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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钼是一种珍贵的稀有高熔点金属 ,是重要的战

略性物资 ,是生产合金钢、不锈钢、耐热钢和合金铸

铁等的重要合金化元素 ,钼及其合金具有良好的导

热性、导电性、低热膨胀系数、耐高温性、低蒸气压、

耐磨性、耐腐蚀性和化学稳定等特性。钼的用途极

多 ,它除了在冶金方面得到大量应用 ,还在航空航

天、机械制造、能源、化工 (主要用作催化剂 )、电光

源、电子计算机、生物医学、润滑剂、抑烟剂、食品、涂

料和化肥等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它的应用愈

来愈渗入到各个领域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国钼资源十分丰富 ,其储量约占世界钼总储

量的 25% ,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 ,是我国六大

优势矿产资源之一。我国钼资源主要以原生钼矿为

主 ,而共、伴生钼资源较少。我国钼产量约占世界钼

总产量的 25% ,但消费量有限 ,约三分之二的钼要

靠出口外销 ,其钼贸易量占世界钼总贸易量的 30%

～40%。可见 ,我国是钼资源大国、生产大国和贸易

大国 ,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此 ,应高度重视

我国钼资源的安全 ,合理开发利用。

1　国民经济发展对钼矿资源的需求

1. 1　近几年我国对钼的实际需求

据有关部门统计 , 2000～2004年我国钼的需求

量每年以约 10%的速度增长 ,其中 2004年我国钼

的需求量为 1. 5万 t,比 2000年增加了 0. 5万 t,详

见表 1。

表 1　2000～2004年中国钼需求量

单位 :万吨钼

年份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年平均

需求量 1. 00 1. 10 1. 20 1. 30 1. 50 1. 22

　　资料来源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



1. 2　我国钼需求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密切联系

我国钼的需求结构为 :特钢 80% (其中低合金

结构钢 30%、不锈钢 30%、工具钢和高速钢 10%、

铸钢和轧辊 10% ) ,钼化工产品 10% ,钼金属制品

10%。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钢铁业

尤其是特钢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国特钢的消费量、

产量和产能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以不锈钢为

例 ,自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我国不锈钢消费量便以

26. 9%的速度迅猛增长 , 2000～2003年之间 ,消费

量增速达到了 30. 7%。2003年的不锈钢消费量为

420万 t,相当于 2000年消费量 (188万 t)的两倍以

上 ,是 1990年的 10倍。据中国特钢协会不锈钢分

会统计 , 2003年中国不锈钢产量为 178万 t,与 2002

年的 114万 t相比 ,同比增长 56% ; 2004年不锈钢

产量 230万 t,同比增长 30%。随着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 ,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 ,不锈钢产能也迅猛增

加 ,自 2000年以来 ,产能增速已超过 50% ,估计到

2010年 ,中国的不锈钢产能将达到 1000万 t/ a,成

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国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

