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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源占据优势。截至2018年，全球

共有稀土储量 1.2 亿吨，我国有 4400 万吨，占

比38%。同时，在高精尖制造中占据更加重要

地位的中重稀土（以镝、铽为代表）具有独特优

势。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国在赣州发现了世

界罕见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该矿具有配分齐

全，经济价值高，易选别，放射性低等特点，稀

土中的钇、镝、铽等中重稀土元素，我国的工业

储量为150万吨，江西赣州一地就占到其中的

36％，所含富钇型重稀土矿产资源更为世界所

独有。

其次，采掘、冶炼分离能力强。我国在稀

土采掘、冶炼、分离提纯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

位，具备极强话语权。2018 年全球稀土矿产

品产量约 19.5 万吨，中国产量约 12 万吨，占

62%；全球稀土冶炼分离产量约为 14.6 万吨，

其中中国产量12.5万吨，约占86%。

再次，应用链条不断延长。借助资源和

冶炼分离优势，我国稀土产业链不断延长，以

稀土应用最广泛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为例，目前

我国钕铁硼产量已接近全球的90%，高端钕铁

硼产量已接近全球总量的60%。

稀土元素在地壳中分布十分广泛，但是却

很不均匀，其中稀土储量较多的，亚洲有中国、

印度，北美有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澳大

利亚、南非、埃及等几个国家。我国稀土矿藏

丰富，雄踞着四个世界第一：资源储量第一，占

23%左右；产量第一，占世界稀土商品量的

80%至 90%；销售量第一，60%至 70%的稀土

产品出口到国外；应用第一，大部分的稀土在

供国内使用。

不仅如此，我国南方的离子型矿中有全球

70%以上的重稀土资源，主要分布于我国江

西、广东、福建、广西等省份，其重稀土高达

30%～80%，是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战略资

源。中国还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供应全部稀

土元素的国家。

全世界绝大部分稀土依赖中国，美国也不

例外。美国政府问责局曾发布一份报告，其中

提到：“如果中国禁运稀土材料，那么中国之外

的几乎所有汽车、计算机、智能手机和飞机装

配线都可能被关闭，依赖稀土的美国和北约武

器系统也将如此。”

美国是中国稀土的主要市场。去年美国

政府曾宣布对中国稀土征收进口关税，但随后

收回了这项决定。

另外，从近期美国向中国加征关税的情况

看，稀土并未进入美国 2000 亿美元的关税清

单，而后续宣布的3000亿美元征收清单中，也

没有稀土。对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可见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资源有依赖。”

路透社援引专家的话称，稀土材料对美国

工业和国防至关重要，短期内没有替代品，如

若加征关税美方将承受更大苦痛。“美国在对

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名单中没有稀土，说明美

国很需要中国的稀土，而这种资源的可替代性

极低。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稀土出口国，

美国占中国出口的 20%。”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陈占恒说。

有专家表示，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稀土

产业累积了一定技术实力，在生产水平上有了

长足进步。中国稀土产业在国际上有很强的

话语权，稀土政策对于国际市场也有很强的影

响力。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大稀土高端产品的

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中间品的加工档次，以实

现更高质量的产品出口和更好的经济收益。

中国稀土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稀土产业的优势

在产业分工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协同合作就没有发

展进步。再先进的技术产品也是经济全球化这棵大树结出的

果实，美方一些政客意图通过技术限制打压遏制中国发展，只

能是妄想！

针对舆论提出“稀土是否可能成为中国对美反制的重要

筹码”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5 月 28 日明确表

示，“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

制打压中国的发展，那么我想赣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

民，都会不高兴的。”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赣州考察时实地

调研相关稀土企业，并就推动稀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作出

重要指示。

稀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

稀土元素在冶金、石化、光学、激光、储氢、显示面板、磁性材料

等现代工业领域均有广泛应用。特别是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不断进步，稀土元素的应用范围正在进一步拓展，

其战略价值和重要意义将更加凸显。

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材料供应国，中国一直秉持开放、协

同、共享的方针推动稀土产业发展。一方面，中国坚持稀土资

源优先服务国内需要的原则；另一方面，中国也愿意满足世界

各国对于稀土资源的正当需求。我们乐见中国的稀土资源及

稀土产品能够被广泛用于制造各类先进产品，更好满足世界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所谓“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时代大潮浩浩荡荡，不

可阻挡，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国一些政客竭力打压中

国高科技企业，意图遏制中国发展。就算这些政客可以对中

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互补性极强的现实视而不见，但无法

改变经济全球化下各国产业链深度交融的事实。

□ 记者 吴承江 整理自新华社、《科技日报》、《经济日报》等

□延伸阅读：

利用中国稀土制造产品遏制中国发展，妄想

目前我国稀土的加工和提炼水平如何？
稀土矿提炼分离需要消耗大量硫酸或碱液，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有效地改变

了国内稀土产业散、乱、小的混乱局面，特别加强了妥善处理采

矿、炼油、回收稀土后产生废液的管理与处置。

我国稀土加工和提炼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8

年底，我国突破了超高纯稀土改性氧化铝技术“瓶颈”。因为通

常稀土是掺着用的，这意味着我们能从此提炼更多用量少、性

能更好的稀土材料。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原湖南稀土研究

院院长刘甲祥表示，由于我国稀土技术研究起步晚，在不少领

域已经被国外“捷足先登”，在很多稀土产品上，虽然产能最大，

但技术专利基本都是国外的。如稀土应用最广泛的永磁材料

领域，国内企业生产永磁电机不仅要交专利费，而且还受到协

议规定的出口数量限制。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稀土的科研投入，取得的成果越

来越多，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局面正在改变。

稀土有替代产品应用吗？
目前，多国企业及科学家已开始研发稀土金属的有效替代

品。早在2007年，日本就提出了“元素战略计划”及“稀有金属

替代材料”计划，英国科学家们用铁和氮替代稀土来制造高性

能磁材料。

此外，目前制作LED的原材料中稀土也用得越来越少，例

如用石墨烯改写现在的白光LED技术。使用替代产品效果如

何呢？以铁氧体材料做压缩机为例，成本上铁氧体材料确实有

优势，但劣势也非常明显，做出的压缩机体积较大，这不符合市

场趋势，所以稀土“替代品”需要市场的检验。

的“工业维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