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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是含有铁单质或铁化合物能够经济利用的矿
物集合体，是钢铁生产活动的重要原材料。中国铁
矿石行业市场规模从 2014 年 151,424.0 万吨下降至
2018 年 76,337.4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15.7%。未
来伴随着中国铁矿石行业产能置换工作完成、下游
市场需求回暖等影响，中国铁矿石产量将恢复平稳
发展趋势。 

热点一：游钢铁需求是主要驱动因素 

热点二：高品位铁矿资源缺乏是主要制约因素 

热点三：“一带一路”扩大海外资源布局是发展趋势 

受下游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中国生铁产量从
2014 年 71,374.8 万吨增长至 2018 年 77,105.4 万吨，中
国粗钢产量从 2014 年 82,230.6 万吨迅速扩大至 92,800.9
万吨。中国钢铁产量的迅速扩大，推动中国铁矿石需求
持续增长，带动中国铁矿石行业快速发展。 

中国铁矿储量大，但平均品位低，超大型矿床少，矿石
种类复杂，开采难度大，成本高，较难满足当前中国钢
铁工业对铁矿石的产量及质量需求，制约中国铁矿石行
业进一步发展。 

未来通过“一带一路”，中国铁矿开采企业可获得较多合
作机会，极大扩张中国海外市场铁矿石资源版图，如“一
带一路”沿线俄罗斯、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是全球重要
铁矿石生产及出口国家，为中国铁矿石企业开发国际铁
矿石资源提供有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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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矿产资源、大宗商品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

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

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

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09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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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铁矿石：含有铁单质或铁化合物能够经济利用的矿物集合体，是钢铁生产活动的重要原

材料。 

 铁矿石平均品位：单位体积或单位重量铁矿石中含铁量。 

 矿山机械：矿山开采、运输环节中所需专用机械设备，通常包括矿用卡车、矿用挖掘机、

铲运机及钻机。 

 民用爆破器材：用于非军事目的、列入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的各类火药、炸药机器制品

和雷管、导爆索等点火、起爆器材等民用爆炸物品。 

 工业炸药：以氧化剂和可燃剂为主体，按照氧平衡原理构成的爆炸性混合物。 

 工业雷管：炸药的起爆装置，是爆破工程的主要起爆材料，它的作用是产生起爆能来引

爆各种炸药及导爆索、传爆管。  

 露天矿山采剥： 露天矿山开采需将矿体周围的岩石及覆盖岩层以爆破方式进行松动后，

再通过露天运输通道将矿石或岩石运至指定地点。包括露天矿山基建剥离、整体爆破方

案设计、爆破开采、矿物分装与运输等垂直化系列服务。 

 智能化矿山：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和全套矿山自动化设备等来提高矿山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动态实时监控,将矿山生产维持在最佳状态和最优水平。 

 “一带一路”：2013 年 9 月和 10 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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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综述 

2.1 铁矿石的定义及分类 

铁矿石是含有铁单质或铁化合物能够经济利用的矿物集合体，是钢铁生产活动的重要原

材料。常见铁矿石为铁氧化物，多呈暗灰色、亮黄色、深紫色或铁锈色。 

根据铁矿石品位（含铁量）划分，铁矿可分为富矿、低品质矿、贫矿、超贫矿（见图 2-

1）。 

图 2-1 铁矿分类（以含铁量计）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根据铁矿石所含主要成分划分，铁矿石可分为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菱铁矿四大类

（见图 2-2）。 

图 2-2 铁矿石分类（以主要成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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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 磁铁矿 

