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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赣州打造全国知名的稀有金属产业聚集区纪事 

打造“稀金谷”，赣州凭什么  

赣州市委四届七次全会提出，研究规划建设“中国稀金谷”，打造全国知名的

稀有金属产业聚集区，推动稀土、钨等资源型产业向高端新材料及应用升级。作

为主攻工业和加快振兴发展的一个新发力点，规划建设“中国稀金谷”，从调研分

析、战略决策开始走向探索实践。  

6 月 27 日，中国南方稀土集团组建通过验收。该集团是国内六家大型稀土

集团之一，组建完成后的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拥有 24 家子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

整，企业净资产近百亿元，涵盖稀土勘探、开采、冶炼分离、加工、应用、贸易、

研发全产业链条，其中高价值的中重稀土储量产能产量均位居全球第一。它的组

建对我市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赣州素有“稀土王国”“世界钨都”的美誉，全球每年 70%的中重稀土、60%的

黑钨都产自这里，并已形成从地质勘探、矿山采选、冶炼加工、产品应用到检测

检验、研发设计的稀土和钨完整产业链，是国内最大的稀土、钨产品加工基地，

已成为国家钨和稀土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江西理工大学稀土磁性材料及器件研究所所长钟震晨认为，赣州打造“中国

稀金谷”，一是有“稀土王国”“世界钨都”的资源优势；二是有国内最大的稀土、

钨产品生产加工基地集散地的产业优势；同时《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赋予赣州五大战略定位，其中一个战略定位就包含“全

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内容，这为赣州打造“中国稀金谷”增

添了政策支持优势。  

赣州的这些优势也得到了国内业界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今年 3 月，全国人

大代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江西省离子型稀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严纯华就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把“中国稀金谷”建设作为实施《中国制造 2025》

的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十三五”工业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规划。  

打造“中国稀金谷”，赣州拥有天时、地利、人和，更有产业升级发展的紧迫

需要。  

时至今日，赣州稀土和钨产业虽然拥有资源、政策和产业基础等优势，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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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品牌优势，大多数企业集中在上游采选、分离和初级加工领域，产品附加

值低，产业结构单一，受市场、政策以及环境问题的影响较大，存在向下游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精深加工领域发展不足等问题。专家指出，放眼全球，赣州稀

土和钨产业在品牌竞争能力、产业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一定差距，产业发展转型升

级迫在眉睫。  

有升级才有发展，有后劲才有未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赣州市委、市政府为推动稀土和钨产业发展升级，进一

步提升稀土和钨产业的世界影响力，作出了打造“中国稀金谷”的战略决策。  

2015 年 12 月，《中共赣州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发挥钨和稀土资源优势，规划建设“中国稀金谷”，打造

全国知名的稀土稀有金属产业集聚区。  

产业是“稀金”，关键是“谷”  

“产业是„稀金‟，关键是„谷‟。”赣州高新区党委委员、副主任林奇福介绍，“中

国稀金谷”是致力建设一个集稀土稀有金属产业创新要素于一体的“谷”产业生

态。“谷”就要实现稀土和钨高端技术、高端人才、高端产业和高端金融的集聚。  

“稀金谷”规划为“一核、两区”。即以国家级高新区——赣州高新区为核心，

以国家级经开区——赣州经开区和龙南经开区为重要发展区域。  

“核心区”规划面积 125 平方公里，重点布局科研、信息、金融、龙头企业等，

发展稀土和钨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建设成为中国稀土稀有金属领域的自主创新高

地、技术孵化高地和成果推广应用高地。  

其中，“中国稀金谷”协同创新园规划面积 8 平方公里，重点建设稀土和钨工

程研究中心、稀土和钨检测中心、特色资源大数据中心、电子交易中心、大学科

技园（大学生创业园）、海归创业园；钨与稀土产业园规划面积 16 平方公里，重

点建设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钨新材料产业基地；产业服务园规划面积 73 平方

公里，重点建设金融、人才、信息、共性技术、决策咨询等服务体系。  

“两区”中的赣州经开区，重点发展稀土和钨深加工产业；龙南经开区，重点

发展稀土矿产品加工产业。  

除了功能定位，还提出了“中国稀金谷”的发展目标——力争到 2018 年，稀

土稀有金属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00 亿元；到 2025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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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亿元，“稀金谷”创新环境更加完善，创新活力显著增强，创新效率和效益

