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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稀土集团完成组建 

2015 年 12 月 29 日，赣州稀土集团、江铜集团、江钨控股集团与中国南方

稀土集团共同签署了《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收购协议》。该协

议的签署，标志着拥有 24 家子公司，集轻稀土和中重稀土为一体，涵盖稀土勘

探、开采、冶炼分离、加工、贸易、研发全产业链条的国家级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中国南方稀土集团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组建国家级大型稀土企业集团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推进我国稀土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实现稀土产业结构转型而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自 2014 年 1 月 8 日工

信部组建国家级大型稀土企业集团专题会议明确由赣州稀土集团牵头组建 1 家

南方中重稀土大集团以来，赣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一直大力推进组建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市工信委、市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了指导和协

调责任，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和企业召开了协调会，推进中国南方稀土集团组建工

作。  

今年 3 月 13 日，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宣告了国

家级稀土大集团的成立。4 月 16 日，完成了集团的挂牌工作，中国南方稀土集

团正式开始运营。集团还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聘任了相关高管和工作

人员，构建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工信部《工作指引》要求，中国南方稀土集团要整合江西省除其他 5

大稀土集团所属企业之外的全部稀土矿山、冶炼分离企业及四川江铜稀土公司，

涉及稀土原矿开采、冶炼分离、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深加工应用等 5 大板块。

组建后，集团原矿开采产能将达 43600 吨/年，冶炼分离 59700 吨/年，综合利用

10000 吨/年。在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三方股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南方稀土集

团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跨区域等困难，扎实推进各家企业的整合，圆满完成

了组建任务。  

下一步，中国南方稀土集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国务院关于

促进稀土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若干意见》为指导，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技术创新、

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为依托，将集团打造成为国有控股、多元化投资，国内一流、

国际领先、行业领军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综合稀土企业集团；力争在“十三

五”末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 亿元以上。 

（来源：赣州稀土集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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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序到合理 中国稀土“渐行渐远” 

曾经中国凭借着 23%的稀土储量，却提供了多达 90%以上的稀土供给。多

年的无序开发已经造成稀土资源储量和工业产量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透露，稀土问题很多，比如查处私挖乱采、走私不到

位，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不同步等。不能在按着“十二五”那样治理稀土了。该分

析师表示，2011 年，稀土价格暴涨 10 倍以上，随后又暴跌，让很多下游企业不

得不停产或者寻求替代产品。  

12 月 18 日，在“新三板”挂牌的江西金力永磁科技有限公司(金力永磁)董事

长兼总经理蔡报贵向外表示表示，作为风电领域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企业，稀

土价格的稳定有利于下游的产业应用，有利于国家的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事业，对

于战胜雾霾、保护环境和减少碳排放更有着现实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参与规划制定的人士称，稀土行业十三五规划将明确，

在前端层面，重点将放在开采与总量控制、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稀土元素分类管

理上。“开采与总量控制的具体内容还在讨论中，《稀有金属管理条例》可能会

在近期出台。”该人士说。  

政府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稀土保护的重要作用。国土部近日印发《关于规范

稀土矿钨矿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管理的通知》要求，除具有国家确定的大型稀土企

业集团主体资格的、为采储平衡需要而申请设立的稀土矿勘查项目等三种情形

外，继续暂停受理新的稀土矿勘查、稀土矿和钨矿开采登记(含扩大矿区范围)申

请。国土部官员称，“十三五”期间，将有序开发稀土资源，保障稀有稀散金属资

源供应。  

此外，工信部也不断行动，打击稀土的非法开采。今年 11 月，工信部再次

展开“打黑行动”，兵分 5 组，其中江西三组、广东和湖南一组、江苏和安徽一组，

联合开展稀土严打行动。此次行动与之前“打黑”不同之处在于，此次“打黑”针对

稀土废料加工回收的中间环节。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稀土上游开采正在告别无序扩张模式。数

据显示，仅今年 1 至 8 月，全国稀土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7.8 亿元，

同比下降 32.9%；稀土金属冶炼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47.5 亿元，同比下降 3.34%;

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固定资产投资 43.6 亿元，下降 31.90%。 

（来源：中国选矿技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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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稀土”发力 助推赣南苏区发展 

日前，江西理工大学组织博士教授专家团到章贡区 24 家大型骨干企业调研，

为企业发展“问诊把脉”，切实推动双方开展深入的校企合作，共同为赣南苏区振

兴发展添砖加瓦。  

钨、稀土等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同时也是振兴赣州工业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江西理工大学围绕钨、稀土、铜、锂电和钢铁等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