磁铁矿主要成分为 Fe3O4，既四氧化三铁。磁铁矿石理论含铁量约为 72%，多呈致密

块状及粒状，颜色为铁黑色、条痕为黑色，半金属光泽，不透明。磁铁矿石硬度约为 5.5-6.5，

比重约为 5.2，具有强磁性。 

（2） 赤铁矿 

赤铁矿主要成分为 Fe2O3，即氧化铁。赤铁矿石理论含铁量约为 70%，常含类质同象

混入物 Ti、Al、Mn、Fe2+、Ca、Mg 及少量 Ga 和 Co。赤铁矿石多呈暗红色，条痕为樱桃

红色或鲜猪肝色，有金属至半金属光泽。赤铁矿石硬度约为 5-6，比重约为 5.3。 

（3） 褐铁矿 

一类以 Fe2O3 为主要成分的含水矿石。褐铁矿石理论含铁量约为 30%-62%，多呈块

状、土状、钟乳状或葡萄状。颜色为黄褐色或深褐色，条痕黄褐色，光泽暗淡。褐铁矿石硬

度视其成分和形态而异，富含硅的致密块状褐铁矿石硬度约为 5.5；富含泥质的土状褐铁矿

石硬度约为 1，比重约为 3.6-4.0。 

（4） 菱铁矿 

菱铁矿主要成分为 FeCO3，即碳酸亚铁，理论含铁量约为 48%，常含 Mg 和 Mn，为

三方晶系，常见菱面体，晶面常弯曲。菱铁矿集合体成粗粒状至细粒状，亦有呈结核状、葡

萄状、土状者，颜色为黄色、浅褐黄色(风化后为深褐色)，具有玻璃光泽。菱铁矿石硬度约

为 3.5～4.5，比重约为 3.8。 

2.2 中国铁矿石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对铁矿石的开采利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770 年。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铁矿山共开采 37 处。17 世纪前期，中国铁矿产地发展至 134 处。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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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国正式开始探索铁矿石的大规模开采利用。行业发展

至今主要经历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高速发展阶段、稳定发展阶段（见图 2-3）： 

图 2-3 中国铁矿石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探索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1949 年 10 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恢复稳定发展状态。自 1952

年起，中国政府相继制定了多个五年发展计划，对铁矿石开采工艺、利用技术进行广泛研究，

工业炸药开始应用于铁矿石开采环节。受开采技术提升驱动，中国铁矿石得到大规模开采，

铁矿石行业进入探索发展阶段。 

此阶段，中国铁矿石行业整体呈现计划性生产特征，政府统一制定铁矿开采计划，铁矿

石产运需三方关系较为稳定，基本满足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2）快速发展阶段（1978-2002 年） 

1978 年 12 月，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宏观经济快速发展，中国

钢铁需求持续扩大，中国铁矿石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铁矿石行业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部分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企业可按当年承包指标，自主安排季度、月度生产

计划，企业自销铁矿石部分可自行定价。中国铁矿石行业随市场调节机制的引入得到快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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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速发展阶段（2003-2014 年） 

伴随中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行业得到极大发展，钢铁需求

迅速扩大，拉动上游铁矿石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自 2003 年起，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这一时期，中国铁矿石需求缺口大，除本土铁矿石供应外，中国积极

加入全球铁矿石市场，中国铁矿石进口量持续攀升。受下游需求扩大影响，中国铁矿石开采

量持续攀升，除大型国营铁矿石企业外，涌现出众多中小型民营铁矿石企业，民营资本投资

活跃，中国铁矿石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5）稳定发展阶段（2015 年至今） 

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加之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FMG 等国际四大矿企持续

扩产，全球铁矿石市场产能过剩，国际铁矿石价格随之降低。中国铁矿石受品位低、成本高

等因素影响，与国际低成本矿山相比缺乏竞争优势。中国铁矿石价格受国际铁矿石市场冲击

较大，企业生产运营受到限制。此外受下游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影响，铁矿石需求下降，行业

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未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回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本土铁矿石产量

将逐步回升。 

2.3 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规模 

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工业生产情况高度关联。过去五年间，受国

际铁矿石价格冲击，中国铁矿石行业产量持续下滑。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规模从 2014 年