不锈钢消费国 ,年消费量将达到 800万 t。因此 ,钢

铁中钼需求量在不断增加。这是我国钼需求量快速

增长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

含钼催化剂、高纯二硫化钼润滑油、电光源钼丝及线

切割钼丝等钼化工产品、钼金属制品用量大幅增长 ,

使该领域中钼的需求量亦在逐年增加。

1. 3　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变化 ,对钼资源需求

的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 ,我国炼制

特钢技术的提高 ,国内特钢产能不断扩大 ,优质特钢

的进口量将逐年降低 ,并且我国大量出口高速模具

钢及其深加工产品有着很好的前景和广阔的国际市

场 ,将会增加我国特钢的生产量、出口量 ,从而增加

我国钼在钢铁中的应用量。使我国对钼资源的需求

量增加。

我国钼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 ,我国钼化

工、钼深加工技术的提高以及钼应用领域的不断拓

展 ,我国钼化工、钼金属制品的生产量、出口量、需求

量将逐年增加 ,促使我国对钼金属和资源的需求逐

年增加。

因此 ,未来我国对钼金属和资源的需求量将逐

年大幅增加。

2　中国钼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综合分析

2. 1　中国钼资源赋存概况

2. 1. 1　中国钼资源储量情况

我国现已查明钼矿区数 242个 ,钼金属储量

177. 19万 t,基础储量 345. 48万 t。主要集中在河

南、吉林、陕西、浙江、山东、河北、辽宁等省 ,占我国

钼总储量的 89. 45% , 占我国钼储量基础的

89199%。当前钼精矿的生产主要集中在陕西、河

南、辽宁、浙江、吉林等省 ,其产量占我国钼总产量的

90%以上。

2. 1. 2　中国钼资源赋存状况及主要矿区介绍

我国钼矿矿床的成因类型齐全 ,成矿条件各异 ,

赋存状态类型较多。我国产钼地主要集中在河南省

的栾川、辽宁省的葫芦岛、陕西的金堆城、吉林省的

大黑山及浙江省的青田。其中葫芦岛和青田虽然钼

金属储量没有排在前列 ,但由于这两地区的钼矿是

我国最富的钼矿山 ,钼产量在国内占有很大的比重。

中国主要钼矿区情况表 2。

表 2　中国主要钼矿区情况

矿区名称
探明储

量 /万 t

平均品

位 /%
开采方式 矿床类型 共、伴生组分

栾川钼矿 206 0. 12 露采、坑采 斑岩型、矽
卡岩型 铁、硫、钨、铼

大黑山钼矿 109 0. 066 露采 斑岩型 铁、硫

金堆城钼矿 98 0. 098 露采 斑岩型 铜、铁、硫、铼

葫芦岛钼矿 21 0. 27 坑采 矽卡岩型 铜、硫、锌、铼

青田钼矿 1. 8 0. 21 坑采 石英脉型 钨

2. 2　中国钼矿资源的特点

(1)我国钼矿资源分布广且相对集中

我国钼矿资源分布在 28个省、市、区 ,也就是

说 ,我国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 ,只有重庆、天津、

和宁夏没有发现钼矿 ,可见分布很广 ,但相对集中于

河南、陕西、吉林、山东、河北、辽宁、浙江等 7省。

(2)斑岩型和斑岩 —矽卡岩型钼矿床类型占

80%以上

钼矿床工业类型主要有斑岩型、斑岩 —矽卡岩

型和矽卡岩型 ,我国钼矿床以斑岩型和斑岩 —矽卡

岩型为主 ,并在世界钼矿资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

两种类型约占我国钼储量的 80%以上 ,矽卡岩型仅

占 10%左右。

(3)贫矿多富矿少且品位低

我国钼资源虽然十分丰富 ,但贫矿多富矿少。

见表 2。

(4)具有工业价值的伴生组分多

除了各钼矿普遍伴生有铜、硫、铼以外 ,有的钼

·4· 中 　国 　钼 　业 　　　　　　　　　　　　　　　　　　2005年 8月



矿还伴生有铁、钨等 ,这些伴生组分均具有回收价

值。见表 2。

(5)易采易选

我国三大钼矿 ———栾川钼矿田、大黑山钼矿、金

堆城钼矿 ,埋藏浅 ,易采剥 ,均适宜露天开采 ,只有少

部分钼矿进行较为困难的井下开采 ,如朝阳新华钼

矿。我国钼矿大多容易浮选 ,尤其是葫芦岛钼矿、青

田钼矿等矿石可浮性好。

(6)原生钼多 ,副产钼少

我国五大钼矿均为原生钼矿 ,其储量占全国钼

总储量的 77. 10% ,其产量占全国钼总产量的 90%

以上。副产钼产量只占到 8%左右。

2. 3　中国钼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2. 3. 1　中国钼矿资源开发条件

近年来 ,我国钼矿开采是以地理条件较好、经济

较发达、钼矿储量大或钼品位高的钼矿为主。如栾

川钼矿、金堆城钼矿、葫芦岛钼矿、青田钼矿 ,而大黑

山钼矿虽是我国第二大钼矿床 ,但由于钼的平均品

位低且嵌布均匀 ,生产成本较高 ,尚未大规模开采。

有的小钼矿点因交通不便、周边环境不好、原矿品位

低、储量小等原因 ,无人开采。近两年 ,由于钼价暴

涨 ,受暴利驱动 ,有的企业购买这些小钼矿点 ,克服

困难进行采选作业 ,如东北地区不论规模大小、品位