积极开展了一批高水平科研项目。由该校主持的国家“86”重大专项“稀土资源

绿色提取与环境保护技术与集成”和牵头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主

任基金应急研究项目，部分成果已成功实现转化、应用与推广，成为国家制定稀

土产业相关政策的重要支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获得重要科技奖励。  

该校教授万林生领衔的科研团队，开展“白（黑）钨矿洁净高效制取超高性

能钨粉体成套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研究，实现钨的工业化“绿色冶炼”，使我国

白钨冶炼总体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大型骨

干企业推广应用，5 年实现销售额 124 亿元，新增利润 7.35 亿元，产品出口欧美

16 个国家，创汇 1.8 亿美元，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江西理工大学牵头组建了江西锂动力电池科技创新战略

联盟，参与发起了稀土、钨、铜、有色金属资源利用、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等

13 个行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学校有 500 多项科研成果被采用，产生了较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校面向稀土行业需求，打造了国家离子型稀土资源高效

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钨资源高效开发及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铜冶炼及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一

批特色科技平台。 

为助推地方产业升级和发展振兴，江西理工大学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八院两

中心”协同创新基地，形成为当地产业技术升级服务的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不断培养技术人才、产出重大科研成果，提升服务赣州产业发展的能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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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管理条例或将近期出台 

记者 12 月 27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在工信部主导下，由中国稀土学会、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和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稀土行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制定中。稀土行业十三五规划将明确，在前端层面，重点将

放在开采与总量控制、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稀土元素分类管理上，《稀有金属管

理条例》可能会在近期出台。  

据悉，该规划从今年开始做，已经改过好几稿，基本成型。接下来可能会进

入征求意见阶段。据了解，在向国家稀土办汇报过两次之后，稀土行业十三五规

划将立足于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从前端进行资源保护，对稀土进行合理利用；二

是在下游扩大应用。 

（来源：法制日报） 

 

稀土是工业“维生素”也可能是人类救命药 

素有现代工业“维生素”之称的稀土，被誉为打开现代高新技术材料宝库的

“钥匙”，英国作家丹尼·多林曾在《人口 100 亿》中写道：当世界人口达到 100

亿时，稀土将成为未来资源的核心。在近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稀土学会承办

的第四十五期中国科技论坛上，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严纯华表示，稀土元

素不仅是工业维生素，更是救死扶伤的“救命药”。 

严纯华说，稀土中铈元素含量最高，氧化铈作为很多功能材料的添加元素，

因其具有良好的抛光、催化、紫外线吸收、尾气净化等性能而广泛应用到工业制

造中，但在近几年科学研究发现，氧化铈对氧自由基具有捕获能力，而氧自由基

的生成和消除与人体的退行性疾病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一旦利用氧化铈来控制

氧自由基的生成、抑制和转移，那么对于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以及糖尿病等

都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换言之，氧化铈或成为治疗疾病的“救命药”。  

当下，稀土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巡视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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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办公室主任贾银松说，过去几年，美国能源部制定的“关键材料战略”、日本

文部科学省“元素战略计划”、欧盟“欧盟危机原材料”均将稀土元素列为重点研究

领域。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设立了国家稀土办，在稀土行业管理中取得不少积极

成效，但他同时表示，整个稀土行业的发展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尤为突

出的是我国稀土行业低端产品过剩，高端发展不足，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仍

被欧美垄断。  

贾银松以智能机器人为例，一个简单的“笑”的动作，要用到二十几个伺服

电机，而这些伺服电机所用的永磁材料多依赖进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

国一些先进制造产业的发展。稀土中的钪元素也面临着“中国原料，日本原件，

以及发达国家集成”的尴尬境地——每年全球工业所需的十几吨钪，大多来自于

中国，但中国也仅仅是赚了个廉价的原材料费用，至于最终的高端产品制造，则

还被其他发达国家所掌控。 

（来源：中青在线） 

 

国检中心两项稀土国家标准通过立项论证 

日前，在厦门召开的 2015 年度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上，国家钨

与稀土质检中心提出的《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化学分析方法 砷量的测定》《稀

土金属及其氧化物化学分析方法 汞量的测定》等两项稀土国家标准通过了全国

稀标委的立项论证，实现了国家标准制定零的突破。  

当下，稀土产品的应用领域逐渐深入百姓生活。而稀土产品中含有的砷、汞

等重金属元素对人体健康安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此越来

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对稀土产品有害元素的限量要求提出了非常严格的

规定，并加强了进口稀土产品和原料的管控。但目前，国内外对稀土产品中砷、

汞含量的检测方法还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也就造成了产品检测数据的差异性和

检测结果的不可比性，对稀土产品质量的判定和稀土产品的出口造成了直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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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检中心技术人员通过开展大量基础性研究和技术验证，提出利用原子荧光

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砷、汞量的检测方

法标准。该标准不仅填补了我国在稀土产品有害元素检测领域的空白，也对打破

稀土产品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掌握稀土产品标准“话语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悉，会议还对国检中心于 2014 年起草制定的《钬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一部分 稀土总量的测定 重量法》《钬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 稀土杂质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体发射光谱法》等两项稀土国家行业标准进行了审查。

