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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稀土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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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省赣州市是我国离子型稀土最重要的资源地和供应地，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之称，

其稀土在全国都享有极高的地位。因此，将赣州稀土产业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对策展开系列研究和探讨，对于促

进当地乃至全国稀土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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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稀土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和“工业味精”，其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高端科技领域。中国是世界稀土

储量和生产第一大国，江西省赣州市在国内有着“稀土王国”之美誉，离子型稀土的产出占全国的 80%左右。然而，赣州市目前

仍存在诸如生态环境破坏、产业结构矛盾、技术创新困难等问题，造成了较大的稀土资源危机，对当地稀土产业的发展产生了

一定负面影响。本文将着眼赣州市作为全国稀土产业研究的样本，结合当地稀土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赣州市和国内稀土产业

围困的现状，为其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赣州市及其他稀土富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 赣州市稀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稀土行业缺乏贸易定价权 

江西省作为稀土储量大省，拥有中国 36%的离子型稀土；而赣州市又作为江西稀土大市，离子型稀土占比超过江西省的 90%，

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中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稀土开采和出口带给赣州市的财政贡献率一度达 30%以上。但目前，赣州的企业

仍以”白菜价”出口离子型稀土，其资源稀缺性并未在价格上得到合理体现。综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赣州市稀土企业规模小、行

业门槛较低，企业之间只能相互压价来赚取市场份额。近年来，虽赣州市正在逐步集团化小微企业，但仍未弥补稀土加工技术

上的缺陷，所生产的低端初级产品很难拥有国际竞争力。这些因素均导致赣州稀土在出口上缺少定价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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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稀土出口限制政策 

稀土出口面临的诸多问题不仅仅是赣州市单独拥有的顽疾，也是阻碍整个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为止，我国

稀土原料及制成品产出在逐渐由出口转内销，出口数量已多年呈下降趋势，2019 年的增长率已到达-10.4%，出口份额也从十几

年前的 60%降至目前的 30%左右。 

然而，我国稀土在出口限制上仍存在部分问题。部分地区的出口限制效果不明显，执行不力。以赣州市为例，2018 年赣州

市稀土出口额为 3918 吨，2019 年出口数量增加到 4149 吨，增幅为 5.91%。虽然中国稀土总体出口额在连年下降，但是不同地

区的政府政令不同，仍使得该地区的稀土有低价外流的风险。 

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国际背景下，稀土更是作为中国的核心筹码来与美方谈判，在贸易威胁和美国稀土产业

链试图建成的双重压力下，逐趋紧张化的两国关系让中方稀土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不由自主”。 

2.3产业发展不平衡，结构亟待优化 

赣州的稀土产业结构缺乏协调性，仍停留在中、低附加值的原料型产业阶段。数据表明，我国加工 1000吨稀土产品收益平

均为 815万美元，而日本则高达 2500万美元，具有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应用产业始终被国外所主导。近年来，稀土原材料产品

价格上涨波动较大，在给稀土原料企业带来了丰厚收益的同时也对下游产业的利润空间产生挤压，打击其供应市场的信心，使

本就生存艰难的下游产业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大量下游产业生产萎缩，并不得不寻找稀土产品替代品，这又使得稀土原材料价

格暴跌。这一系列的价格波动严重打击了上游稀土行业的经营稳定性，抑制了下游产业生产技术水平效率的提速。若下游产业

经营不善，则会加速资本逃离，使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对稀土相关产业的长远发展大为不利。 

赣州的稀土工业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不高，处在稀土产业前端的低附加值的各类冶炼分离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同时，

这些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盲目生产、同类产品重复生产的问题，导致稀土产能扩张严重、低端产品供过于求。而由此造成的恶性

竞争，又使得大量企业蒙受损失，进一步加剧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困境。这种后端产业发展滞后的不平衡性，严重制

约了赣州稀土资源的价值实现。 

2.4资源利用率低，环境严重破坏 

我国存在稀土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浪费严重的现状，矿区普遍存在“采易弃难、采富弃贫”的问题。其中，赣州的离子