明显提高，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稀土稀有金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研发、创新服务、人才集聚平台。  

“稀金谷”，迈出坚实步伐  

根据市委、市政府描绘的“路线图”，“中国稀金谷”的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

第一步。  

——基础设施方面，作为“核心区”的赣州高新区已征地 5000 亩，已开工建

设储君大道、梅储战备公路等项目，商务中心、展示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科技

中心、文化休闲中心目前正加紧制作具体规划设计方案。  

——平台建设方面，建设了国家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离子

型稀土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龙南发光材料及稀土应用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等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稀土、钨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集中

度、话语权都得到极大提升。   

——技术聚集方面，今年 3 月下旬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正式投入运营，引

进了赣州中诚科技创投基金、中国网库、心客咖啡等机构入驻。江西理工大学科

技园、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在高新区正式挂牌。园区已有 15 家企业与北京大学、

中南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了产学研合作。  

——金融聚集方面，目前已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近百亿元资金用于“中国稀金

谷”平台建设和产业发展。一是合作成立基金。与江西银行成立全市首支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 22 亿元；与九江银行成立赣县城市发展建设基金，总

规模 22 亿元；与赣州银行成立赣县苏区振兴发展基金，总规模 22 亿元。二是争

取政策性银行支持。争取省国家开发银行 18 亿元资金，用于“中国稀金谷”核心

区建设；争取农业发展银行 10 亿元资金，用于赣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人才聚集方面，与江西理工大学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江西理

工大学分批次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和

经济管理方面的培训，并推荐优秀毕业生到赣州高新区创新创业。  

春江水暖鸭先知。赣州规划建设“中国稀金谷”战略决策甫一出台，作为市场

主体的众多相关企业就敏锐感受到其发展的无限潜能和必须把握的重要机遇，纷

纷在“中国稀金谷”抢滩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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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挂牌公司赣州诚正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着手上马年产 20

万台稀土永磁电机及智能机器人生产项目；江西维峰公司投资年产 3 亿只稀土低

温锂电池生产项目，进场筹备；鑫隆康稀土公司年产 30 万台便携式燃气数码变

频智能发电机项目，已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腾远钴业投资 2 亿元的动力电池生产

项目，正在安装设备，准备 8 月份实现投产……  

“这些企业和项目就是奔着„中国稀金谷‟来的。”赣州高新区企业服务局副局

长罗福东介绍说。  

作为我市首个迈入千亿元产值大关的产业集群，钨与稀土产业无疑是赣州工

业发展的“领头雁”之一。当前，我市六大攻坚战激战正酣，如何尽快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是该产业蓄势高飞面临的新课题。  

立足资源禀赋等，我市规划建设“中国稀金谷”正当其时，目标是打造全国知

名的稀土稀有金属产业集聚区。“中国稀金谷”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的全球视野和长远眼光。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中国稀金谷”应该像美国“硅

谷”、北京“中关村”、武汉“中国光谷”一样，走“产、学、研”一体化之路、成为推

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的重大载体。  

1998 年，华中理工大学教授黄德修向武汉市提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

18 年后，设想变成现实，如今武汉“中国光谷”已经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光电子

行业的领袖。假以时日，“中国稀金谷”也必将让赣州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稀土和钨

行业的翘楚。  

当然，一个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一个“谷”的成长，需要多方的呵护和努力。

政策引导、平台建设和精准服务举足轻重，企业自身创新创业至为关键，其他各

方力量的呵护也必不可少。为此，各方要协同发力，发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担当实干，坚定不移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早日掌握国内乃至全球市场话语权；要

