的各项优惠措

施，增加在南非的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鉴于一些南非 BEE公司经营管理能力相

对较弱，企业文化差异大，在合作过程中的难度较大。因此，中国矿业企业在选

择合作伙伴时，可以优先考虑具有 BEE公司身份的华人公司，这样更容易增加双

方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有利于投资合作顺利进行。 

(三) 未雨绸缪，部署合作新格局 

随着全球矿产资源供需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资源国家单纯出口矿产品原材料

的时代将会结束，提高矿业对本国经济的贡献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南非是中国

重要的矿产资源供应国。一旦南非加大对矿产资源的控制甚至实施矿业国有化，

将对中国矿业企业在南非投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应当未雨绸缪，



提前部署矿业投资合作格局，加快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获得当地矿产资源权益，加

大在选矿、矿产品加工和冶炼等高附加值矿业领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其他非洲

国家的矿业合作，争取获得南非当地政府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投资机会，提高在

未来矿业投资合作中的话语权。 

(四) 全面融入，构建和谐软环境 

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信誉，改善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是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

能力的有效途径。随着南非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中国企业在南非投

资经营过程中应当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严格遵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当

地改善基础设施，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注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积极从事社会

公益事业。然而，有的企业在当地非常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且付出很大努力，但宣

传力度不够，处于“多做少说”的状态，其经济和社会效应远未充分发挥。因此，

除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外，中国企业还需要善于宣传自己，加强与当地社区、媒体、

非政府组织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