151,424.0 万吨下降至至 2018 年 76,337.4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15.7%。其中 2018 年，

受全球铁矿石供应过剩，铁矿石价格下降及河北省对省内铁矿石开采企业的环保整顿影响，

中国高成本铁矿企业利润压缩，本土铁矿石产量大幅下降（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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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规模（产量），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未来五年，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规模有望逐渐恢复并保持缓慢增长趋势，预计至 2023

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将达到 92,697.0 万吨。行业市场规模增长预计受以下四点因素驱动： 

（1）铁矿石开采工艺实现无人化、智能化，提高行业开采效率、降低开采成本； 

（2）行业整合进程加快，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行

业整体议价能力； 

（3）矿山生态环保整顿日趋完善，合规矿山数量增加，产能逐步恢复； 

（4）中国“一带一路”加快布局海外铁矿石资源，提高全球市场定价权，减少中国铁

矿石需求红利流失。 

2.4 中国铁矿石行业产业链 

中国铁矿石行业产业链发展成熟，可分为三个环节（见图 2-5）。产业链上游参与主体

为铁矿石生产设备供应方；产业链中游参与主体是铁矿石开采企业，负责铁矿石开采工作，

是铁矿石资源及开采技术所有者产业链下游参与者为钢铁企业，是铁矿石主要消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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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铁矿石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1 上游分析 

产业链上游主体为铁矿石开采设备供应主体，包括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商及矿山机械设备

制造商。 

（1） 矿山机械 

产业链上游矿山机械设备制造商制造、销售中游铁矿石开采、运输环节所需专用机械设

备。矿山机械设备具有一次性投入、持续产出特性。矿山机械设备包括矿用卡车、矿用挖掘

机、铲运机及钻机（见图 2-6）。矿山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所生产产品除供应中游铁矿企业外，

还广泛应用于其他金属、非金属矿山领域。中国矿山机械设备市场集中度较高，三一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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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等头部企业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持平，除中国国内市

场外，现已成功进入全球矿山机械设备市场，与中游铁矿石开采企业相比，此类企业具有较

强议价能力。 

图 2-6 矿山机械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 民用爆破器材 

产业链上游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商生产产品包括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索类三种。民

用爆破器材主要应用于矿山表面土石方剥离作业及铁矿石开采环节，属于铁矿石开采消耗

品。从产量规模来看，民用爆破器材产量与中国矿产资源相匹配，2018 年，贵州、辽宁、

内蒙古、山西、四川、云南等矿产资源富集地年产量均超过 20 万吨以上。其中内蒙古作为

多种矿产资源大省，2018 年民爆器材产量达 51.6 万吨，位居中国全国第一（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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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中国民用爆破器材产量（万吨）分布，2018 年 

 
来源：中国爆破器材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民爆行业的高危属性决定了该行业存在较多的管制，产品运输半径有限，开放程度有限，

市场化程度不高，竞争相对温和，竞争格局呈区域性垄断。头部企业区域化发展格局现已形

成，但跨地区经营企业较少，多数企业未能实现规模效益，大而不强。总体来看，中小规模

民爆企业仍占相当比例。上游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相对于中游企业具有较强议价能力，民

用爆破器材约占中国铁矿石开采成本 4%，成本占比较小，其价格波动对中游企业影响较小。 

2.4.2 下游分析 

钢铁行业是铁矿石主要消耗领域，其发展状况对铁矿石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及消费国。2018 年，中国钢铁的表观消耗量约占全球产量 45%。中国生

铁及粗钢约占全球产量 61%及 48%。从经济体量上分析，中国华东、华中、华南、华北是

钢材产品主要消费地区。 

近五年，中国钢铁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受钢铁需求及铁矿石供应结构影响，中国钢

铁企业区域分化程度较大。西北地区受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外地钢铁产品进入西北地区难

度较大，本地企业呈现区域垄断现状。东北、西南、华中地区钢铁企业发展时间早，产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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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较高，鞍钢、武钢、攀钢等头部企业市场地位突出。华东地区钢铁企业市场活跃度最大、