大力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项目、技术、人才支持和倾斜。只有科技、人才、信

息、政策、金融等要素加速集聚，赣州钨与稀土产业才能朝着绿色化、智能化、

国际化加速迈进。 

（来源：客家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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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稀土矿开采控制指标 10.5 万吨 

日前，国土资源部下达 2016 年度稀土矿、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稀土矿

（稀土氧化物 REO）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 10.5 万吨，钨精矿（三氧化钨含量 65%）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 9.13 万吨。 

为保护和合理开发优势矿产资源，按照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相关规定，国土

资源部研究确定了 2016 年度稀土矿、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并下发通知。在

稀土矿开采控制指标中，离子型（以中重稀土为主）稀土矿指标 1.79 万吨，岩

矿型（轻）稀土矿指标 8.71 万吨；在全国钨精矿开采控制指标中，主采指标 7.32

万吨，综合利用指标 1.81 万吨。 

据悉，国土资源部还分配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6 年度稀土矿钨矿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将指标分

解下达到市县或企业，分级负责、层层落实。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与矿山企

业签订责任书，明确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采矿权人要认真执行稀土矿月报和

钨矿季报制度，及时、准确、规范开展网上直报；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

采取措施，切实加强指标执行情况的核查与检查。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 

 

赣州四模式推进废弃稀土矿山环境治理 

赣州是“稀土王国”，40 多年的稀土开采历史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也造

成了不同程度的矿区生态环境破坏。赣州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废弃稀土矿山环境

的恢复治理，积极探索废弃稀土矿山治理的有效途径，积累了一些治理经验，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龙南“林—果—草”模式。龙南足洞稀土矿区复垦土地引进多种生物物

种，采用“山顶栽松，坡面布草，台地种桑，沟谷植竹”的整体布局。建设了经济

林、蚕桑、象草三个种植基地，在尾砂利用地上种植百喜草、狗尾草等草本植物，

之后种植经济作物松、杉、桑、桃、杨梅、脐橙等。复垦区各种作物长势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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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可观。  

二是龙南“林（果）—草—渔（牧）”模式。该模式将废弃稀土矿山的山坡整

治为林果地和草地，种植松、杉、桉、桑、竹、杨梅、脐橙等经济作物和百喜草、

狗尾草等草本植物，山谷和尾矿库则筑坝成库，污水治理后用于鱼类水产养殖，

利用山坡种植的草料喂鱼、放牧，同时筑坝形成的山塘水库还可用于农业，形成

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等综合效益。  

三是信丰“猪—沼—林（果）”模式。该模式是利用腐生生物和养猪产生的猪

粪来治理稀土尾砂。在现代生产和管理等技术措施下，大量的腐生生物在稀土尾

矿上把猪粪最终转化成活体蛋白和有机肥。腐生生物转化猪粪的同时不停地在尾

砂里面搅动，在它们的搅动下有机肥与尾砂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形成保水保肥、

营养丰富的优质土壤。结合经济林（果）的种植，从而达到综合治理猪粪污染和

稀土尾砂、减少水土流失的效果，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生态农业。  

四是寻乌“工业园”模式。寻乌县对已废弃稀土矿区土地进行平整，开发成工

业用地。同时，积极引进稀土精深加工企业落户工业园区，积极开展尾砂利用及

产业化技术研究。通过综合利用文峰石排废弃稀土矿山打造工业园区，在节约用

地、资源再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来源：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稀土出口势头有增无减 

中国是全球稀土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23%，却供应

了全球超过 90%的消费量。作为重要的稀缺性战略资源，稀土以持续低迷的售价

大量流向海外，已久遭诟病。根据海关总署 4 月发布数据显示，中国 3 月出口稀

土 4343 吨，一季度累计出口 1.16 万吨，同比暴增 109.4%。 

出口量大增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商务部于 2015 年初取消了实行长达 17

年的稀土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这意味着，中国稀土出口不再受总额限制。海关

总署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累计出口稀土 3.48 万吨，同比增长 25.4%，创历史