与会专家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这两项行业标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下一步，国检中心将报请国家标准委审批并正式发布实施。  

（来源：客家新闻网-赣南日报） 

 

2020 年全球稀土市场收入将上涨至 109.6 亿美元 

Hexa 研究所近日发布了稀土市场最新报告。该报告指出，用于汽车、冶金、

荧光粉、玻璃等领域的稀土元素如铈、镧将驱动全球市场增长。预计至 2020 年

稀土市场收入有望达到 109.6 亿美元。  

发布相关新闻如下：  

中国稀土产量占全球 93%以上，2012 年就是钕产品的最大生产国。中国作

为潜在的稀土元素重要供应国很有可能对稀土开采中的滥采滥挖行为实施严格

的监管规定。 

Hexa 研究所注意到，铈是 2013 年消费最多的稀土元素，占全球稀土总消费

量的 40%以上。铈的主要用途包括石油精炼和冶金。Hexa 研究所将稀土元素的

应用类别分为催化剂、磁体、冶金、玻璃和抛光。2013 年永磁体占稀土市场最

大份额，其次为催化剂和冶金。Hexa 研究所预计，永磁体在未来几年中将是发

展速度最快的。  

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韩国，稀土终端应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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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将来对稀土的需求将加速增长。2013 年亚太地区稀土市场收入近 38 亿

美元，中国既是最大的稀土消费国，也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这将推动亚太地区

稀土市场从 2014 年到 2020 年以 11.5%的复合年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些国家汽车

行业的发展也将推动稀土市场增长。2013 年，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商为中国的包

钢稀土和美国钼公司。 

2013 年，由于资源的节约利用，亚太地区居全球稀土市场主导地位。新兴

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终端应用产业增加，预计会拉动稀土产

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稀土储量巨大，2013 年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稀土生产

国，同时中国因快速增长的终端应用产业也成为最大的稀土消费国。预计世界其

它地区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推动下，稀土消费也将大幅增加。俄罗斯的稀土储量约

占全球的 19%，美国占 13%，澳大利亚为 5.4%，印度超过 3%。 

（来源：中国稀土网） 

 

日本将从印度进口稀土 以摆脱对中国依赖 

印度总理莫迪将于 8 月 31 日访问日本，人还没到日本媒体便纷纷报道访日

“成果”。《日本经济新闻》28 日在头版头条报道称，日本和印度将在 9 月 1 日达

成协议，从印度进口稀土，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该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在东京和莫迪举行会谈时，将达成日本企业和印度

企业共同开发和生产稀土的合同，这项谈判已经进行数年。最早从明年 2 月开始，

2000 至 2300 吨稀土就将从印度装船运往日本。这大概为日本年生产用稀土总量

的 15%。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以前日本超过 90%以上的稀土都从中国进口，但

自从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日中撞船事件后，中国就减少了对日出口稀土量，令日本

不安。此后，日本政府积极增加稀土进口渠道，并致力于开发代替稀土的原料，

但目前仍有 60%的稀土需从中国进口。从印度进口稀土让日本的稀土进口进一步

趋向多样化，改变依赖中国的现状。除印度外，日本还在同越南、哈萨克斯坦协

商共同生产稀土项目，以分散风险。尖端材料日本总经理中村繁夫在“东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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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撰文称，中国稀土供应量世界第一，因此中国还会将稀土作为外交王牌。

日本必须掌握中国的弱点，减弱对方的威胁。  

日印领导人会谈中的“中国议题”还不止稀土。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说，安

倍将针对中国海洋进出活动频繁，和印度商讨强化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关系，在

日印间设立外交和防务的阁僚级协商机制，并承诺向印度提供贷款。日本《每日

新闻》评论说，印度洋是东亚连接中东等地的海上交通要道。中国近年来在南亚

诸国强化影响力，日本和印度将通过这次领导人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加强两国之

间的联合。彭博社日文网站援引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布拉马切拉尼

的话说，日印协调蕴含着改变亚洲前景的可能性。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战略噩

梦。  

不过，日本和印度想一下步入蜜月期也并非易事。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印度公正交易委员会 26 日对日本在印度的 14 家企业开出高额罚单，金额高达

432 亿日元(约合 25.58 亿元人民币)。眼下，日本企业已经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反对印度相关部门的这一做法。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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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牵头组织的国家 863 计划重大主题项目

顺利通过科技部专家技术验收 

 11 月 12 日，科技部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在北京召开了由江

西理工大学为牵头单位主持的国家 863 计划“稀土资源绿色提取与环境保护技术

与集成”重大主题项目（项目编号：2012AA061900）验收会，来自国家 863 计

划资源与环境领域管理办公室、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理工大学、中国稀土学会、中国非金属矿协会、中国恩菲工程公司、北京有色研