产量集中度低、竞争较为激烈。整体来看中国钢铁企业两级分化较为严重，且缺少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受进口铁矿石价格冲击，下游钢铁企业相对于中游铁矿石开采企业具有

较高议价能力。 

3 中国铁矿石行业驱动与制约因素 

3.1 驱动因素 

3.1.1 下游钢铁需求，持续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钢铁行业具有投资驱动作用大、吸纳就业能力强、行业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是拉动中国

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原材料行业，其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房地产、基建、汽车制造、船舶

制造等（见图 3-1）。 

图 3-1 钢铁行业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近五年来，受下游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线材钢、板材钢、型材钢等钢铁产品

需求快速增长，拉动中国钢铁行业高速发展。中国生铁产量从 2014 年 71,374.8 万吨增长

至 2018 年 77,105.4 万吨，中国粗钢产量从 2014 年 82,230.6 万吨迅速扩大至 92,800.9

万吨（见图 3-2）。近十年来，中国钢铁行业处于稳定发展状态，钢铁行业对铁矿石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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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带动中国铁矿石行业持续发展。 

图 3-2 中国生铁、粗钢产量，2014-2018 年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1.2 技术水平提升、工程外包模式降低开采成本 

伴随着铁矿石开采技术及业务模式的快速发展，中国铁矿企业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1）从开采技术角度分析 

伴随着中国民用爆破器材及工程爆破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铁矿开采技术逐步成熟，有

效降低铁矿石开采成本。得益于电子雷管、现场混装车等新型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技术的不断

完善，新型民用爆破器材在铁矿开采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传统延期药雷管相比，电子雷管

具有更高精度延期时序的编程控制能力。在同等规模开采量中，可明显改善铁矿开采中破碎

块度，减少爆破震动，有效降低爆破单耗，在安全范围内有效提升铁矿石一次开采量。与传

统包装类工业炸药相比，现场混装炸药炮孔耦合度更高，矿石破碎效果更好。 

（2）从作业模式角度分析 

现阶段，中国铁矿石矿山采剥业务主要分为矿企自采、专业分包、整体外包三种模式（见

图 3-3）。中国铁矿企业早期发展中，企业主要通过自建爆破团队进行自采作业。自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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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设备投资大、人力负担重、专业化程度低、安全问题突出等问题，加重矿企开采成本。

在国家对矿山整治不断重视的背景下，中国铁矿企业将采剥环节外包，加速铁矿石开采外包

模式比重提升，有效降低铁矿企业运营、维护成本，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图 3-3 中国露天矿山采剥模式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2 制约因素 

3.2.1 高品位铁矿资源贫乏、对外依存度大 

中国铁矿储量大，但平均品位低，超大型矿床少，矿石种类复杂，开采难度大，成本高，

很难满足当前中国钢铁工业对铁矿石的大量需求。中国铁矿资源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成因类型多，成矿条件复杂 

中国铁矿成因可分为七大类：①前寒武纪硅铁建造型铁矿；②沉积型铁矿；③沉积变质

热液改造型铁矿；④接触交代型包括热液型铁矿；⑤岩浆晚期分异型铁矿；⑥与火山侵入活

动有关的铁矿；⑦风化淋滤型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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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型矿床多，超大型矿床少 

现阶段，中国储量大于 10 亿吨的大型铁矿床较少，超大型铁矿探明储量不到中国探明

总储量 30%，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铁矿丰富的国家相比，中国超大型矿床明显缺乏。 

（3） 铁矿石品位普遍较低 

中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不到 33%，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铁矿石生产大国相比平均

低于 20%到 30%。已探明储量中，97%的铁矿为贫矿，大于 50%的富矿仅占探明资源总量

的 2.7%。 

图 3-4 中国铁矿石产量分布，2018 年 

 
来源：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949 年，中国铁矿石产量仅为 59 万吨；1956 年达到 1548 万吨；1960 年突破 1 亿