型稀土矿山是世界少见的中重稀土资源，但目前利用率较低，仅达 20%～50%。很多稀土企业存在选矿设备老旧、选矿工艺较为

落后等问题，导致选矿回收率低下，大量资源被浪费。 

赣南地区是江西稀土的主要集中地，其中赣州的龙南全县境内含离子吸附型稀土矿风化岩体面积更高达两百多平方公里。

然而多年破坏性的稀土开采导致龙南县尾矿堆弃，致使水污染问题严重，其地下水和地表水氨氮含量严重超标，水体 pH值有时

不足 4，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与污染。龙南县政府每年需要耗费近 1亿元的财政支出进行水污染治理，所需资

金缺口庞大。 

2.5技术革新迟缓，创新平台分散 

由于稀土企业对科技开发投入较少，创新人才短缺，技术仍未完全成熟，导致国内稀土研发缓慢，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较低，缺少核心竞争力产品的支撑，相关高端核心技术仍由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掌控，且已形成一定的专利壁垒，这直接延

缓了赣州乃至全国稀土行业向高端产业转变的步伐。就创新平台而言，尽管赣州所处的江西省已有集稀土开采、加工、应用和



 

 3 

产品检测、研发设计等为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但从总体来看，院校、科研所等研究中心和机构仍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创新

资源不够集中，科技创新力丰富的科研载体数量不足，上下游产业创新链难以对接，协同创新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3 稀土产业发展的相关对策 

3.1丰富稀土出口的地理方向 

赣州稀土出口目标主要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的地理方向相对集中，市场稳定性不足；应当鼓励推动稀土贸易多

元化，将目标投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诸如巴西、印度等国。这些新兴经济体亟需稀土这种“工业维生素”来建立起自

己的工业体系。中国稀土行业应当以行业协会为牵头，在不破坏目前尚存的稀土出口秩序下，尽可能全方位地与其他的稀土需

求大国签署稀土出口相关协议，才能在今后可能到来的贸易战和国际变革中摆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掣肘。 

3.2建立有效的稀土出口定价模式 

中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整合国内市场和各企业，发挥产业协会的统揽作用联合各企业使其

不被逐个击破；其次，要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和 WTO 规则来反制国际市场上的操控行为；最后，要采用多种金融手段，建立国内

相关期货市场，以增强企业在国际上议价的主动权。赣州市的稀土协会应当进一步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整合中低端小微企业，

扩大赣州稀土集团影响力，形成一股合力来推进中国稀土行业建立起完善的价格协商机制和出口谈判机制；稀土联合集团也应

拓宽视野，放眼国际市场，进行技术收购和企业并购，推出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3.3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赣州稀土产业需调整研究方向，加快整合产业资源与行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大稀土产业科学研究与新型技

术开发的力度，着力打造后端科研成果向产业化生产转变的高效通道；因地制宜，延长稀土产业链，增加稀土产品附加值，发

展以技术和效率为核心的强竞争力后端产业。同时，应提升该行业总体的创新发明能力，通过调整和升级产业链、借助科技和

创新之力，改善赣州稀土产业集中度低下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局面，在赋予其将资源优势高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新生机的同时，

也为稀土产业的复苏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提供新活力。 

3.4推广绿色环保工艺 

要进一步优化离子型稀土绿色开采提取工艺，研发应用有助于对稀土矿山勘查开采的轻便化、集成化设备，降低资源和能

源损耗、化工材料的消耗及生产成本，并将新型绿色环保工艺进行大规模推广，从源头尽力遏止“三废”对生态的破坏，真正

实现清洁无害的生产及开发，最终促进赣州稀土的可持续发展，使之在全国乃至全球稀土领域里起到典范作用。 

3.5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研机构及稀土企业应重点关注离子型稀土矿山高效绿色开采、高丰度元素均衡运用等关键领域，加大对传统稀土开采、

加工技术革新的力度，运用稀土领域的高精尖研究成果、技术解决目前制约稀土产业升级的系列难题，尤其需注重稀土在新材

料及绿色制备等关键领域瓶颈的突破，最终还应当促进科技成果在社会更大范围上的推广，提升技术变现能力。 

3.6推进创新平台建设 

大力推进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等搭建稀土领域创新平台的进程，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专项；支持赣州高校增加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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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研究相关的专业博士和硕士定向培养计划名额，吸引并聚集大量创新人才；鼓励稀土企业积极利用地理优势，与赣州市内的

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所、江西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加强合作，产学研用相融合，建成一批集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型研发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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