多少都干 ,新增大大小小的钼矿点约 50个 ,河北省

涞源县钼矿、内蒙古赤峰敖汉旗钼矿等均已进入采

选阶段。

2. 3. 2　中国钼矿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2. 3. 2. 1　中国钼矿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由于钼价高涨 ,国内能进行采选的矿山均开始

了采选作业 ,但开发利用程度却不尽人意。金堆城

钼业公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

钼矿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采用露天开采 ,选矿规模

大 ,工艺流程合理 ,管理较为先进 ,选矿回收率较高 ,

并且对矿床有用组分进行了综合回收 ,充分利用了

国家的矿产资源 ;栾川钼矿有一部分由民营或民营

股份制企业经营 ,采用坑采 ,选矿工艺及其管理亦较

为先进 ,选矿回收率较上述企业略低 ,产品品种比较

单一 ,没有对矿床中有用组分进行回收利用 ,开发利

用水平较低 ;我国有的钼矿区管理较为混乱 ,对钼矿

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 ,采富弃贫 ,破坏主矿体 ,选矿

设备简陋 ,选矿工艺流程简单 ,回收率低下 ,产品质

量差 ,更没有对矿床有用组分进行回收 ,矿产资源的

利用极差 ,大大缩短了矿山的使用寿命。

2. 3. 2. 2　中国钼矿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指标

我国钼矿露天开采以金堆城钼业公司、洛阳栾

川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大黑山钼矿、栾川钼都矿业公

司为主 ,其余为坑采 ,朝阳新华钼矿为井下开采。我

国露天开采钼矿的损失率一般为 1% ～4% ,而井下

开采损失率一般为 15%左右 ,另外 ,我国一些钼矿

坑采的损失率高达 30% ～40% ,资源利用水平较

差。因此 ,我国适合露天开采的钼矿一定要尽量进

行露天开采 ,减少坑采 ,提高我国钼矿资源的整体利

用率。

2. 3. 2. 3　中国钼共生、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我国三大钼矿 ,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伴生有用组

分的综合回收利用。如金堆城钼业公司对矿石中有

用组分进行了全面综合回收 ,其副产品为 :硫精矿、

铜精矿、铁精矿等 ,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

大黑山钼矿综合回收了铜精矿、硫精矿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公司进行了硫精矿、铁精矿、白钨精矿的综合

回收。其他选厂均未对矿石中的有用组分进行回

收 ,造成矿产资源中有用组分的流失。

我国副产钼较少 ,德兴铜业公司、湖南柿竹园多

金属矿等对副产品钼进行了回收 ,我国钨矿中伴生

钼特别少 ,每年钨矿的副产品钼精矿只有几百吨。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 ,我国副产钼产量只

占钼总产量的 8%左右。

3　国内外钼市场变化

1994年、1995年由于世界经济快速增长 ,钼需

求旺盛 ,国际市场钼价暴涨 , 1996年、1997年国际市

场钼仍在较好的盈利区域运行 ,但 1997年 10月份

亚洲金融风暴引起亚洲金融危机 ,并波及全球 ,使世

界经济在 1998～2001年处于疲软状态 ,在此期间国

际市场钼价在较低价位运行 ,原生钼矿山企业大面

积亏损。2001年底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 2002年世界

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 ,直到 2003年、2004年世界经

济明显复苏 ,使全球钢铁业快速增长 ,拉动了钼需求

的增加。由于供需不平衡 ,导致 2002年以来钼价大

幅上扬 ,至今钼价仍在飞涨 , 2005年 3月 31日氧化

钼已达 32. 00～34. 00美元 /磅钼 ,是 1999～2001年

氧化钼价格的 10倍多 ,欧洲钼铁最高已达到 92美

元 /千克钼 ,此次钼价上涨是有史以来钼价在高价位

运行时间最长的。

我国钼的生产与销售和国际市场全面融通 ,因

此 ,我国钼产量、钼产品出口量亦随着国际市场钼价

的变化而波动 ,国际市场钼需求量增加 ,钼价就会上

涨 ,从而使我国钼产量、出口量增加 ,而进口量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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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与国际市场钼价没有成比例增减。2000～2004