吨，达到 1.128 亿吨；2018 年中国铁矿石产量达 5.88 亿吨。虽然中国铁矿石产量连年大

幅增长，但由于铁矿石品位低，无法满足中国国内需求，制约中国铁矿石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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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全球战略资源布局乏力，缺乏国际竞争力 

    中国铁矿石行业受铁矿资源品位低、单产规模低、分布不均等限制，市场集中度不高，

铁矿石供应缺口较大，市场严重依赖进口铁矿石。全球铁矿石市场中淡水河谷、力拓、必和

必拓、FMG 四大巨头为全球提供 50%以上铁矿石，全球 75%铁矿石流入中国。中国进口

铁矿砂及其精矿从 2009 年 62,778.0 万吨快速增长至 106,447.0 万吨，中国现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铁矿石消耗国及进口国（见图 3-5）。 

图 3-5 中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数量，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日本作为资源紧缺型国家，为满足日本自身钢铁生产需求，三井财团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始发力布局全球铁矿石市场，先后投资参股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三大全球铁矿石

供应商，其中实际控股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约 15%股份，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澳大利亚的

第三大全球铁矿石资源强国。三井财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新日铁通过购买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铁

矿石，合力制定全球铁矿石期货价格。三井财团在收割中国铁矿石市场需求红利的同时，内

部消化新日铁亏损，最大程度上获得全球钢铁行业上游铁矿石利润。现阶段受此全球铁矿石

市场结构限制，中国进口铁矿石实际产生利润过半以上流入日本，中国本土铁矿石企业受国

际铁矿石价格冲击的同时，未因进口规模扩大产生实际利益（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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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三井财团全球铁矿石资源布局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与国际铁矿石市场相比，中国铁矿石行业市场化运作时间短、市场集中度不高、资本运

作经验不足、全球战略资源布局少，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缺少话

语权，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铁矿石行业规模化发展。 

4 中国铁矿石行业政策分析 

4.1 中国铁矿石行业主管单位 

中国铁矿石行业受中国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原环

保部）、工信部、商务部、应急管理部（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监

管。国家发改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

革的宏观调控部门，主要对铁矿石行业做出总体经济宏观调控，促进铁矿石开采业的可持续

发展；自然资源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生态环境部

门主管铁矿石行业的环境监督与管理，并负责拟定节能减排规划；工信部主要拟定并组织实

施铁矿石行业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及标准，监测铁矿石行业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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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及自主创新；国家应急管理部主要对铁矿石行业的生产安全问题进行监督与管理。 

4.2 中国铁矿石行业政策分析  

中国政府为促进铁矿石行业持续、健康、有序、稳定发展，自 2016 年以来，相继出台

多项政策，明确中国铁矿石行业现阶段首要任务为加强矿山环境建设，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优化产业结构及产业格局（见图 4-1）。 

图 4-1 中国铁矿石行业主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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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016 年 2 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

意见》，提出应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彻底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全面调查钢铁、煤炭

行业环境保护情况。进一步督促企业实现全面达标排放、严格依法征收排污费、严格环保执

法，做好钢铁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管理，加强部门联动和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

2016 年 11 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等部委联

合公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该规划指出按照绿色开发、节约集约、智

能发展的思路，发展勘查开发与利用技术体系，加快矿山企业技术、工艺和装备改造，加快

建设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矿山，大力发展“互联网+矿业”，大力推进矿业领

域科技创新。 

2017 年 5 月，中国自然资源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质检总局、银监会、证监

会等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要求新建矿山全部达到

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加快改造升级，计划建设 50 个以上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坚

持转型方式与稳步增长相协调，创新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产业发展新模式和经济增长新途

径。研究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创、企业主建、第三方评估的绿色矿山工作体系。2017 年

