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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秀山锰矿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熊正贤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 究中心，重庆 涪陵 408003) 

摘 要 ：近几年 ，秀山锰矿业的快速发展对秀山经济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发展过程显现 

出来的产业链条短、科技水平低、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管理混乱、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样不可 

忽视。文章从调整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走节约发展道路，发展与环保并重、加强资源管 

理，规范锰业发展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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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ing Status，Problems and Solutions to 

the M anganese Ore Industry in Xiushan Chongqing 

Xiong zhengxian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Wujiang River Region，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Fuling Chongqing 40810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Xiushan manganese ore industry ha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Xiushan economy，bu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some issues 

such as the short industrial chain，the low level of technology，enterprises are small，scat— 

tered layout and management is chaotic，serious pollution issues can not be ignored．The pa— 

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from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take 

the road of both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trengthen resource manage— 

ment and regulate manganese industry development，aiming at providing useful advices for 

decision-- making to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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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显示：我国锰矿资源并不丰富，储藏量 

居世界第七位 。已探明 的锰矿区有 200多处，保 

有储量5．6亿 t，可用资源约2．4亿t，主要集中在 

九个地区：桂西南地 区 16 642万 t，湘渝黔(花恒 

县、秀山县、松桃县)交界地区 6 643万 t，遵义地 

区 4 127万 t，辽宁朝阳地 区 4 039万 t，湖南云陵 

地区 3 591万 t，滇东南地区 2 941万 t，湘中地区 

2 855万 t，陕南——川东城 口地区2 565万 t，广西 

桂平地 区 2 355万 t 】]。 

我国现有锰矿企业 420家，总生产能力 1 200万 

t／a，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由于锰矿生产集中度差，技 

术水平较低，2006年全国锰矿产量仅为1 100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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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秀山位于武陵山中部 ，渝、黔 、湘、鄂三省一市 

交界地 ，是 重庆 的东 南 门户。地 理纬度 跨东 经 

108度 ，北纬 28度 。从东北至西南长 89公里，西 

北至东南宽 49公里，幅员面积 2 450平方公里， 

6O多万人 口。三省交汇的湖南省花恒苗族 自治 

县、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锰矿带与秀山锰矿带， 

被称为“黑色金三角”。 

目前，秀山境内已探明矿产资源 2O余种，尤 

以锰矿和汞矿最为丰富，锰矿已勘查近期储量 

2 400万 t，远景储量 5 000万 t，品位多在 18 9／6～ 

24 之间，是秀山主要的矿产资源。 

上世纪 8O年代秀山开始对锰矿进行开采， 

初建了 1 000 t的三角滩电解金属锰矿厂。当时 

该企业是秀山最大的工业企业，由于各种原因，秀 

山的锰矿开采一直形不成规模，金属锰生产量在 

2000年刚达到 3 000 t的规模 。2001年后 ，秀山 

锰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至 2005年锰矿开采量达到 

130万 t，锰矿加工具备相应规模，电解金属锰生 

产设计规模达到 19万 t。2005年全县锰工业企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6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65 以上，上缴税费 1．7亿元，占地方财政收人 

的 66％。 

2006年秀山锰矿开采企业 25户 ，生产设计 

总规模 112万 t，实际产量 130万 t。现有锰矿开 

采企业规模较小，产量在 1万 t到 15万 t之间，其 

中年产 3万 t以下的企业有 14家 ，3万 t至 6万 t 

的企业有 4家，6万 t至 1O万 t的企业有 5家， 

1O万 t以 上 的 有 2 家 ，企 业 平 均 产 量 为 

4．67万 t／a。电解金属锰企业 18家 ，生产设计总 

规模 为 19万 t／a。规 模 在 0．6万 t／a(包 括 

0．6万 t／a)以下 的企业有 8家，规模在 0．6万 t 

至 1．2万 t的有 7家 ，规模超过 1．2万 t／a的企业 

只有 3家 。武 陵 锰 业 为 规 模 最 大 企 业 ，年 产 

3万 t，最小企业规模产量仅达 0．5万 t／a，企业的 

平均规模为 1．O6万 t／a[1]。 

另外，秀山现有锰粉加工企业 64家，规模在 

1．5万 t／a以下的企业有 16家，规模在 1．5万 t／a至 

3万 t／a的企业有 42家，规模在 3万 t／a以上的仅有 

6家。生产设计规模 136万 t，实际产量为130万t。 

企业平均规模仅为 2万t／a。 

2 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秀山锰矿业的快速发展对秀山经济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锰矿产业发展 中潜在的 

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其严重性不容忽视，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产业链条短、科技水平 