新高。这一政策的改变是为了执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于 2013 年 8 月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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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裁定。该裁定支持美、欧、日等国申诉，认为中国对稀土的出口限制，违反

WTO 规则。 

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并非放弃管控，而是将管控从出口限制转移

到了开采源头的限制”。中国稀土行业也在进行“供给侧改革”，除企业限产、商

业收储和国家收储外，还在生产配额上进行调控，从开采源头控制资源出口。 

目前，六大稀土集团整合工作基本完成。此次，对稀土矿山和分离冶炼企业

的整合，则被业内寄予了整治行业混乱秩序的重望。2016 年，工信部对外公布

的首批稀土开采指标亦正在向六大集团集聚：矿产品的指标集中度在去年的基础

上提升 5.2 个百分点至 99.9%；冶炼分离产品的集中度亦达 99.6%。 

但六大稀土集团整合工作的完成，单纯减少合法生产渠道，未必就能降低国

内的稀土供应量。“黑稀土”的痼疾一日不根除，从开采源头控制资源出口的想法

恐怕就难以实现。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第五届中国稀土萃取工程师论坛在江西理工大学举行 

6 月 25 日-26 日，第五届中国稀土萃取工程师论坛在江西理工大学举行。本

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五矿（北京）稀土研究

院有限公司主办，江西理工大学协办。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温和瑞以及校科技处、

冶金与化学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来自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南昌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赣州稀土龙南冶炼分

离有限公司、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中铝广西国盛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包头稀土研究院、江西金世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清远市嘉和稀有金属有限公司、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加华新材料资

源有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等国内矿冶行业知名高校、研究院所、

企业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出席本次论坛。  

温和瑞在会上致开幕词，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出席本次会议表

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江西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专家学者、企业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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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并向与会代表简要介绍了学校近几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取得

的成绩。希望大家在交流中学习，把论坛办成属于稀土届的一大盛事，并预祝此

次论坛圆满成功。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严纯华教授从论坛发起缘由、召开背景、承办情

况等方面介绍了本次论坛的基本情况。并针对稀土分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

了本次论坛的召开的背景及意义。   

开幕式后，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廖春生教授作了“我国几种典

型稀土矿型的高效萃取分离”的学术报告，从稀土分离技术、稀土分离工艺、稀

土分离链等三个角度，指出赣南几种典型稀土矿与联动萃取工艺的适应性，并对

稀土分离的高效萃取及绿色化生产提出了具体构想；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程福祥教授作了“联动萃取分离流程的最小萃取量”的学术报

告，从邻级杂质梯度与最小萃取量、联动分离单元的最小萃取量公式和多组分联

动萃取分离流程设计实验四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技术

总监吴声教授分析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优化问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陈继研究员讲解了稀土绿色分离的基础和应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黄昆研究员针对离子型稀土矿山低浓度浸矿母液作了大相比萃取器的精彩报告。   

论坛讨论环节由严纯华院士主持。与会的各届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计院、

企业代表就目前稀土分离所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交流和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严纯华在论坛上指出，中国稀土萃取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大而强的技

术强国，主体工艺及装备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搭建一个有利于稀土分离技术交

流的高水平平台非常重要。希望论坛成为产学研合作共享、科技与产业对接的会

议，成为科技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人员交流的会议。 

（来源：江西理工大学） 

 

混合动力车的福音 本田开发首款无重稀土金属电动机 

据路透社报道，本田汽车周二宣布，已与其他公司联合开发出了全球首款没

有使用任何重稀土金属的混合动力车电动机。这一突破性进展将降低本田对重稀

土金属的依赖，后者不但昂贵，而且主要由中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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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车整合了汽油发动机和电动机以提高行驶效率，在许多发达国家已

经成为了主流车型。不过，汽车制造商在获得稳定的镝、铽等稀土元素供应方面

一直面临挑战。 

作为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周二表示，公司与日本大同特殊钢(Daido 

Steel)公司联合开发了这一技术。新技术将用于在今年秋天发布的下一代 Freed

多用途车中。 

本田重新设计后的电动机依旧使用了轻稀土元素钕。除了中国外，北美和澳

大利亚也都供应钕元素。 

本田的目标是，到 2030 年时，将新能源汽车在公司产品线的占比从现在的

大约 5%提高到三分之二。新能源汽车包括汽油-电池混合动力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纯电动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 