9 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开展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函》，该文件以政策引导、

地方主体，一区一案、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示范引导为原则，以优化矿山布局、调整矿业

产业结构、全域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创新绿色发展管理等主要任务，推动矿企资源相对富集、

矿山分布相对集中、矿业秩序良好、转型升级需求迫切。 

2018 年 6 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出台《冶金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该规范要求铁矿

石行业加强自律，促进矿山企业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矿地和谐，自觉承担节约集

约利用资源、节能减排、环境重建、土地复垦等责任。该规范是第一个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

行业标准,标志着中国绿色矿山建设进入了"有法可依"新阶段,将对中国矿业行业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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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作用。2019 年 5 月，中国发改委、工信部、能源局联合发布《2019

年钢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指出中国铁矿石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仍为兼并重组、转型升

级及布局优化，深入推进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严禁新增产能，防范已化解过剩产能复产。 

5 中国铁矿石行业发展趋势 

5.1 智能化开采，打造“智能矿山” 

智能矿山是以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主要载体的现代矿山建设的总称，旨在通过智能信息技

术的应用，实现物物、物人、人人的全面信息集成和响应能力，主动感知、分析、并快速做

出正确处理的矿山模式。现阶段，广泛被使用的智能矿山建设框架主要分为五个层次，分别

是设备作业层、过程控制层、生产执行层、企业管理层和决策支持层。企业通过综合利用空

间信息、数据处理、虚拟现实、智能开采、云网融合等技术将不同矿山条件形成的三维空间

动态图像与智能化采掘设备联网，实现采掘工作面无人化操作及远程操控（见图 5-1）。未

来，伴随着 5G 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矿山将成为中国铁矿石开采主要形

式。 

图 5-1 智能矿山技术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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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加拿大、芬兰、瑞典等发达国家为取得采矿行业国际竞争优

势，先后制定“智能化矿山”、“无人化矿山”等矿石智能化发展规划并取得部分商业化成果。 

2010 年，瑞典 LKAB 公司旗下基律纳铁矿采场凿岩、装运等环节成功采用智能化开采，全

矿现已基本实现无人智能采矿。预计到 2021 年，力拓集团位于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铁

矿可实现智能化开采，该项目总投资达 26 亿美元，设计铁矿石产能达 4,300 万吨/年。 

中国智能矿山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近十年来，伴随中国政府的不断重视和

扶持，中国部分大中型矿山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已得到一定

提高，智能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中国立项开展了多项与智能化采矿相关的重点或专项科技

攻关项目，如“数字化采矿关键技术与软件开发”、“地下无人采矿设备高精度定位技术和智

能化无人操纵铲运机的模型技术研究”、“井下（无人工作面）采矿遥控关键技术与装备的开

发”、“千米深井地压与高温灾害监控技术与装备”等项目，为面开展智能矿山建设奠定了良

好基础。 

5.2 通过“一带一路”，扩大海外资源布局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

带一路”连接了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陆

上及海上重要交通节点，为中国与各方形成合作共赢关系创建良好平台。通过“一带一路”，

中国铁矿开采企业获得较多合作机会，极大扩张中国海外市场铁矿石资源版图，如“一带一

路”沿线俄罗斯、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是全球重要铁矿石生产及出口国家，为中国铁矿石

企业开发国际铁矿石资源提供有力条件。 

中国政府支持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鼓励企业开启全球战略合作。现阶段，已进军

全球铁矿石资源市场的本土企业包括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宝武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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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等（见图 5-2）。2010 年 1 月，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以 1.5 亿英

镑收购非洲矿业公司 12.5%股权，获得该公司非洲唐克里里铁矿 20 年开采权。2010 年 3

月，宝武钢铁集团出资 6,850 万美元收购利比亚邦矿铁矿，年产铁矿石 1,000 万吨。2015

年 4 月，山东钢铁集团收购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旗下塞拉利昂唐克里里铁矿，铁矿石储量资源