年我国钼产量、进口量、出口量 ,如表 3、图 1所示。

由图 1可见 , 2004年我国钼产量并没有随着国际市

场钼价一路飙升而大幅增加 ,却出现了向下的拐点 ,

主要原因是 2004年 3～11月 ,葫芦岛钼矿和青田钼

矿由于安全事故等原因进行清理整顿所致。从而又

促进了国际市场钼价的坚挺。由此可见 ,我国钼产

量的增减对国际市场钼价起着重要作用。

表 3　2000～2004年中国钼产量、进口量、出口量 t

年份
钼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精矿量 金属量

2000 64333 28949 19794. 470 68618. 470

2001 62669 28201 25043. 699 70274. 244

2002 65066 29280 17526. 439 71988. 723

2003 71646 32241 20794. 529 77191. 344

2004 63961 28782 21567. 349 77853. 101

　　注 : 1)钼精矿产量来源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 ;

2)进口量、出口量来源于中国海关总暑 ;

3)进口量、出口量均为实物量。

图 1　2000～2004年中国钼产量、进口量、出口量

4　中国钼产品进出口情况

我国钼外贸自 199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

外贸顺差 ,出口的主流产品为氧化钼、钼铁 ,其出口

量占出口总量的 90%以上。我国钼产品进口以钼

矿砂及其精矿为主 ,占钼总进口量的 80%以上。我

国钼业生产经营者从国外进口高品位的钼精矿与国

内低品钼精矿混合 ,烧成氧化钼、冶炼成钼铁 ,销往

国际市场。2001～2004年中国钼产品出口量、出口

结构如表 4所示。

表 4　2001～2004年中国钼产品出口量、出口结构

项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出口量
/ t

出口结
构 /%

出口量
/ t

出口结
构 /%

出口量
/ t

出口结
构 /%

出口量
/ t

出口结
构 /%

氧化钼、钼铁 64234. 135 91. 41 66689. 400 92. 64 70092. 132 90. 80 72463. 343 93. 07

钼酸盐 4295. 937 6. 11 3554. 780 4. 94 4957. 960 6. 42 3141. 603 4. 03

钼金属制品 1744. 172 2. 48 1744. 199 2. 42 1827. 960 2. 37 2217. 355 2. 84

总出口量 70274. 244 71988. 233 77191. 344 77853. 101

由表 4可见 ,钼化工产品、钼金属制品的出口量

仅占 7% ～10% ,我国钼产品的出口结构失衡 ,有待

于优化调整。因此 ,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该类产品

的生产量和出口量。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 2004年我国钼产品进出

口总量为 99 420. 45 t;进出口总额为 169 745. 186 7

万美元。其中进口量为 21 567. 349 t,同比增加了

3. 74% ,耗汇金额为 13 920. 415 6万美元 ,同比增加

了 149. 01% ;出口量为 77 853. 101 t,同比增加了 0.

86% ,创汇金额为 155 824. 771 1万美元 ,同比增加

了 199. 49% ,详见表 5:

表 5　2004年我国钼产品进出口情况 单位 :吨 万美元

商品名称
进口 出口

数量 数量同比 / % 金额 数量 数量同比 /% 金额

已焙烧钼矿砂及精矿 6966. 106 60. 37 752. 9126 29432. 987 - 15. 88 54400. 4706

其他钼矿砂及精矿 13575. 011 - 14. 79 10950. 9763 30. 800 - 90. 17 48. 3405

钼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626. 491 253. 6 533. 3096 628. 772 - 70. 66 1150. 8586