（来源：凤凰科技） 

 

俄罗斯开发出从工业废弃物中提取稀土元素的技术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领先化学工艺研究院”股份公司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从化肥生产的废弃物

——磷石膏中提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稀土元素的方法，从而减少稀土的进口。  

稀土被广泛用于激光、电子及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并以年产量 15%

的速度递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  

俄罗斯用硫酸处理磷灰石来生产磷肥，其间产生的工业废弃物磷石膏约有

3.2 亿吨，其中含有约 80～98%广泛用于建材行业的石膏成分，以及 80 万吨的稀

土元素。  

这项创新型新技术可以一步解决三个问题：从工业废弃物中提取重要的稀土

金属、建筑材料石膏，以及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研究人员已开始试生产，计划

于 2016 年生产出首批稀土产品。 

（来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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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分子合金新研究拓展芳香性概念 

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孙忠明

课题组在稀土分子合金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德国应用化

学》上，同时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也对该成果予以了报道，并以《稀土合金

使芳香性理论迈上新台阶》为标题，认为该项工作成功地拓展了芳香性这个化学

核心的概念。  

谈及团队研究工作的核心意义，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忠明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团队成功制备出了世界上首例反芳

香性二元稀土——主族金属分子合金化合物。  

“在我国，稀土元素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利用稀土和（半）金属构成

的分子合金团簇，可以任意组装成各种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可调节的新型功能材

料。”孙忠明表示，这将极利于把我国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稀土元素与主族金属元素形成的“金属-金属键”是孙忠明团队需要攻克的难

题。他告诉记者，在二元、三元甚至多元分子合金中，能够稳定成键的团簇所包

含的原子个数和稀土的配位模式应具有一定规律。如何去发现这些合成规律，是

团队需要去着力解决的。  

考虑到稀土元素特殊而丰富的电子排布，可能对重主族金属元素产生特殊的

诱导效应，导致价电子重排，形成具有独特物理性质的化合物，团队便利用理论

化学对合成结果进行了辅助分析，从而真正获得了对稀土——主族金属成键的本

质特征和电子特性的认知。  

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如何攻克稀土分子合金的合成技术和合成条件又成为

了摆在团队前行中的一道屏障。  

孙忠明解释：“大部分分子合金带有负电荷，所以极易被氧化，其合成条件

将是非常苛刻的。”而要想非常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需要团队同时具备高

温无机固体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的合成背景，并掌握熟练的绝水绝氧操作技巧。  

最终，孙忠明团队通过搭建合金前体化合物制备和稀土（过渡）金属有机化

合物制备的两条操作技术路线，成功解决了稀土分子合金的合成技术和条件上的

关键问题。  



离子型稀土信息简报                                              2016年 第 07期 

- 11 - 

科技前沿 

对于未来，孙忠明给予了展望。他指出目前团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

此次研究的基础上，团队将继续朝着分子合金的设计、合成及“金属-金属键”本

质研究的目标前进。他们希望能够合成出具有特殊光、电、磁和化学性质的分子

合金化合物，并通过澄清其几何结构，成功地确定出这种分子合金化合物的稳定

性以及力学特性，使分子合金化合物成为有效的基本材料“建筑”的单元，从而定

向组装出具有特定组分、特定功能及特定尺寸的新型功能材料。  

孙忠明最大的心愿是：未来，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能够让分子合金组装材

料，成为材料科学领域一个大放异彩的“新星”，发挥出举足轻重的科学价值。 

（来源：中国科学报） 

 