究总院的 11 位国家“863”计划环境资源领域的专家共同组成项目验收专家组。

专家组在认真听取了项目首席专家杨斌的汇报后，经质询和审查验收材料，一致

同意通过项目技术验收。该项目是江西省第一个由我省高校、科研院所领衔组织

承担的国家重大主题项目、项目总的国拨经费 2512 万元，其中落地江西的国拨

经费达 1832 万元。  

项目验收会上，项目首席专家杨斌教授从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下设课题验收

情况、项目总体执行情况、项目重大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前景、项目组织管理经验

等方面汇报了项目的实施情况。与会专家对项目关键技术进行了质询和点评，高

度评价和肯定了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一致认同项目开发的矿山三维模型构建、

新型浸矿剂浸取、无氨氮排放–水系循环稀土洁净萃取分离，磷铵-氟化钙浸取白

钨矿、钨酸铵-磷铵-氨水溶析-冷却结晶回收磷铵、稀土尾矿中有价矿物的分离提

纯、稀土尾矿制备建筑陶瓷和大规格低膨胀蜂窝陶瓷，白云鄂博尾矿稀土选矿新

技术及综合回收、高品位稀土精矿清洁冶炼等 18 项关键新技术。项目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3 年先后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56 项、授权发明专利 19 项，申请获批著

作权软件 2 件，有助于推进我国稀土、钨等战略资源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全面升级。

建立了 6 条相应的工程示范线。项目技术成果已经得到工业应用，具有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本项目由四个课题组成，分别由江西理工大学杨斌教授牵头承担的“离子型

稀土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江西理工大学万林生教授牵头承担的“白钨资源绿色

冶炼与高值开发利用技术”，景德镇陶瓷学院汪永清教授牵头承担的“南方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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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中有价矿物分离提纯技术及产品研发”，内蒙古科技大学柳召刚教授牵头承

担的“白云鄂博尾矿稀土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2012 年由科技部凝练组装而

成。各课题经过认真组织、系统研究，总共由 14 家单位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

在课题承担单位的通力协作下，累计投入 5940 万元、投入 4216 人月、历经 3

年半，圆满完成了立项任务，研究的各项技术指标均全面实现或超过，应用前景

广阔。2015 年 10 月 28 日四个课题均以高分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技术验收。 

（来源：江西理工大学）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研制的 Sm:YCOB 晶体首次应用

于新概念激光技术验证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激光研究小组采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非线性

光学晶体材料研究小组制备的 Sm:YCOB 晶体，开展了新概念激光技术原理性验

证实验，实现了 70%的泵浦光耗损和 47%的信号光的内转换效率，大幅度超越

了当前已报道的啁啾脉冲 OPA（Optical parametric amplification，OPA，光参量

放大）的国际最好结果，达到了传统高效率二倍频和三倍频的技术水平，相关结

果发表在 Optica 2015, 2 (11), 1006-1009 上。 

激光峰值功率由脉冲带宽（脉宽）和效率（能量）确定，因此，完美型的强

激光放大器以超宽带和高效率为特征标志。迄今为止，强激光的啁啾脉冲放大

（Chirped-pulse amplification, CPA）主要依赖于两类宽带激光放大器，包括以钛

宝石为代表的能级型增益介质和光参量放大 OPA，它们分别具有皮实高效和超

大带宽的特征，但无法同时集两个优点于一身。为挑战超短超强激光“超越拍瓦

（>1015W）”极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钱列加带领的激光研究小组近期提出了啁

啾脉冲的“准参量放大（Quasi-parametric amplification，QPA）”新概念技术。QPA

可被看作是 OPA 的一种变形和升华（唯一的改变在于将 OPA 晶体替换成 QPA

专用晶体），它同时具备能级放大器的高效率和 OPA 的超宽带特征，将为啁啾脉

冲提供理想的放大环境。新提出的 QPA 放大方案可阻断严重影响转换效率的参

量逆过程，完全消除信号光能量的非线性倒流问题。这是一种与能级放大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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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准参量过程，具有多方面诱人的突出优点：（1）同时具备超大带宽和接近

理论极限的高效率；（2）不发生倒流逆过程，并对泵浦激光以及位相失配不敏感。 

为验证 QPA 新概念，必须首先寻找或设计出能够满足 QPA 要求的非线性光

学晶体材料，即能够吸收闲频光而不影响泵浦光和信号光透过的晶体。前期，上

海硅酸盐所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研究小组与上海交通大学激光研究小组紧密合

作，摒弃了传统的 BBO 和 LBO 等非线性光学晶体，基于基底非线性性能、结构

相容、掺杂能级、偏析等多因素设计和实验，最终设计确定了适合于 532nm、

800nm 高透且 1572nm 吸收可调的目标体系。基底选用具有优良非线性光学性能

且结构相容性较大的 YCOB 晶体，为 QPA 量身定制了掺杂稀土离子的 Sm:YCOB

晶体，可兼容最佳的超宽带位相匹配条件。这一设计思路具有较大普适性，适用

于不同匹配波长 QPA 的晶体材料设计问题。相关结果发表在 CrystEngComm. 

