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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亮点集锦 

10 月 21 日下午，2021（第 23 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

幕。本届大会以“多边合作，为了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与繁荣”为主题，

旨在通过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建

后疫情时代国际矿业合作新格局，共促全球矿业的发展与繁荣。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凌月明代表中国自然资源部提出三

点倡议：第一，完善全球矿业治理，推动国际合作。经济全球化不可

逆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本国的资源满足自身发

展需要，多边合作是后疫情时代建立国际矿业合作新格局的正确方式。

主动融入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开辟矿业合作新路径，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矿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全球矿

业命运共同体。第二，尊重贸易政策规则，维护发展秩序。坚持用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

投资面临的问题。中国已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加强矿产资源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贸易政策协调，保

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重构矿业多边发展合作新秩序，构建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第三，倡导绿色技术创新，履行社会责任。应

对气候变化必须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矿业

行业要彻底摒弃粗放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矿业绿色低碳转

型，实现经济绿色复苏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构建企业

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共享机制，重塑矿业企业发展全新形象，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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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1）》。全面反映

了 2020 年以来中国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等

方面的新进展，矿产资源政策法规新变化，矿产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新举措，科技创新、地球科学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新动态，

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地质矿产合作的新成果； 

22 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在会上发

布了《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0-2021）》。该报告是全球首份对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全球矿业发展态势进行综合分析的报告，也是中国研究

机构服务全球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 

22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全球

锂、钴、镍、锡、钾盐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2021）》。这是我国研

究机构首次基于自主建立的全球矿产储量数据体系形成的专业报告，

也是我国研究机构为国际矿业企业投资经营、全球资源供需对接、

“一带一路”矿业合作与繁荣发展提供的重要基础信息产品与服务。 

下面，将就上述报告进行阐述：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1）——自然资源部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1）》显示，地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兜

底保障作用进一步夯实。常规油气勘探不断在塔里木盆地超深层、准

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的新区、新层系取得新进展，非常规油气在松辽

盆地和川东南实现了页岩油气的多项勘探突破。2020年，中国石油、

天然气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已达 36.19亿吨、62665.78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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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气矿产勘查新发现矿产地 96 处，其中大型 29 处，中型 36 处，

小型 31 处。新增资源量（推断）煤炭 119.64 亿吨、铁矿石 0.99 亿

吨、锰矿石 3172.15 万吨、铜 85.82 万吨、铅锌 138.87 万吨、铝土

矿 3.74 亿吨。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

快推进。顶层设计方面，2020 年以来，自然资源部继续推进《中华

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修改工作，进一步加强矿产资

源领域立法。制度建设方面，全面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

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改革要求，储量管理、矿业权

出让等各项配套改革举措统筹推进。规划编制方面，形成《全国矿产

资源规划（2021-2025 年）》征求意见稿，地方各级矿产资源规划编

制稳步推进。矿业权管理方面，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控

制协议出让，实行油气探采合一制度，积极推进“净矿”出让。2020

年，新设探矿权、采矿权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占比分

别达到 73%和超过 80%。执法监管方面，加强和改进矿产执法，从严

查处无证勘查采矿、越界勘查采矿和破坏性采矿等违反行为。加强地

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强化地质勘查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做好矿业权

出让登记信息公示公开，更好接受社会监督。 

  矿业绿色发展取得新进展，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大中型矿山

数量占比突破 20%，矿业产业集中度、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稳步

提升。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2020 年以来，我国积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支持重点流域和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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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废弃露天矿山恢复治理，中央财政分两批共下达资金 20 亿元支持 

12 个省（区）开展黄河流域、 青藏高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着力解决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生态受益范围较广、严

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历史遗留矿山问题。 

  研究成果丰硕，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矿产资源领域研究成果

显著，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围绕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储量管

理等，颁布多项重要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持续推进，建立多个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创新交流合作方式，促进国际矿业合作走深走实。为克服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对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造成的影响，我国通过中国国际

矿业大会、东盟+3矿业高官磋商会等国际交流平台，积极保持与有关

国家、国际组织的联系，推进地质矿产项目合作，进一步巩固友好合

作关系。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0-2021）——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能源资源需求总体萎缩、结构分化，

能源、大宗矿产消费下降，新能源矿产消费较快增长。2020 年，全球

能源总消费下降 4.5%，为二战以来最大降幅；石油、煤炭、天然气分

别下降 9.5%、3.9%和 2.1%，风电、水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增长

9.7%。铁、铝分别下降 0.2%和 0.7%；铜、锂、钴分别增长 6.2%、15.3%

和 7.3%。 

全球矿产资源供应能力遭到破坏，资源供应链脆弱性凸显。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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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矿山生产造成较大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 36 个国家或