钼酸铵 82. 710 98. 52 87. 3405 1360. 293 - 55. 65 1802. 0575

其他钼酸铵 11. 116 - 56. 76 5. 5068 1781. 310 - 5. 78 1807. 3880

钼铁 109. 033 36. 92 184. 4305 42401. 584 28. 65 89545. 0795

钼粉 30. 128 243. 65 144. 6735 396. 903 305. 2 1363. 5938

未锻轧钼包括简单烧结成条、杆 1. 210 402. 07 11. 3857 232. 102 - 35. 26 726. 8186

钼条、杆、型材及异型材 ,但简单烧结而成的除外 15. 235 6. 12 157. 4844 434. 406 - 14. 19 1393. 7493

钼丝 45. 470 2. 33 274. 6037 200. 692 21. 89 1001. 2717

钼废碎料 34. 342 - 45. 69 12. 7936 795. 689 52. 22 1828. 7340

其他钼制品 70. 497 18. 22 804. 9984 157. 563 - 11. 43 756. 4090

总计 21567. 349 3. 74 13920. 4156 77853. 101 0. 86 155824. 7711

　　2004年 ,我国钼品出口创汇 15. 58亿美元 ,实 现贸易顺差 14. 19亿美元 ,为 2003年全年实现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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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 4. 64亿美元的 205. 81% ,居同期我国有色金

属产品外贸出口创汇第 3位、外贸顺差第 2位 ,创历

史最高纪录。

5　世界钼工业发展趋势

5. 1　世界钼产量、供给与需求变化趋势

世界钼产量的多少 ,取决于钼市场需求量的多

少 , 1998～2001年由于国际钼市场价格低迷 ,钼需

求疲软 ,世界钼生产保持在 13万 t左右 ,但仍供过

于求 ,自 2002年以来 ,由于国际市场钼价暴涨 ,世界

钼的生产量大幅增长 (详见表 6) , 2002～2004年世

界钼产量以 6. 5% ～7. 7%的速度大幅增长 ,但钼的

需求量仍大于供应量。估计世界钼的需求量在今后

的几年里 ,仍保持在 15万吨以上的较高水平。钼的

供需是否平衡取决于未来几年钼的产量增长速度 ,

因为持续几年钼的高价位运行 ,会导致钼产量的大

幅增长。

表 6　1998～2004年世界钼产量 单位 :万吨钼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产量 13. 05 12. 71 13. 17 13. 15 14. 01 15. 08 16. 12

　　资源来源 :《世界金属统计》

世界钼需求量 (消费量 )自 1998～2001年保持

平稳 ,以 11万 t为轴线上下波动 ,但自 2002年以

来 ,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及钼应用领域的拓展 ,世

界钼需求量大幅增长 , 2002年世界钼需求量比 2001

年增长了 34. 70% , 2003 年钼需求量同比增长了

2199% , 2004年世界钼需求量同比增长了 9. 03% ,

详见表 7。由表 7可见 ,自 2002年以来世界钼供应

小于需求。由此可见 ,世界经济增长对钼资源的需

求量日益增加。

表 7　1998～2004年世界钼供应量、需求量

单位 :万吨钼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供应量 11. 75 11. 24 11. 94 11. 25 14. 28 15. 34 16. 42