约 137 亿吨。2018 年 7 月，中国冶金科工集团获得印度尼西亚塔里阿布岛铁矿开采权，预

计可开采铁矿石资源储量达 2 亿吨。 

图 5-2 中国铁矿企业“一带一路”布局情况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 中国铁矿石行业竞争格局 

6.1 铁矿石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现阶段全球铁矿石行业呈现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淡水河谷（巴西）、必和必拓（澳大

利亚）、力拓（澳大利亚）、FMG（澳大利亚）四大巨头铁矿石公司占据全球铁矿石市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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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市场份额。2018 年，淡水河谷共开采销售铁矿石 3.9 亿吨，必和必拓共开采销售铁

矿石 2.4 亿吨，力拓共开采销售铁矿石 3.4 亿吨，FMG 共开采销售铁矿石 1.7 亿吨（见图

6-2）。 

图 6-2 全球铁矿石行业竞争格局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铁矿石资源分布较为分散，规模以上铁矿生产区共 1,898 处，其中储量大于一亿吨

的大型矿区 101 处，合计储量占比 68.2%，储量在 0.1~1 亿吨的中型矿区 470 处，合计储

量占比 27.2%，储量小于 1,000 万吨的小型矿区 1,327 处，合计储量占比 4.6%。受铁矿石

资源分布格局影响，中国铁矿石行业呈现以大型矿山为主、地方中小型矿山为辅的铁矿石生

产结构（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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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中国铁矿规模统计（储量占比） 

 
来源：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全国规模以上铁矿企业共 1,523 家，其

中鞍钢矿业、华夏建龙、河钢矿业、攀钢矿业、太钢矿业、本钢集团、宝钢集团、马钢矿业、

首钢矿业、邯郸矿业等前十家铁矿企业铁矿石年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约 23.6%。与全球铁矿

石巨头相比，中国铁矿企业主体地位不明确、市场集中度低、竞争差异化明显。 

6.2 中国铁矿石行业代表企业分析 

6.2.1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6.2.1.1 公司概况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建龙）是一家集矿山采选技术研究、

矿产资源勘查、矿山设计、矿山投资开发、矿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集团化企业（见图 6-

3）。公司位于北京丰台科技园区，交通便利，现拥有员工 4,000 余人。2016 年，公司实现

销售收入 41.2 亿元，利润总额 1.4 亿，上缴税金 2.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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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华夏建龙简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1.2 竞争优势 

（1） 铁矿资源优势 

华夏建龙在内蒙、湖北、吉林、辽宁、河北、新疆等地拥有铁、铜、铅、锌、钼等资源

的探矿权、采矿权，产业布局遍布中国七个省区，拥有 20 余家子公司。华夏建龙年产铁精

粉 550 万吨，钼精粉 10,000 吨，铜金属 2,000 吨，锌精粉 3,000 吨，铅精粉 8,000 吨，

磷精粉 60 万吨，硫精粉 15 万吨，硫酸 11 万吨，硫酸钾 4 万吨，磷酸氢钙 2 万吨。 

（2） 技术优势 

华夏建龙通过与国内各科研院所合作加强公司技术实力，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其中，自

主研发的“碳热还原蛇纹石制备金属镁及副产品工艺”获得业内科研单位专家好评， "JKSW-

3 系列提升机智能监控系统软件" 和 "KJZP 智能盘闸报检系统软件”现已通过软件产品认

证。 

（3） 智能化开采 

华夏建龙旗下思山岭铁矿已探明铁矿石储量达 24.8 亿吨，是中国已探明最大单体矿，

现已成为科技部“深地矿产资源开采理论与技术研究项目”、国家安监总局“超大规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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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竖井（“双超”）攻关研究课题”依托矿山之一。该矿计划构建新型无人采矿模式，实现