2013,15, 6244-6248 上。 

（来源：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燕山石化稀土异戊橡胶工业成套技术通过鉴定 

近日，燕山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玉龙石化共同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3万吨/年稀土异戊橡胶工业成套技术”通过中石化鉴定。 

燕山石化科技部介绍，作为中石化十条龙攻关项目之一，该项目完成了万吨

级稀土异戊橡胶成套技术工艺包的开发，建成了 3 万吨/年工业装置并实现一次

开车成功。装置产出的轮胎用、医用 Nd-IR01 和 Nd-IR02 两个牌号产品，并自

主开发了多项专利、专有技术，其中 14 项已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6 项已获

得国际发明专利授权，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该项目具有高效、均相、稳定的稀土催化剂制备技术、独有的三釜

串联绝热聚合工艺，以及灵活有效的门尼调控技术等八大主要创新点。稀土催化

剂制备技术属国际首创，且催化效率更高、定向能力高，赋予稀土异戊橡胶产品

优异的综合性能，同时稳定性好，有利于存储和使用。三釜串联绝热聚合工艺在

稀土异戊橡胶工业生产中也属国际首创，聚合工艺单体转化率高，大幅降低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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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能耗物耗，且设备用量少，初始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明显降低。而门尼调控

技术则通过改变分子量调节剂和催化剂加入量等调控手段，短时间内即可将门尼

调控到产品技术指标范围内并稳定运行，有效提高了产品合格率。 

据悉，异戊橡胶是天然橡胶的理想替代品，可用于轮胎、医疗器械、食品包

装等领域，主要用于轮胎制造。燕山石化稀土异戊橡胶工业成套技术开发成功解

决了我国天然橡胶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战略意义重大，同时异戊橡胶生产技术

也是中国石化碳五综合利用的关键环节。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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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国公布稀土国家标准共计 23 项 

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消息，截止 2015 年 12 月初，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公布 23 项稀土国家标准（详见

表 1）。  

其中，《氧化钇》、《氧化铕》、《稀土硅铁合金》、《稀土镁硅铁合金》、

《混合氯化稀土》、《氧化镧》、《氧化镨》、《氧化钕》、《稀土金属及其氧

化物中非稀土杂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碳、硫量的测定  高频-红外吸收法》、

《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稀土氧化物中灼

减量的测定  重量法》、《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稀土氧化物中水分量的测定  重量法》、《稀土术语》、《稀土产品牌号

表示方法》和《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共 14 项国家标准均对已实施标

准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标准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金属氢化物-镍电池负极用稀土镁系超晶格贮氢合金粉》、《无水氯化镧》、

《镨钕氧化物》、《钇铝合金》、《稀土永磁材料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

磁通温度特性的测定》、《稀土永磁材料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第 2 部分：抗弯强

度和断裂韧度的测定》、《稀土复合钇锆陶瓷粉》、《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试

验方法  荧光粉二次特性的测定》、《金属铈》共 9 项国家标准均为此次制定的

新标准，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来源：中国稀土网） 

 

 

 

 

 

 



离子型稀土信息简报                                              2015年 第 11期 

- 14 - 

政策法规 

表 1：2015 年我国公布稀土国家标准情况表 

序号 国家标准编号 国 家 标 准 名 称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1 GB/T 3503-2015 氧化钇 GB/T 3503-2006 2016-4-1 

