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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国稀土行业迎来重要里程碑，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稀土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于2024年10
月1日起全面施行。

 《条例》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其制定过程历经了广泛的社会讨

论与修订。该《条例》共计32条，全面覆盖了稀土工作的基本原

则、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产业高质量发展、全产业链监管、监

督管理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多个关键领域。

 《条例》明确指出，“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侵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国家依法加强对稀土资源的保护，

对稀土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这一规定为稀土资源的保护性开

采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同时，《条例》还强调国家对稀土

产业发展实行统一规划，要建立健全稀土全产业链监管体系，对

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实施总量调控，并持续优化动态管理机制。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数据，2023年我国稀土产量为24万吨，同

比增长14.29%，美国4.3万吨，位居第二，全球稀土产量为35万
吨，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的68.57%，当前全球稀土资源储量为

1.1亿吨，中国储量为4400万吨，占全球储量的40%，是最大的

稀土资源储备国，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在稀土产能控制方面的较大

优势。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猛崛起，构成了稀土需求增长的关键驱动

力，风力发电、节能家电、工业电机等多个关键领域也对稀土需

求构成支撑。对于那些受益于稀土行业规范发展的头部企业，如

中国稀土、北方稀土、广晟有色等，其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建议

投资者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国内

外市场系统性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全球稀土产业政策发生

较大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美元汇率持续贬值；

全球通胀持续加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重大不利变化风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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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稀土行业迎来重要里程碑，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稀土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于2024年10月1日起全面施

行。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稀土资源管理体系的进一步

完善，更为稀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铺设了坚实的法律基石。

《条例》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其制定过程历经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与修

订。早在2021年1月15日，工信部就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了对《稀土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打磨，最终由国务

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正式对外公布。该《条例》共计32条，全面

覆盖了稀土工作的基本原则、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产业链监管、监督管理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多个关键领域。

《条例》明确指出，“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国家依法加强对稀土资源的保护，对稀土资源实

行保护性开采”，这一规定为稀土资源的保护性开采提供了强有力的法

律支撑。同时，《条例》还强调国家对稀土产业发展实行统一规划，要

建立健全稀土全产业链监管体系，对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实施总量调控，

并持续优化动态管理机制，旨在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强化资源保护，

推动稀土产业的绿色发展。

我国稀土产业在全球舞台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通过深化供给

侧改革，稀土资源的开采与冶炼分离能力稳步提升。根据美国地质勘探

局数据，2023年我国稀土产量为24万吨，同比增长14.29%，美国4.3万
吨，位居第二，全球稀土产量为35万吨，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的68.57%，

当前全球稀土资源储量为1.1亿吨，中国储量为4400万吨，占全球储量

的40%，是最大的稀土资源储备国，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在稀土产能控制

方面的较大优势。随着《条例》的正式实施，稀土供给侧的监管力度将

进一步加强，行业整合步伐也将加快，从而有效提升稀土产品的议价能

力，助力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稀土元素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新能源、磁性材料、催化剂、光

学玻璃、农业以及冶金、环境保护、医药等多个方面。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迅猛崛起，构成了稀土需求增长的关键驱动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的持续攀升，市场对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展现出强劲的

增长态势。此外，风力发电、节能家电、工业电机等多个关键领域也对

稀土需求构成支撑。上述行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打开了稀土需求的增长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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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政策的持续规范与深入整治，我国稀土行业的发展环境正迎来

显著的优化与提升，稀土行业将在一个更加健康、有序、可持续的环境

下高质量发展。对于那些受益于稀土行业规范发展的头部企业，如中国

稀土、北方稀土、广晟有色等，其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建议投资者重点

关注。

风险提示：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国内外市场

系统性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全球稀土产业政策发生较大变化；美

联储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全球通胀持续加剧；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重大不利变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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