低 、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管理混乱 、污染严重 。 

2．1 科技水平低 ，产业链条短 

锰矿业作为秀山工业经济的主要支柱，其技 

术含量不高，产业链条短而不全。锰矿业在秀山 

县内的终端产品就是电解锰，其产业链条非常短， 

基本就是“锰矿石——电解金属锰”的“二维成 

像”。这种开发方式原始落后，与发达国家与发达 

地区相比，其资源利用水平低，属于粗放式利用。 

锰矿业本身属于产业带动性较强的产业 ，可 

以带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 、电力、硫酸化工材 

料，及以金属锰为原材料的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秀山，电力与锰矿石 、电解金属锰构成孪生 

三兄弟，相依为命，其最终产品结构单一(电解 

锰)，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窘境 ]。 

2．2 企业规模小 ，布局较分散 

从目前各企业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企 

业规模小且过于分散 ，不利于集聚效益的产生 ，而 

且容易导致恶性竞争，不利于锰矿产业的发展壮 

大 。其次是生产企业布局不合理。秀山县锰矿属 

“长安亚冰期”和“大塘坡间冰期”冰碛建造，矿床 

赋存条件差，但分布较为集中。但由于缺乏总体 

规划 ，开采企业布置过多 j。如溶溪朱家湾锰矿 

区先后布置了 9个井 口，形成 了采矿点过多、遍地 

开花的分散局面。空间布局分散增加了管理难 

度，“滥采”现象严重。 

2．3 家族企业多，管理混乱 

大部分矿山企业都是家庭式或家族式企业， 

管理成员由父子、兄弟或亲戚组成，经营理念、思 

维方式和管理水平都十分落后，组织结构与现代 

企业制度很不适应。采矿方式极不科学，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井下开采均采用“猴子摘桃” 

的方式，采厚弃薄、采富弃贫、采中留边、采易留 

难，一旦矿井报废，那些贫矿、薄矿就永不见天日 

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是全县数十家锰矿 

山企业没有一家采用洗选、浮选和磁选等现代化 

的选矿手段，往往是把矿石采出后，所谓符合标准 

的矿石就装进矿仓，所谓不符合标准的低 品位矿 

石(含锰在 8 ～13 )，便弃置 山崖。因而矿石 

开采利用率低，只在 6O 左右，秀山锰矿石储量 

已探明的 C+D级共 2 400万 t，其 中保有储量 

(完全可供开采利用的)大约1 700万 t，若按 6O 

的回收率计算，大约只有 1 000万 t，其中有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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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将被浪费掉 ，可见 秀山的矿产资源在开采环 

节上的浪费是十分惊人 的。按此计算 ，秀山的锰 

矿资源 5年以后便会告急 。 

其次，由于企业改制、招商引资等原因，秀山 

锰矿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 民营企业或个体私营企 

业手里，不利于政府管理调控 。以电解金属锰企 

业为例，秀山现有电解金属锰企业 19家，其中民 

营企业 17家 (其 中外资企业 12家)，国有企业 2 

家 。也就是说 ，几十个矿山老板几乎控制 了全县 

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控制了整个秀山工业经济的 

命脉。一旦电解金属锰市场出现波动，他们无动 

于衷，政府出台的协调措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 

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当要求其降价时，他们可 

以减产限产，甚至息业停产，置全局于不顾。2004 

年第二季度和 2005年第二季度均 出现 了类似情 

况，对秀山经济建设构成了极大威胁。 

2．4 污染较严重，环保意识差 

矿区周围随意布置井 口，排放废渣，造成水土 

流失 ；圆窑小而多，排放的有害气体造成了矿区环 

境污染。目前因矿山开采而导致矿区的地质灾害 

隐患增加，因水源水质破坏而使人畜饮水难 、耕地 

耕种难的问题时有出现 ，环境污染情况 比较严重 ， 

潜在的污染危害很大。同时，个人企业、民营企业 

以获取最大利益为 目标 ，在矿产 开发 时完全不顾 

环境污染，环境保护意识极差 。 

3 对策建议 

3．1 调整产业结构 ，延长产业链条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无论 是产 品还是企 

业，都具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衰退的过程。锰 

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总有开采竭尽 的一天 ，而秀 

山县目前工业结构及其单一，基本是锰矿业“一枝 

独秀”。近几年来确定的锰业 、建材 、电力三大支 

柱中，除锰矿业外 ，建材和电力 尚处于培育和发展 

阶段，还不具备支撑秀山县经济发展的能力，其它 

产业 ，如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业更不具规模 。对 

这种产业结构格局如不加调整优化，积极扶持潜 

在 的支柱产业 ，秀山的工 业经济将 面 临巨大 的 

危机。 

2006年秀山经济总量为 29．637亿，其中锰矿 

产值 占到秀山 GDP的 20 ，占工业总产值 的 

65 9／5。以秀山目前的开采规模 ，秀山的锰矿近期开 

采年限为 5年，远期开采年限不过 20年。如果在 

锰矿开采过程中，为开采而开采，急功近利 ，不注意 

锰矿开发的科技含量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不注意下 

游潜在主导产业的培养，那么在 5年或 20年以后， 

秀山的工业经济发展将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秀山的经济发展不 能总指望老天的“眷顾”， 