2 GB/T 3504-2015 氧化铕 GB/T 3504-2006 2016-4-1 

3 GB/T 4137-2015 稀土硅铁合金 GB/T 4137-2004 2016-4-1 

4 GB/T 4138-2015 稀土镁硅铁合金 GB/T 4138-2004 2016-4-1 

5 GB/T 4148-2015 混合氯化稀土 GB/T 4148-2003 2016-4-1 

6 GB/T 4154-2015 氧化镧 GB/T 4154-2006 2016-4-1 

7 GB/T 5239-2015 氧化镨 GB/T 5239-2006 2016-4-1 

8 GB/T 5240-2015 氧化钕 GB/T 5240-2006 2016-4-1 

9 GB/T 12690.1-2015 

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

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碳､

硫量的测定 高频-红外吸收法 

GB/T 12690.1-2002 2016-4-1 

10 GB/T 12690.2-2015 

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

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稀土

氧化物中灼减量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2690.2-2002 2016-4-1 

11 GB/T 12690.3-2015 

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

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稀土

氧化物中水分量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2690.3-2002 2016-4-1 

12 GB/T 15676-2015 稀土术语 GB/T 15676-1995 2016-4-1 

13 GB/T 17803-2015 稀土产品牌号表示方法 GB/T 17803-1999 2016-4-1 

14 GB/T 20169-2015 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 GB/T 20169-2006 2016-4-1 

15 GB/T 31963-2015 
金属氢化物-镍电池负极用稀土镁

系超晶格贮氢合金粉 
- 2016-8-1 

16 GB/T 31964-2015 无水氯化镧 - 2016-8-1 

17 GB/T 31965-2015 镨钕氧化物 - 2016-8-1 

18 GB/T 31966-2015 钇铝合金 - 2016-8-1 

19 GB/T 31967.1-2015 
稀土永磁材料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磁通温度特性的测定 
- 2016-8-1 

20 GB/T 31967.2-2015 

稀土永磁材料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第 2 部分：抗弯强度和断裂韧度的

测定 

- 2016-8-1 

21 GB/T 31968-2015 稀土复合钇锆陶瓷粉 - 2016-8-1 

22 GB/T 31969-2015 
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试验方法 

荧光粉二次特性的测定 
- 2016-8-1 

23 GB/T 31978-2015 金属铈 - 2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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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公布  

涉及稀土货物 78 项 

2015 年 12 月 31 日，商务部网站发布了《2016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

该目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15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同时废

止。 

本次列入目录的货物共 48 种，分别属于出口配额或出口许可证管理。其中，

稀土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出口稀土，凭货物出口合同申领出口许可证；

铈及铈合金（颗粒＜500μm）的出口免于申领出口许可证，但需按规定申领两用

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 

目录指出，稀土出口的报关口岸指定为天津海关、上海海关、青岛海关、黄

浦海关、呼和浩特海关、南昌海关、宁波海关、南京海关和厦门海关。 

《2016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稀土类货物和铁合金类货物中涉

及稀土的钕铁硼合金细分为 78 项，细分项见下表（单位：千克）：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25309020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稀土金属矿 
2530902090 其他稀土金属矿 

2612200000 钍矿砂及其精矿 2805301100 钕（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200 镝（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400 镧（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300 铽（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510* 

颗粒＜500μm的铈及其合金

（含量≥97%，不论球形，椭球

体，雾化，片状，研碎金属燃

料；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700 金属钇（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590 
其他金属铈（未相互混合或相

互熔合） 

2805301913 金属钐（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600 
金属镨（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

合） 

2805301914 金属铕（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1990 
其他稀土金属（未相互混合或

相互熔合） 



离子型稀土信息简报                                              2015年 第 11期 

- 16 - 

政策法规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2805301915 金属钪（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2190 
其他电池级的稀土金属、钪及

钇（已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21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电池级的稀土金属、钪及钇（已

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2990 
其他稀土金属、钪及钇（已相

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053029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其他稀土金属、钪及钇（已相

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2846101000 氧化铈 

2846901100 氧化钇 2846102000 氢氧化铈 

2846901400 氧化铕 2846103000 碳酸铈 

2846901500 氧化镝 2846109010 氰化铈 

2846901600 氧化铽 2846109090 铈的其他化合物 

2846901920 氧化铒 2846901200 氧化镧 

2846901930 氧化钆 2846901300 氧化钕 

2846901940 氧化钐 2846901700 氧化镨 

2846901970 氧化镱 2846901999 
其他氧化稀土（灯用红粉、氧

化铈除外） 

2846901980 氧化钪 2846902300 氯化镧 

2846901991 灯用红粉 2846902400 氯化钕 

2846901992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其他氧化稀土（灯用红粉、氧

化铈除外） 

2846902500 氯化镨 

2846902100 氯化铽 2846902890 其他混合氯化稀土 

2846902200 氯化镝 2846903300 氟化镧 

2846902600 氯化钇 2846903400 氟化钕 

28469028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混合氯化稀土 
2846903500 氟化镨 

2846902900 其他未混合氯化稀土 2846903900 其他氟化稀土 

2846903100 氟化铽 2846904100 碳酸镧 

2846903200 氟化镝 2846904400 碳酸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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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2846903600 氟化钇 2846904500 碳酸镨 

2846904200 碳酸铽 2846904890 其他混合碳酸稀土 

2846904300 碳酸镝 2846909100 镧的其他化合物 

2846904600 碳酸钇 2846909200 钕的其他化合物 

28469048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混合碳酸稀土 
2846909500 镨的其他化合物 

2846904900 其他未混合碳酸稀土 2846909990 

其他稀土金属、钪的其他化合

物（LED 用荧光粉、铈的化合

物除外） 

2846909300 铽的其他化合物 7202999191 
稀土硅铁合金（按重量计稀土

元素总含量在 10%以上） 

2846909400 镝的其他化合物 7202999199 
其他按重量计稀土元素总含量

在 10%以上的铁合金 

2846909690 
钇的其他化合物（LED 用荧光粉

除外） 
7202991100 钕铁硼合金速凝永磁片 

28469099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稀土金属、钪的其他化合物

（LED 用荧光粉、铈的化合物除

外） 

7202991200 钕铁硼合金磁粉 

72029991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

的铁合金（按重量计稀土元素总

含量在 10%以上） 

7202991900 其他钕铁硼合金 

注：标有“*”的货物免于申领出口许可证，但需按规定申领两用物项和技术

出口许可证。 

 

