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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加强稀缺性战略资源管理， 

稀土开发利用提质升级 
 

3月1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明确了稀土产业

的现状以及发展方向。我国是稀土大国，但开发利用存在诸

多问题。政策要求从总量指标管理、技术进步、项目核准、

综合利用、储备管理等方面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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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加强稀缺性战略资源管理，稀土开发利用提质升级 

3月1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明确了稀土产业的现状以及发展方向。我国是稀土大国，

但开发利用存在诸多问题。政策要求从总量指标管理、技术进步、项目核准、综合利用、储备管理

等方面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稀土开发利用优势挑战并存，亟待向中下游渗透 

我国是稀土大国，也是稀土强国，实际需求旺盛和有效供给放量受限双轮驱动原材料涨价，中

长期发展任务在于推动产业链向中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我国稀土储备量、产量、出口量、消费

量均是世界第一,稀土加工提纯技术领先,从别国进口的稀土大多也在国内加工提炼,技术甚至比资

源本身更具有震慑力, 产业链国际分工大势不可逆，不太可能重构稀土产业链。与此同时,我们应

当注意到全球稀土供应也出现了多元化格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

具备矿山开采和分离加工能力。各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和环保要求，往往将开采出来的稀土运往中

国加工、冶炼、提纯或者从中国直接进口稀土，运回本国加工稀土永磁材料、制造终端产品，附加

值最高的环节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再将终端产品运往消费市场，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我国稀土资源开发利用存在五方面问题：一是稀土价格不合理。恶性竞争、竞相压价情况下，

我们的稀土没卖出“稀”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这是对稀土战略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稀

土开采生产的环保问题亟待解决。为了增加稀土市场供应量，采掘、冶炼活动可能已经超过环境承

载力。三是稀土矿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不高。稀土矿无序开采、资源浪费的现象仍然存在，也不应当

只采集最富集的那块稀土矿。四是高品质的稀土矿产品稀缺。稀土被誉为“新材料之母”，应用范

围广，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游资源品质欠缺直接制约产业创新和科技进步。五

是稀土产业仍然集中在上游原材料供应，与中游新材料开发和下游终端应用协同效应偏弱，产业链

完备程度亟待提高。 

二、稀土管理条例多方面引导我国稀土产业健康发展 

2021年1月15日，工信部发布《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作为稀土行业新的纲领性文

件，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政策文件包括二十九条，其中总量指标管理、技术进步、项目核准、综

合利用、储备管理相关规定值得关注。 

综合资源环境、市场需求、技术多方面因素，国家对稀土开采、稀土冶炼分离实行总量指标管

理。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据稀土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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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规划及国家产业政策，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资源潜力、市场需求以及开采、冶炼分离

技术水平等因素，研究拟定稀土开采总量指标和稀土冶炼分离总量指标，报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

布。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限制或者停止稀土开采、稀土冶炼分离。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将核准的稀土开采、稀土冶炼分离投资项目名单报送国务院工信部，由工信部定

期向社会公布。 

在稀土开采、稀土冶炼分离实行总量指标管理框架下，矿山企业将加强技术装备改造，达到环

保要求，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月19日，工信部、自然资源部下达2021年度第一批稀土开采、

冶炼分离总量控制计划，矿产品8.4万吨，冶炼分离产品8.1万吨。为提高指标利用率，要求稀土开

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应集中配置给技术装备先进、环保水平高的重点骨干企业，这些企业集

中在我国稀土主产区。在2021年度第一批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计划中，北方稀土一家企业

获得矿产品计划4.4万吨，冶炼分离产品计划3.8万吨，矿产品计划占全国总量控制计划的52.5%，

冶炼分离产品占全国总量控制计划的47.2%。 

重视工艺研发和人才培养，推动稀土产业从开采冶炼向新材料研发渗透。《稀土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指出，国家鼓励稀土勘查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和综合利用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支持稀土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和产业化。根据采购稀土原料种类以及稀土元素不

同，稀土产品可被分为轻稀土产品和中重稀土产品。国内有不少能产出高纯低杂轻稀土产品的龙头

企业，轻稀土脱硝催化剂技术是关键技术。早在2017年，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就

明确规定重点发展稀土永磁材料、稀土光/电功能材料、稀土合金、稀土催化净化材料、稀土储氢

材料。提升关键材料综合保障能力是推动稀土产业链往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延伸发展的前提。稀土主

产区所在区域应面向稀土磁应用等前景好的产业进行精准招商，支持中高端产品及产业集约化发

展。 

提高稀土资源综合利用率。《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环境

友好的技术、工艺，对含有稀土的二次资源进行回收利用。综合利用企业不得利用含有稀土的二次

资源以外的稀土产品作为原料从事冶炼分离生产活动。龙头企业陆续收购选铁、选稀土、选铌相关

资产，加快尾矿库资源的开发利用，生产铁精矿、稀土精矿等产品。 

要求地方政府加强稀土资源储备管理，维护稀土资源开发利用正常的秩序，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国家实行稀土资源地和稀土产品战略储备。列入国家战略储备的资源地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负责监管和保护，未经国务院自然资源部门批准不得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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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