应借助丰富的锰矿资源转变为“活财富”。要提升 

秀山矿产提炼的科技含量，延长锰矿价值链条，实 

现产品优化升级，积极培育下游主导产业。锰矿 

业本应该是带动性很强的产业，其产业链可以延 

长至少 3～5个行业。时下 ，秀山锰矿石的销售市 

场主要取决于电解锰厂及锰粉厂的需求情况 ，秀 

山锰矿业的下游产业链条基本断裂 。而锰矿业发 

达地区已逐步开始或实现了锰矿业 的深度加工及 

延长产业链的开发方式，如桂西南地区锰矿企业 

在延长产业链方面已走在了前面，其锰矿业现已 

经向深度开发方向发展。如广西汇元锰业正在投 

资建设 的年产 2万 t高 比表面积 四氧化三锰项 

目，每年可供生产 4万 t共 晶合成软磁铁氧体磁 

芯。目前广西锰业正在规划以桂西南锰矿石原料 

及粗加工为主，以大锰锰业、新振锰业 、三叠锰业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锰深加工企业群。 

笔者认为走深度开发 、延长产业链条是 秀山 

锰矿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实现 

锰矿石的价值，又可以培育潜在的主导产业，为未 

来秀山各产业百花齐放奠定基础。具体可以往下 

游的建筑材料、各种电子元件、碱锰电池等方面延 

长(如下图所示)。 

图 1 多级 链 状 深加 工模 式 

3．2 走节约发展道路 ，发展与环保并重 

锰矿是国防上所必需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战略矿产，目前国内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国外供应 

也十分脆弱，紧急情况下必须考虑供应短缺因素。 

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已把锰矿 

作为战略储备矿产。目前，秀山锰矿开发属于“有 

水快流”模式，技术水平低，开发粗放。面对锰矿资 

源的现状，秀山必须提高科技水平，走“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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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约开发模式 ，提高锰矿的集约化程度。比如广 

西大锰锰业有限公司就是锰业集约化开发较好的 

例子。该公司是集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电池、汽 

配、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形成了 

资源立矿、深加工强矿的锰业发展模式。如今该公 

司已经成为广西锰业规模最大的龙头企业 ，带动了 
一 大批相关产业 的发展[5]。纵观秀山大小锰矿企 

业，普遍规模较小 ，上进心不强，小富即安。秀山锰 

矿业应该凭借现有基础进一步拉长锰产业链，选择 

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锰深加工产品为对象， 

整合资源，打造“锰业航母”。 

在锰矿业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不可忽视。 

今年 1月份以来 ，河北省唐 山市、山西省 吕梁市 、 

贵州省六盘水市、山东省莱芜市 4个行政区域和 

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4大电力集团的除循 

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建设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 

停止审批，这是环保总局及其前身成立近 3O年来 

首次启用“区域限批”这一行政惩罚手段。环保问 

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环保总局的重视。锰矿业属于 

严重污染行业，必须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 ，提高 

各锰矿企业的环保意识，切实改善环保条件，否则 

受害的不只是厂矿周边的广大居民，各锰矿企业 

完全有可能因环境污染严重而遭国家行政禁令， 

从而导致厂矿企业的巨大经济损失。 

3．3 加强资源管理 ，规范锰业发展 

锰矿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要真正使其开采 

合理不浪费 ，应完全按贫富兼采 、厚薄兼采的矿山 

政策进行开发利用。矿山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单 

一 地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必须有政府的适当 

干预。建议政府根据市场情况制订出保护和扶持 

矿山企业有序开采资源的政策法规，有指导性、计 

划性地开采资源，防止企业破坏性、掠夺式地开采 

资源，积极鼓励矿山企业节约资源、保护资源，提 

高综合开发利用资源的积极性。 

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督 ，严格把关，不具开采条 

件的矿山坚决不予审批，不具备资质的人员坚决 

不予经营矿山的权力 ，特别要杜绝在地方招商引 

资过程中，把那些勘探不明，甚至根本没有开采价 

值的矿山审批给投资者 的行为，以免造成资源破 

坏、环境破坏、投资者经济损失的不 良后果。 

资源管理部门要制定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资源 

开发督管办法 ]：资源回收率、贫化率考核办法，储 

量报损程序，储量开采消耗报告制度，节约资源、综 

合开发利用资源奖励办法等。根据总体工业布局、 

区域发展战略、地方经济状况、社会发展程度、区位 

优势、相关自然资源禀赋、交通运输状况、人力资源 

状况等因素，组建锰业基础原料基地、深加工基地 

和新产品研发基地等。合理配置各种资源，化解不 

必要的恶性竞争，提升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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