 

 



离子型稀土信息简报                                              2015年 第 11期 

- 18 - 

市场行情 

2015 年度稀土市场运行概况 

2015 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从经济运行上看，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前三季

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0.4%，快于整体工业增速 4.2 个百分点。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也取得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需求总体偏弱，工业增长动能和后

劲不足，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等深层次问题，依旧是制约我国工业行业经济平稳运

行的主要矛盾，稀土行业也未能独善其身。 

今年稀土行业在政策上经历了较大的调整，出口方面，国家于年初和 5 月 1

日先后放开了稀土产品进出口配额和关税；内部管理方面，财政部于 5 月公布了

稀土资源税改革调整方案，将稀土“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然而，由于新旧

矛盾叠加，政策的调整并未使稀土行业达到新政预期，稀土主要产品价格依然处

于低位运行，企业经营维艰，整个稀土行业临近亏损。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根据对 106 家会员企业上报数据进行统计，1～11 月份,

稀土精矿产量为 41883 吨氧化物（包钢使用的储备矿），稀土氧化物产量为 67853

吨，稀土金属及合金产量为 20836 吨 (金属及合金不包含包钢集团数据)。 

稀土磁性材料、催化材料在节能、环保方面所突出的作用，使这两种新材料

在应用方面前景乐观。但发光材料受 LED 技术替代的冲击，处于逐渐萎缩的境

地。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稀土价格走势 

一、稀土价格走势 

2015 年前三季度稀土价格整体呈现“先涨后跌”的走势，第四季度价格缓慢

回升。第一季度受资源税调整、国家收储、稀土大集团组建加快等预期利好消息

的影响，稀土价格持续上涨，镝铽镨钕类主流产品领涨，尤其是氧化铽上涨明显，

从 1 月份的 322.23 万元/吨上涨到 3 月份的 404.38 万元/吨，涨幅达 25.49%，价

格指数由 1 月初的 133.7 点上涨到 3 月份的年度最高点 151.1 点。第二季度，随

着稀土资源税改革的实施，稀土价格不如预期反而开始呈下跌走势，特别是氧化

镧、氧化铈、氧化钇由于供远大于求，价格一直处于底部，不见起色。价格指数



离子型稀土信息简报                                              2015年 第 11期 

- 19 - 

市场行情 

由 4 月初的 143 点逐步下跌到到 8 月末收于 108.8 点，下跌幅度达 24%。第四季

度行业协会召开了重点企业行业自律座谈会后，六大集团纷纷采取了限产保价措

施，稀土价格回升至 12 月初的 121.1 点。2015 年 1 月-12 月价格指数见下图： 

 

二、中钇富铕矿 

2015 年，中钇富铕矿价格略有下跌，平均挂牌价格为 19 万元/吨，与 2014

年均价 20 万元/吨相比下降 1 万元/吨，下降 5%。 

三、轻稀土氧化物 

2015 年氧化镨钕挂牌均价为 27 万元/吨，与去年均价 31.3 万元/吨相比下降

13.74%。 

2015 年镨钕金属挂牌均价为 35 万元/吨左右，与 2014 年镨钕金属主流均价

40.4 万元/吨相比，下降 13.37%。 

氧化镨 2015 年市场主流均价为 35.4 万元/吨，与 2014 年的 54.8 万元/吨相比，

下降了 35.40%。 

2015 年，99.9%氧化镧和 99.9%氧化铈市场主流均价分别为 1.3 万元/吨和 1.2

万元/吨，与 2014 年的 1.9 万元/吨和 1.8 万元/吨相比，分别下降了 31.58%和

33.33%。由于镧铈产品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自年初以来价格持续在低位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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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色市场的持续萎缩，导致作为主要原料的氧化铕价格继续大幅下滑。

2015 年，99.99%氧化铕市场主流均价为 124.8 万元/吨，与 2014 年的 348.4 万元

/吨的挂牌均价相比，下跌 223.6 万元/吨，跌幅 64.18%。 

四、重稀土氧化物 

氧化镝和镝铁 2015 年市场主流均价分别为 148.9 万元/吨和 153.4 万元/吨，

与去年 161.6 万元/吨和 165 万元/吨相比，分别下降 7.8%和 7%。 

 

2015 年，99.99%氧化铽市场主流均价为 310 万元/吨，与 2014 年 307 万元/

吨的主流均价相比，上涨 1%。 

2015 年，99.999%氧化钇市场主流均价为 3.2 万元/吨，与 2014 年平均价格

4.9 万元/吨相比下降 34.69%。氧化钇终端需求持续乏力，分离厂库存氧化钇过

剩，若不改善下游需求环境，价格很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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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铒下游需求仍然萎靡，2015 年，氧化铒市场主流均价为 23 万元/吨，与