青海国鑫成功研发高锌稀土铝合金铸棒及镁合金管棒材 

近日，青海国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生产出第一批高锌稀土铝合金

7055A、Φ229 铸棒，经超声波探伤除有 1 支通裂外，其余 8 支成型完好。这标

志着该公司自主试制高锌稀土铝合金取得突破性进展。 

7055A 为该公司在原 7055 合金研制的基础上，根据客户要求研制的新的合

金牌号，作为硬合金中的超硬合金，较普通的 7 系产品，具有合金含量要求高、

含锌量更高、合金化程度更高等特点，同时其合金含量控制难度大、铸造难度大，

铸造裂纹倾向性大。 

在高锌稀土铝合金 7055A、Φ229 铸棒研发生产的同时，青海国鑫研发的镁

合金管、棒材也顺利生产成功，其中直径 220mm 镁合金棒材已成功交付使用，

同时为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生产的镁合金管材也已顺利交付。 

（来源：青海国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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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相关制度 30 年 

中国稀土自 1985 年鼓励出口，到 2015 年开始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国际地

位进一步增强，30 年坚持“不忘初心”，砥砺“继续前进”。 

1985 年——开始引入出口退税制度  

1997 年——设置出口许可证（出口量限制） 

2002 年——禁止矿山开发，冶炼分离项目的外国投资  

2004 年——取消矿产出口退税  

2005 年——取消氧化物出口退税  

2006 年——征收矿石氧化物 10％的出口税  

2007 年——征收金属产品 10％的出口税  

2008 年——提高氧化物、化合物的关税至 15-25％  

2010 年——将稀土出口配额较前一年缩减 40%  

2011 年——2011 年 4 月 1 日起，国务院统一调整了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

标准，轻稀土包括氟碳铈矿、独居石矿为 60 元/吨；中重稀土包括磷钇矿、离子

型稀土矿为 30 元/吨。2011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国家战略储备”概念。稀有金属交易所开业。  

2012 年——对镨、钇金属以及氧化镨新征收 25%的出口关税；对钕、镨、

钇的氟化物、氯化物、碳酸盐类新征收 15%的出口关税；对镧、镨、钕、镝、铽、

钇的其他化合物新征收 25%的出口关税；对钕铁硼速凝永磁片新征收 20%的出

口关税；其他产品关税不变。美国、欧盟和日本正式向 WTO 针对中国稀土出口

政策提出诉讼。  

2014 年——世贸组织对美、欧、日诉我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管理措施

案作出最终裁决，认为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国务院批复

六大企业集团（中铝公司、包钢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赣州稀土和广晟有

色）整合国内稀土的大集团方案。  

2015 年——出口配额取消、出口关税取消；资源税出台（改从价计征）；开

始主导的 ISO 标准。 

（来源：产业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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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稀土行业规范条件 7 月起实施 

6 月 30 日，从工信部获悉，为有效保护稀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工信部经商

有关部门，制定了《稀土行业规范条件（2016 年本）》和《稀土行业规范条件公

告管理办法》，并决定于 7 月 1 日起实施，2012 年 7 月 26 日公布的《规范条件》

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据了解，新版《规范条件》对稀土项目的设立和布局、生产规模、资源利用

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细化规定。以生产规模为例，在多数条文未做变动的情况下，

《规范条件》删去了原版准入条件中关于“稀土金属冶炼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2000 吨/年（实物量）”的规定。 

而在资源利用方面，新版《规范条件》的规定更严格。其中，一般矿石的选

矿回收率由 72%以上提高到 75%以上（含，下同），低品位、难选冶稀土矿石选

矿回收率由 60%以上提高到 65%以上，除此以外，多项稀土矿冶炼项目的稀土

总收率标准也有所提高。业内认为，这显然是为了提高稀土产业的生产效率。 

（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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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稀土市场运行概况 

截止本月低，六大稀土集团中上市公司都已经发布了 2016 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低迷的市场给稀土企业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预告显示，北方稀土预计 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较 2015 年同期下降 80%-90%；广晟有色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在-9000 万元到-11000 万元之间；五矿稀土 2016