地区一度关停 276 座矿山，受疫情影响的采矿业项目超过 1600 个。

2020 年，全球主要矿产品总产量较 2019 年下降 3.7%。其中，能源、

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5.1%、1.4%和 0.5%，能源和

矿产品生产下降幅度高于消费下降幅度。同时，矿产品正常国际贸易

受到影响，严重影响全球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稳定。 

全球主要矿产品价格呈“√”形震荡反弹，黄金、铜、铁矿石等

矿产品价格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球矿产勘查投入、采矿业投资总

额分别为约 83 亿美元、2900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分别减少 11%、

13%，2021 年有望恢复至 2019 年水平。全球矿业资本市场先抑后扬，

矿业板块资本关注度显著提升。2020年，全球矿业项目融资数量和金

额，同比分别增长 17%和 25%。2021年上半年延续“量价齐升”态势，

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261%。 

主要国家和地区矿业政策密集调整，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矿业

投资总体面临三大风险，即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为主要特点的政治

和安全风险增加，以加税、国有化为主要特点的保护主义抬头，以增

加安全审查为主要特点的矿业投资壁垒升高。与此同时，部分矿业国

家通过放松矿业管制、推出优惠政策，为国际矿业投资提供机遇和便

利。 

矿业公司业绩和综合实力持续分化，加快布局新能源矿产。疫情

以来，油气公司利润大幅下滑，固体矿产业务为主的大型矿业公司利

润稳定。2020 年下半年以来，矿业公司业绩普遍回升，营收和市值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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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涨。全球 50 强矿业公司市值总和达到 1.47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

高。矿业巨头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加速布局铜及锂、钴、镍等新能

源矿产。 

气候变化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向低碳转型，全球矿产资源供需

结构和矿业格局正孕育重大变化。低碳经济背景下，传统矿产资源需

求增速进一步放缓，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矿产需求快速增长。煤炭、

石油、铁、锰等传统能源资源供应国的地位将有所下降，锂、钴、镍

等战略性新兴矿产供应国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迅速控制疫情，经济快速复苏，发挥世界经济引擎作用，有

效拉动了全球能源资源消费需求。2020 年，在全球矿产资源需求总体

萎缩的情况下，中国逆势增长，石油、铁、铜、铝消费量同比分别增

长 2.0%、9.1%、17.1%和 6.4%，进口量分别增长 7.3%、9.5%、33%和

10.9%，为稳定全球矿业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通过互惠

互利的国际矿业合作，与世界各国建立积极的矿产资源开发与贸易双

边关系，积极维护国际矿产品贸易正常秩序，促进全球矿业开放合作

与共同发展。 

报告预计，随着疫情后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弹，主要发达经济体大

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升高，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出现结构

性分化，给全球矿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矿业市场持续震荡调整成为

常态。从中长期看，全球矿产资源需求将出现分异，战略性新兴矿产

需求加速增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矿产资源需求仍将处于较高水平，

必将推动全球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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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锂、钴、镍、锡、钾盐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2021） 

——中国地质调查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评估报告系统采集了全球 3168 个矿山项目“第一手”数据，全

面客观的反映了全球锂、钴、镍、锡、钾盐 5 种矿产资源储量和分布

特征。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全球锂矿（碳酸锂）储量 1.28 亿吨，

资源量 3.49 亿吨，主要分布在智利、澳大利亚、阿根廷、玻利维亚

等国。钴矿储量 668 万吨，资源量 2344 万吨，刚果（金）、印度尼西

亚、澳大利亚等国最为富集。镍矿储量 9063 万吨，资源量 2.6 亿吨，

印度尼西亚位居全球储量第一，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资源丰富。锡

矿储量 327 万吨，资源量 807 万吨，中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

地区是锡矿主要产地。全球钾盐（氯化钾）储量 129 亿吨，资源量 430

亿吨，俄罗斯、加拿大、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四国储量占全球 80%，

俄罗斯超越加拿大成为钾盐第一储量大国。从消费端来看，2020 年全

球锂（碳酸锂）消费量约 40 万吨、钴约 17 万吨、镍 240 万吨、锡 38

万吨、钾盐（氯化钾）5400 万吨，相对于现有储量，全球锂、镍、钾

盐资源保障程度较高，钴、锡保障程度相对较低。 

  下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加快建立健全全球矿产资源储量数据

体系与评价机制，计划用 5 年时间完成全球 40 种重要矿产资源储量

动态评估，并及时发布服务，积极为推进全球矿业合作、构建全球矿

业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储量是矿山开发的对象，是衡量各国资源财富和全球资源保障水

平的重要基础性数据，中国作为全球矿产资源供应和需求大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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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全球矿产资源储量评估体系意义重大。一是我国自主的全球储

量数据体系中，底层数据信息丰富，可为国际矿业企业准确把握全球

资源分布、优化投资布局、促进企业投资经营提供重要指导。二是准

确掌握全球矿产资源储量数据与分布特征，有利于全球矿产资源供需

对接，促进全球各国之间矿业合作与发展繁荣。三是资源储量及其结

构变化，影响全球矿业市场供需平衡和价格波动，准确掌握全球矿产

资源储量变化，对企业研判市场风险具有积极影响。 

此外，中国地质调查局把全球储量评估作为地质调查国际合作的

重点工作。2020年部署启动了全球矿产资源储量数据评估工作，构建

以中国地质调查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牵头、六大区域地调中

心支撑的“1+6”业务工作体系，形成了 200 余名科技人员组成的专

业团队。下一步，将加快建立健全全球矿产资源储量数据体系与评价

机制，计划用 5 年时间完成全球 40 种重要矿产储量动态评估，并及

时发布服务，积极为推进全球矿业合作、构建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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