去年 31.2 万元/吨的均价相比，下降了 8.2 万元/吨，下跌 26.28%。 

表 2：2015 年度我国主要稀土氧化物平均价格对比   （单位：公斤） 

产品名 纯度 2014 年均价 2015 年均价 同比 

氧化镧 ≧99% 19 13 -31.58% 

氧化铈 ≧99% 18 12 -33.33% 

氧化镨 ≧99% 548 354 -35.40% 

氧化钕 ≧99% 304 269 -11.51% 

氧化钐 ≧99.9% 19 17 -10.53% 

氧化铕 ≧99.99% 3484 1248 -64.18% 

氧化钆 ≧99% 133 76 -42.86% 

钆铁 
≧99%Gd 

75%±2% 
149 92 -38.26% 

氧化铽 ≧99.9% 3070 3100 0.98% 

氧化镝 ≧99% 1616 1489 -7.86% 

镝铁 ≧99%Dy80% 1650 1534 -7.03% 

氧化钬 ≧99.5% 347 242 -30.26% 

钬铁 ≧99%Ho80% 365 254 -30.41% 

氧化铒 ≧99% 312 230 -26.28% 

氧化镱 ≧99.99% 290 190 -34.48% 

氧化镥 ≧99.9% 7720 5876 -23.89% 

氧化钇 ≧99.999% 49 32 -34.69% 

氧化镨钕 ≧99% Nd2O375% 313 270 -13.74% 

镨钕金属 ≧99%Nd75% 404 350 -13.37%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稀土出口状况 

2015 年 1-11 月，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环比整体上升，出口价格环比整体减

少，呈现量增价跌的态势。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 1-11 月我国出口稀土产品

29994.247 吨，同比增加 5167.87 吨，上升 20.82%，；出口稀土金额为 33362.88

万美元，同比减少 697.73 万美元，下降 2.05%。2015 年 1-11 月稀土出口均价 11.12

美元/公斤，同比减少 2.6 美元/公斤，下降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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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5 年 1-11 月我国稀土出口概览 

海关归类商品名称 出口数量（公斤） 出口金额（美元） 均价（美元/公斤） 

稀土金属、钇、钪及其混合

物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25112977 259169990 10.32 

稀土金属、钇及钪 4881270 74458769 15.25 

合计 29994247 333628759 11.12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稀土行业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

级的关键年。相信在经过稀土税改革、大集团整合、严厉打击黑色产业链、稀土

产品的证券化金融化的稳步推进下，将加强中国的稀土定价权，稀土行业注定要

在改革创新中深化发展、破茧成蝶。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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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在催化燃烧中的研究与应用 

火焰燃烧在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科学研

究表明，传统的火焰燃烧法热效低，污染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从根本

上解决火焰燃烧的低效和高排放的途径是催化燃烧。与通常的燃烧相比，催化燃

烧具有燃烧效率高、燃烧稳定、污染物（如 CO、NOx和未完全燃烧物）超低排

放等优点，这是各国在近 20 多年来致力于催化燃烧研究的原因。稀土型高温燃

烧催化剂具有价格便宜、原料易得、工艺稳定、净化效果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在高温催化燃烧中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发展稀土催化剂，开发研究国际先进的高

温催化燃烧技术，改善我国传统的燃烧方式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 

目前研究的催化剂有两类：一类是贵金属催化剂，这类催化剂具有较高的活

性和一定的稳定性，但贵金属容易烧结和蒸发流失，且易被硫和铅等中毒，加上

资源短缺，价格昂贵，至今仍未产业化；另一类主要集中在稀土、碱土取代的钙

钛矿型氧化物、六铝酸盐等催化剂的研究上。催化燃烧对催化剂的基本要求是具

有良好的低温活性和高温热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稀土燃烧催化剂具有较高的

热稳定性，但起燃活性相对较差。 

目前国外有大量的研究报道，刚刚进入催化燃烧器研究阶段，离产业化还有

一段距离。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催化燃烧尚未广泛应用，

主要是由于催化材料的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稀土催化材料所显示出的优良活性和

稳定性，是最有可能促进天然气等石化燃料催化燃烧大规模实际应用的途径之

一。 

我国天燃气资源丰富，总资源量为 38 万亿立方米，探明储量为 1.53 万亿立

方米。随着西气东输、东海天然气开发和“西东南北中”五个天然气基地等国家重

点项目的建设，解决沿途各大中城市因燃煤而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天然气的有

效利用是我国目前要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都是天然气火焰燃

烧炉。但是，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火焰燃烧炉全部为明火燃烧，废气直接排放的产

品，均存在火焰燃烧热效率低和污染严重的实质问题。所以，天然气等低碳烷烃

的催化燃烧炉的市场前景是十分好的。 

（来源：道客巴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