年上半年预计亏损 3500 万元-4500 万元；厦门钨业 2016 年 1-6 月预计实现营业

收入 349,939.25 万元，同比下降 20.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842.35 万元，同比上涨 101.1%，其下属福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报告期内

通过提高库存周转率、提高金属回收率、改善生产工艺、积极开拓市场等措施改

善盈利状况，实现净利润 4,655.49 万元。 

国际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网站近日报道了俄罗斯开发出从工业

废弃物中提取稀土元素的技术。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

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领先化学工艺研究院”股份公司组成的研究团队，开

发出从化肥生产的废弃物——磷石膏中提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稀土元素的方

法，从而减少稀土的进口。 

俄罗斯用硫酸处理磷灰石来生产磷肥，其间产生的工业废弃物磷石膏约有

3.2 亿吨，可提取 80 万吨的稀土元素。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稀土价格走势 

一、稀土价格走势 

7 月份稀土价格指数呈现微跌走势，从月初的 117.5 点跌至 115.8 点，详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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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钇富铕矿 

7 月份中钇富铕矿平均挂牌价格为 19.5 万元/吨，与上月持平。 

三、轻稀土氧化物 

氧化镨钕、镨钕金属 7 月份价格略有下跌，氧化镨钕挂牌均价 26 万元/吨，

与上月 27.08 万元/吨的均价相比下跌 3.96%；镨钕金属挂牌均价 33.69 万元/吨，

与上月 34.30 万元/吨的均价相比下跌 1.78%。 

 

氧化镨 7 月份市场主流均价为 31.88 万元/吨，与上月 32 万元/吨相比，下跌

0.37%。 

7 月份，99.9%氧化镧市场主流均价为 1.15 万元/吨，与上月价格持平。 

7 月份，99.9%氧化铈市场主流均价为 1.03 万元/吨，与上月价格持平。 

镧铈产品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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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99.99%氧化铕市场主流均价为 57.50 万元/吨，与上月价格持平，氧

化铕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四、重稀土氧化物 

氧化镝 7 月份市场主流均价为 121.41 万元/吨，与 6 月份 128.78 万元/吨的价

格相比，下跌了 5.72%。 

镝铁 7 月份市场主流均价 124.35 万元/吨，与 6 月份 130.72 万元/吨的价格相

比，下跌了 4.87%。 

 

7 月份，99.99%氧化铽市场主流均价为 280 万元/吨，与 6 月份价格持平。 

7 月份，99.999%氧化钇市场主流均价为 2.65 万元/吨，与上月价格持平。 

7 月份，氧化铒市场主流均价为 17.53 万元/吨，与上月 18.36 万元/吨价格相

比下跌 4.51%，氧化铒下游市场需求仍然萎靡。 

表 1：2016 年 7 月我国主要稀土氧化物平均价格对比   （单位：公斤） 

产品名 纯度 6 月平均价 7 月平均价 环比 

氧化镧 ≧99% 11.50 11.50 0.00% 

氧化铈 ≧99% 10.30 10.30 0.00% 

氧化镨 ≧99% 320.00 318.82 -0.37% 

氧化钕 ≧99% 266.33 260.06 -2.35% 

氧化钐 ≧99.9% 15.00 15.00 0.00% 

氧化铕 ≧99.99% 575.00 575.00 0.00% 

氧化钆 ≧99% 74.78 72.00 -3.72% 

钆铁 
≧99%Gd 

75%±2% 
86.89 86.00 -1.02% 

氧化铽 ≧99.9% 2800.00 28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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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镝 ≧99% 1287.78 1214.12 -5.72% 

镝铁 ≧99%Dy80% 1307.22 1243.53 -4.87% 

氧化钬 ≧99.5% 275.00 275.00 0.00% 

钬铁 ≧99%Ho80% 296.67 290.00 -2.25% 

氧化铒 ≧99% 183.56 175.29 -4.51% 

氧化镱 ≧99.99% 190.00 190.00 0.00% 

氧化镥 ≧99.9% 5325.00 5325.00 0.00% 

氧化钇 ≧99.999% 26.50 26.50 0.00% 

氧化镨钕 ≧99% Nd2O375% 270.78 260.06 -3.96% 

镨钕金属 ≧99%Nd75% 343.00 336.88 -1.78%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稀土出口状况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 6 月，中国稀土的出口总