需求量 11. 38 10. 94 11. 83 11. 18 15. 06 15. 51 16. 91

　　资料来源 :《CRU》

5. 2　世界钼资源状况、变化趋势及保证程度

世界钼储量主要分布在美国、智利、中国、加拿

大和俄罗斯等国家 ,这 5个国家的储量占世界钼总

储量的 90. 6% ,详见表 8。

2003年世界钼储量 706万 t,储量基础 1 420万

t,与 2002年相比没有变化。随着世界钼消费量的

大幅增长 ,对钼资源的消耗量将愈来愈大 ,钼资源储

量将逐年递减 ,资源的保证程度将越来越低。若按

采选回收率 80%、世界年产钼金属量 15万 t计算 ,

储量和储量基础按静态计算 ,则世界钼储量和储量

基础保有年限分别为 38年和 76年。

表 7　2002～2003年世界钼储量和储量基础

单位 :万吨钼

国家和地区
储量 储量基础

2003年 2002年 2003年 2002年

美国 270 270 540 540

智利 110 110 250 250

中国 177 184 345 330

加拿大 45 45 91 91

俄罗斯 24 24 36 36

秘鲁 14 14 23 23

墨西哥 9 9 23 23

哈萨克斯坦 13 13 20 20

乌兹别克斯坦 6 6 15 15

伊朗 5 5 14 14

蒙古 3 3 5 5

亚美尼亚 20 20 40 40

吉尔吉斯斯坦 10 10 18 18

世界总计 706 713 1420 1405

　　资料来源 :M 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04。

　　注 :中国的数据以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为准。

5. 3　钼产业、产品结构变化和发展

钼的用途决定了钼的产业、产品结构 ,西方世界

钼的消费结构为 :钢铁业 75% ,钼催化剂 8% ,金属

钼 6% ,超合金 4% ,其他钼化工产品 7%。钼主要

以氧化钼、钼铁等初加工产品的形式消耗于钢铁行

业 ,作为炼制合金钢的合金化元素 ,其次是以钼化工

产品的形式消耗 ,再次是以钼顶头、钼坩埚、线切割

丝、电光源丝、钼板等钼金属形式消耗 ,最后以钼金

属条块等形式消耗于超合金中。随着科学技术不断

发展 ,对不锈钢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 ,将会增加超合

金的需求量 ,减少不锈钢的需求量 ,并且钼化工、钼

金属制品的消耗量亦会日益增加 ,因此最终世界钼

产业、产品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 ,如以氧化钼、钼铁

等初级加工产品形式消耗的比例将会小幅减少。

5. 4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采用和发展

世界钼新技术的采用和发展 :钼金属陶瓷 ,难熔

材料的复合化 ,粉体的纳米化及应用 ,高温涂层 ,钼

金属高纯化 ,高科技领域的钯材和化工材料。

世界钼新工艺的采用和发展 :新型节能、绿色环

保制粉烧结工艺技术的研究 ;快速烧结技术的研究 ;

二次资源再利用工艺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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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钼的新设备向节能高效、高可控性、高智能

化、绿色环保、运行费用低的方向发展。

5. 5　钼的再生资源利用

钼的再生资源较少 ,钼的再生资源来源如下 :废

催化剂钼的回收 ;生产钼酸铵废渣中的钼 ;钼金属制

品的废料。将以上三种废料利用化学的方法进行浸

出萃取再生产钼酸钠或钼酸铵。

6　中国钼资源开发利用的 SWOT分析

6. 1　中国钼资源开发利用的内部优势 ( S treng th s)

1) 我国钼资源储量大 ,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25% ,居世界第二位 ,是我国六大优势矿产资源之

一。

2) 我国钼矿石埋藏浅 ,适于露天开采 ,又由于

以原生钼为主 ,矿石品种单一 ,因此易采易选。

3) 我国钼矿采选技术较为成熟。

4) 我国钼的分布及生产相对集中。我国钼主

要分布于河南省、吉林省、陕西省、辽宁省、浙江省等

五省区 ;我国钼精矿的生产主要集中于金堆城钼业

公司和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公司两大企业 ,这两大企

业钼精矿的生产量约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50%左右。

6. 2 　中国钼资源开发利用的内部劣势 (W ea k2
ne ss)

我国钼矿的开发利用从采矿、选矿到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6. 2. 1　乱采滥挖现象严重 ,钼资源开发利用率低下