资源与开采环境数字化、技术装备智能化、生产过程控制可视化、信息传输网络化、生产管

理与决策科学化，智能化开采优势明显。 

6.2.2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公司 

6.2.2.1 公司概况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公司（简称：“河钢矿业”）成立于 2008 年，是以铁矿石采选加工

为主营业务的国有大型冶金矿山企业，现所属公司、矿山分布在河北省 6 个城市（见图 6-

4）。公司荣获“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状”、“河北省明星企业”

等诸多荣誉称号。 

图 6-4 河钢矿业简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2.2 竞争优势 

（1） 铁矿石资源优势 

河钢矿业现有大型全资铁矿 4 个(石人沟铁矿、棒磨山铁矿、庙沟铁矿、龙烟矿山)，控

（参）股铁矿 3 个（司家营铁矿、承钢天宝、宁城宏大），正在开发建设铁矿 3 个（中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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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陈家窑铁矿、司家营二期），现有铁矿石储量 10.4 亿吨，规划铁矿石资源储量 46.3 亿

吨。 

（2） 环保优势 

2011 年以来，河钢矿业通过依法办矿、规范管理、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科技创新、

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等方面着手，对旗下矿山从矿产勘查、规划、设计、建设、

开采、加工等矿山全周期各环节进行把控。其旗下四座铁矿山经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

评选，现已被列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河钢矿业先后建成了河北省冶金矿山首家地下

采矿充填站，实现对矿山开采的无废化；建设亚洲最大的帷幕注浆工程，可对矿区地下水生

态平衡进行有效保护；中国首创采煤沉陷区做尾矿库，对土地资源进行有效节约。 

（3） 产业结构优势 

河钢矿业现已布局产业链上游民用爆破器材、矿山机械领域，依托铁矿石资源优势，以

铁矿石采选加工为主体，以有色和钒钛采选加工为两翼，以矿建、矿机、火工品制造和现代

物流为补充。河钢矿业在资源布局上，以冀东地区为主体，以张承和邯邢地区为两翼，以开

发省外、境外资源和整合民营资源为补充，是目前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化矿山企业。 

6.2.3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2.3.1 公司概况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本溪矿业”）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28 日，

是本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见图 6-5）。公司现有职工 1 万余人，共有四座铁矿山、三

座辅料矿山、四座后备铁矿山、四个选矿厂、一个球团厂。本溪矿业是一家以铁矿开采、选

矿和球团矿生产为主，辅料生产、运输、检修相配套，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和装备水平的大

型矿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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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本溪矿业简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3.2 竞争优势 

（1） 铁矿石资源优势 

本溪矿业现拥有南芬露天铁矿、歪头山铁矿、南芬铁矿、贾家堡铁矿四座在产铁矿，铁

矿石资源 10.5 亿吨。花岭沟铁矿、徐家堡铁矿、棉花堡铁矿 2-6 号矿体、花红沟铁矿等四

座后备铁矿山资源，铁矿石资源储量达 22.1 亿吨。公司具备年产铁矿石 2,500 万吨、铁精

矿 800 万吨、球团矿 200 万吨、生石灰 110 万吨的生产能力。 

（2） 设备优势 

本溪矿业先后引进美国 BE 公司 295B 电铲、德国利渤海尔 R9350E 电驱液压挖掘机、

美国阿特拉斯 PV351 电驱液压钻机、美国卡特彼勒公司 789C 机械轮自卸车、D10T 推土

机、德国塔克拉夫公司 ARs3000-50 排岩机、芬兰美卓矿机公司 HP5 圆锥破碎机等先进设

备，主体设备居中国同行业领先水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84.9 亿元。 

（3） 产业结构优势 

本溪矿业依托本溪钢铁集团母公司，打通铁矿石产业链中游铁矿石开采领域及下游钢铁

生产领域，有效提高企业利润空间。公司依托铁矿石资源优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深

化改革创新，加速产业优化升级，是中国铁矿石产量前 10 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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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

已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

站式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完整、最省时

的行业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

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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