量为 3849 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9.57%，环比下降 5.5%；出口平均单价为 7.43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45.37%，环比下跌 9.64%。 

表 2：201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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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均价 

（美元/公斤） 

稀土金属、钇、钪及其混合

物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3356794 21787387 6.49 

稀土金属、钇及钪 492181 6802027 13.82 

合计 3848975 28589414 7.43 

轻稀土方面：6 月份氧化镨出口 11750 公斤，环比下降 56.01%；氧化钕出口

41940 公斤，环比下降 32.94%；氧化铈出口 277666 公斤，环比下降 28.3%；氧

化镧出口 1232441 公斤，环比上升 27.04%；氧化铕出口 850 公斤，环比上升 750%。 

重稀土方面：6 月份氧化镝出口 4670 公斤，环比上升 95.4%；氧化钇出口

133191 公斤，环比上升 2.73%；氧化铽出口 3125 公斤，环比下降 13.07%。 

2016 年 1-6 月中国出口稀土 23213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7.2%；出口金

额达 17.16 千万美元，同比下降 0.3%。 

（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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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芯”让白光 LED 照亮万家 

火的发现点亮了人类对于光的追求，从此人类的追光脚步便从未停歇。从钻

木取火、保存火种、发明油灯与蜡烛到后来白炽灯和日光灯的发明，人类逐渐从

掌握简单的照明光源到实现高品质白光照明，让黑夜不再黑暗。当然人类对于光

的追求并没有就此驻足，节能环保的白光 LED 灯就是人类不断探索的又一创举。

白光 LED 照明的推广时间并不算太久，但是其市场份额由 13 年的 8.9%上升到

如今的 16.4%，强劲的势头向世人宣告 21 世纪将由 LED 灯点亮。  

白光 LED 虽然光线如日光一般明媚但却拥有一颗纯粹的“蓝光芯”。LED

也就是半导体发光二极管。通常，白光 LED 灯是由发蓝光的 LED 芯片以及在蓝

光激发下能发出黄光的荧光转换材料组成。通电后芯片发出的蓝光照射荧光材料

后变为黄光，该黄光和剩余的蓝光混合得到白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光和绿光 LED 相继被发明，然而白光三原色的另外

一色——蓝光 LED 却迟迟未能得到。蓝光相对于红光和绿光，光子能量更高，

适合制作蓝光 LED 的材料生长难度大，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屡屡受挫后选择了放

弃。但就有那么很少的一部分人坚持不懈创造了奇迹。1989 年赤崎勇和天野浩

师徒克服重重困难首次研发出了蓝光 LED。虽然当时蓝光 LED 发光很弱并没有

实际的应用价值，但是它却燃起了人们对于蓝光 LED 研究的热情与希望。1993

年，在日亚工作的中村修二成功自主研发出高亮度蓝光 LED 技术，使蓝光 LED

走向实用化，真正开启了 LED 照明时代。正是他们的坚持与付出，最终破除了

20 世纪不可能实现蓝光 LED 的预言。  

蓝光 LED 成就了白光 LED 照明，白光 LED 反过来助力小小的蓝光 LED 荣

登 2014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台。可见其意义非同一般，我们可以做一个计

算来进一步了解诺贝尔光环下的蓝光 LED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据不完全统

计，全球每年所消耗电量约 200000 亿千瓦时，其中有 19%左右用于照明，若将

所有白炽灯（电光转化率约 10%）、日光灯（电光转化率约 30%）更换为白光

LED 节能灯（电光转换率 50%以上），那么每年全球至少节约用电 15200 亿千

瓦时，也就相对于减少用煤约 5 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3 亿吨，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约 420 万吨。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彰显了小小蓝光芯的大智慧与大能

量。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蓝光芯点亮的白光定会照亮万家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