葫芦岛钼矿、青田钼矿等由于原矿钼品位较富 ,

且嵌布不均匀 ,局部钼品位较高 ,再加上采矿、选矿

许可证的不规范发放 ,采矿没有统一的规划 ,造成乱

采滥挖、采富弃贫。

6. 2. 2　商业性风险探矿引起新一轮采选混乱局面

由于钼价暴涨 ,当前钼矿的风险投资勘探较多 ,

投资探矿风险自负 ,探得的钼矿有优先开采权。这

样虽然有利于钼矿资源的勘探 ,但不利于国家矿产

资源的合理、有序、有效地开采利用 ,开采总量很难

控制 ,又会引起新一轮采选混乱局面。

6. 2. 3　选矿工艺及经济技术指标等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选钼工艺一般采用“一段粗磨粗

选三段再磨再选 ”,选矿回收率较高 (大于 90% ) ,钼

精矿品位大于 52%。我国钼选矿工艺有的采用“一

段粗磨粗选二段再磨再选工艺 ”,有的采用“一段粗

磨粗选中矿再磨工艺 ”,生产的钼精矿品位为 45%

～52% ,选钼回收率为 80% ～87% ;另外一部分钼入

选品位高 ,采用更为简单的“一段磨浮工艺”,回收率

特别低 (50%～60% ) ,钼精矿品位为 40%左右。

6. 2. 4　各自为战 ,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差

虽然我国钼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25%左右 ,贸易

量占世界钼贸易总量的 30% ～40% ,但受地方保护

主义等影响 ,各自为战 ,钼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国

际竞争能力极差 ,无法与国外大公司在市场上抗衡。

6. 2. 5　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意识较差

国外发达国家很注重矿山的综合利用 ,而我国

中小型钼选厂只对主产品钼进行了简单的回收 ,而

未对矿石中的其他有用组分进行综合回收 ,并且对

破碎粉尘、选矿废水、尾矿等治理力度不够 ,造成严

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6. 3　中国钼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外部环境的机会
(O ppo rtun itie s)

(1) 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拉

动钼的需求迅速增加。
(2) 随着我国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变化 ,钼的

应用领域拓宽 ,钼的需求量增加。
(3) 我国钼开采成本相对较低。

6. 4　中国钼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外部环境的威胁
( Th rea ts)

(1) 2005年 1月 1日取消了含钼铁在内的铁

合金产品的出口退税 ,将影响钼产品的出口创汇。
(2)钼在高价位的长时间运行 ,会导致钼矿开

采及生产的过热投资 ,增加钼的生产总量 ,出现无序

竞争。
(3)铌、钨等钼的替代品的出现或回潮 ,将会对

钼的生产和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4) 钼虽然是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之一 ,但并

没有进入保护性开采矿种 ,亦没有进入生产许可证

目录。
(5) 国家对钼没有统一的开采利用规划 ,钼矿

的滥采乱挖非常严重。

7　中国钼矿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向
及措施

7. 1　中国钼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7. 1. 1　战略指导方针

通过宏观指导和市场调节 ,合理利用我国钼资

源优势 ,控制钼矿山资源开发规模 ,加强技术开发能

力 ,大力支持发展钼深加工制造业 ,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和产业经济效益 ,增强优势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

力 ,打造世界钼工业基地 ,成为世界钼经济强国。

7. 1. 2　战略发展目标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 ,用循环经

济的观念和科学发展观 ,大力发展钼深加工产品 ,提

高我国钼资源利用效率 ,全面提升产业经济效益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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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钼丝、钼板带、钼异型件、钼合金等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的出口份额 ,优化我国钼系产

品出口结构。

7. 2　中国钼矿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向及措施

7. 2. 1　资源开发战略

以资源有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为主线 ,合理开

发钼矿产资源。
(1)政府应加大钼矿资源开发的立法力度 ,矿

产资源所有权是国家 ,国家应对钼矿资源的开发进

行科学的统筹规划 ,严格采矿许可证的审批 ,由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钼业分会协助政府发放钼矿开采

许可证。对我国钼矿开采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真

正从源头杜绝乱采滥挖现象 ,保护好国家有限的钼

资源。
(2)对钼业生产的扩建、新建项目由国家统一

控制 ,授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钼业分会把关 ,以

利于国家对钼行业的宏观调控。
(3)国家应将规模大的矿产资源向有技术、人

才等优势且具有资质的 1～2家大型钼矿山生产企

业配置 ,增加钼生产的集团化 ,根据市场需求 ,灵活

地调整钼开采量。
(4)整合钼资源 ,组建中国钼业集团公司。当

前我国有陕西、河南和辽宁等 10多个省、自治区生

产钼精矿 ,大中型采选企业近 20家 ,小型企业 200

多家 ,生产规模小 ,参与国际钼市场竞争能力弱。我

国钼行业重组、整合首先要打破所有制、地区、境内、

境外等地域之间的限制 ,应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进

行 ,即 :资源性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 ;资源性企业与

深加工企业的纵向联合 ,优势互补。金堆城钼业公

司和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公司两企业占有中国钼资源

查明储量的 41% ,钼精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50%

左右 ,为使我国钼工业做大做强 ,应尽早将这两个公

司进行整合、重组 ,组建成中国钼业集团公司 ,使这

两个企业优势互补 ,更重要的是增强我国钼工业对

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此外 ,还要大力促进有钼资

源的企业与无钼资源的钼深加工企业的整合。以利

于国家对钼行业的宏观调控 ,提升我国钼产品的档

次 ,也利于我国钼产品的出口渠道、价格、质量的统

一 ,一致对外 ,使中国钼工业沿着持续、稳定、健康的

道路前进。

钨钼性质相似 ,也是不可再生的战略性资源 ,国

家亦应允许钼进入生产许可证目录 ,实行钼行业的

准入制 ,保持我国钼矿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否则 ,若

干年后中国将没有钼矿可采。

从根本上控制我国钼矿开采总量 ,实现钼矿资

源有序、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 ,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7. 2. 2　结构调整战略
(1)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 :搞好矿山建设 ,为

钼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原料保障 ;坚持技术引进和

创新相结合 ,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技术和

工艺。即 :在总体上以引进和消化吸收为主 ,同时 ,

有选择地重点研发一批有市场发展前景、对产业有

推动作用、难以从国外购买到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对

产品质量低劣、资源浪费、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企业采取行政、经济手段 ,予以关闭。
(2)钼产品结构调整 :应在生产设备、生产技

术、生产管理等方面与国际融通 ,提高我国钼产品的

质量 ,尤其是提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钼金属制

品的质量 ;增加该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从而使量增

加 ,调整我国钼产业、产品结构。

7. 2. 3　技术开发战略

以发展为主题 ,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

的技术提升钼产业 ,努力提高中国钼工业的整体素

质和国际竞争力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1)通过工艺技术、设备改进 ,提高我国钼精

矿、氧化钼、钼铁等产品的质量 ,从而提高该类产品

的国际竞争能力 ;

(2)采用高新技术、新设备 ,加强人力资源的开

发 ,提高我国钼化工、钼金属制品的质量 ,增加附加

值高、技术含量高的钼产品的出口量。

7. 2. 4　国际化经营战略

以市场为导向 ,以钼产品标准为门槛 ,提高进出

口钼产品的档次 ,以理顺出口渠道、协调出口价格为

方向 ,对我国钼产品进出口进行调控。我国钼产品

国际贸易应有统一的管理办法。
(1)实行钼产品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出口 ,达到

国标的予以出口 ,达不到国家标准的不准出口。一

方面杜绝低价劣质钼产品的出口 ,改变中国钼产品

在国际钼市场的形象 ;另一方面 ,迫使国内钼生产企

业改进生产工艺 ,采用先进的设备与技术 ,生产质量

较高的钼产品 ,进入国际市场 ,增强我国钼产品的整

体竞争力。
(2)我国钼产品的进口亦要按国标要求进口 ,

禁止劣质钼产品或含钼催化剂废料的进口 ,避免把

大量污染留在国内 ,破坏中国的生态平衡。

7. 3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政府应把适宜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行业管理职能

移交给行业协会 ;积极推进行业协会逐步形成单一、

有效的管理体制 ;将行业协会参与制定、修订有关国

家标准等职能落到实处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应该发

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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