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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成員以及與美國簽署自
貿協定的國家生產的鋰，約佔全
球產量 30%，鈷產量為全球
20%，至於良好的導電材料天然鱗
狀石墨產量，則僅佔全球約1%。日
前結束的G7峰會上，與會成員國領
袖就宣稱，不能讓各國對中國精煉關
鍵礦物的依賴度超過80%，相關供應
鏈必須「去風險化」。
不過就目前而言，發達國家礦產資源

並不佔優，預計日後還會出現長期短
缺。負責能源及環境事務的美國副國務
卿費爾南德茲今年3月就表示，預計到
2050年，全球主要交通運輸工具均轉型
為電動汽車，鋰需求量料達現時的42倍。
儘管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正尋求簡化批准開
發美國本土礦產程序，然而審批流程仍需
時數年甚至數十年，難解燃眉之急。

發達國多為需求方 供應盟國捉襟見肘
美國近期亦積極與澳洲、日本和歐盟等

盟友簽訂礦產協議，然而分析指出，發達
國家多是礦產需求方，現有的關鍵礦產都
無法自給自足，供應給盟國更是捉襟見
肘，合作夥伴之間也會衍生出競爭。加拿
大駐美大使希爾曼就承認，盟國在關鍵礦
產領域某種程度上也是競爭對手，「這是

一種夥伴關係，但當中會有一定程度的緊
張氛圍。」
發達國家尋求與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
達成協議，也會面臨一定的內部阻力。近
期全球最大的鎳生產國印尼正提議與美國
簽約，由美方給予印尼一定貿易優惠，換
取印尼供應鎳礦。然而不少美國官員和國
會議員都聲稱，從印尼等地進口平價成本
的礦產，將會損害美國自家礦區產能和價
值。甚至美方考慮與日本達成礦產協議，
都面臨類似批評聲音。

美對礦業補貼遠不足零部件生產商
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

究員亨德里克斯指出，拜登政府對於打造
「關鍵礦產安全供應鏈」的策略並不連
貫。
例如拜登推出《氣候法案》推廣在美製

造電動車，專門為電池等零部件的生產商
提供稅收優惠吸引投資。但與此同時，政
府為美國本地礦業的補貼遠遠不足，自然
讓美國很難構建完整供應鏈，阻礙後續生
產銷售進度。
白宮前官員、曾負責拜登政府關鍵礦產
策略的顧問哈里斯認為，美國除加速批准
開發本土礦產外，還需要一個接納更多國
家的跨國談判框架，制訂礦產儲備計劃，
「這是一項需要兩邊兼顧的戰略，需要做
的事情實在太多。」

全球「關鍵礦產」競爭加劇
美歐需求極高難佔優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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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合作開發圖抵消中國優勢 內部阻力礙實現自給自足
香港文匯報訊 關鍵礦產安全事
關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國家安
全，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已由產業
問題上升為國家戰略問題。
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
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建武分
析，歐美國家的關鍵礦產戰略調
整，將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
強調供應鏈「去風險化」，其目
的正是應對中國快速發展帶來的
挑戰，試圖加強在經濟、科技領
域對中國的競爭優勢，以期維護
其全球統治地位。
分析指出，中國的快速崛起，特

別是新興技術領域的進步，使美國
等西方傳統強國感受到威脅。目前
看來，新能源、電動車、高端製
造、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都是歐美打壓中國的主要領域。在
作為產業鏈源頭的資源供應領域，
歐美國家將中國作為全球關鍵礦產
的主要爭奪者，將遏制中國發展作
為其關鍵礦產戰略內在目標，「打
壓中國」也被視作遏制中國有效手
段。

美以「負責任」名義打壓中國海外礦業
近年來，美國以推行「負責任」

「可持續」方式開採礦產資源的名

義，通過某些國家政府對中國海外
礦業企業施壓。以電池原材料鈷的
主要產地剛果民主共和國為例，去
年8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該
國期間，就宣稱提供3,000萬美元
援助，支持當地政府審查礦產開發
合約、加強問責力度。分析認為，
部分在當地的中資礦業企業此後受
到相關調查，不排除是被美國針
對，以進一步遏制中國發展電動車
產業。
美國國務院去年6月還宣布與多
個盟友建立「礦產安全夥伴關係」
（MSP），以構建關鍵礦產供應
鏈。其參與國包括澳洲和加拿大等
礦產資源生產大國，亦有加工和消
費大國，可構成完整產業鏈。李建
武分析相信，這正是一個美國主
導、主要西方國家參與、謀求將中
國排除在外的關鍵礦產供應鏈聯
盟。
分析最後提到，中國與美國等發
達國家對關鍵礦產的競爭，關係到
產業發展和大國競爭，關鍵礦產安
全依賴於整個供應鏈的安全。關鍵
礦產戰略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中
國應繼續堅定不移開展國際礦業投
資合作，堅持負責任開發和互利雙
贏原則，穩定海外資源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 獲取關
鍵礦產後，如何將其高效
投入新興產業非常重要。

中國企業掌握全球逾半鋰礦開採
《紐約時報》分析指出，在
製造電動汽車電池這一「本世
代的決定性競爭之一」之
中，中國在採礦、冶煉、零
部件製造、配套生產、組裝
及銷售等領域都佔據優勢。
估計到2030年，中國的電
池產量可達其他所有國家
總和兩倍有餘，部分發達
國家很難短期收窄產業鏈
和生產技術等領域的差

距。
報道提到，中國企業現時在
五大洲都有礦業公司股份，掌
握着全球41%的鈷礦開採和半
數以上鋰礦開採。礦產開採後
會運回中國，提煉成電池材
料。在政府支持下，中國企業
能以更具競爭力的成本精煉礦
產，全世界95%的錳、73%的
鈷、70%的石墨、67%的鋰、
63%的鎳都在中國精煉。
得益於長年的技術研發，中

國還掌握高效實惠的電池組件
生產方法，包括電池陰極、陽
極、位於兩極之間防止短路的
零部件隔膜，以及電池導電所

需的電解液等零部件，多數都
由中國企業生產。由此一來，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希望投
產，都需要與有經驗的中國企
業合作。
報道最後指出，中國曾制訂
《汽車動力蓄電池行業規範條
件》，規定在售電動汽車需搭
載符合條件、進入「白名單」
目錄的電池，才能享受相關補
貼。這為中國電池企業發展贏
得了寶貴的時間。隨着中國電
動車企業日漸壯大、向海外擴
展市場，中國電池企業自然能
憑藉多年國家扶持和自身經
驗，保持較大領先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更重視自身關鍵礦
產資源，採取多種保護措施。智利是電動汽車電池關鍵原料
鋰的主要生產國，總統博里奇上月宣布，該國的鋰產業將收
歸國有化，未來的鋰礦開採合同將只向國家控制下的公私合
營企業發放。分析認為繼墨西哥將鋰礦國有化、印尼禁止出
口同為電池原料的鎳之後，智利的計劃將為全球電動汽車產
業鏈帶來新挑戰。
智利是全球第二大鋰生產國，同時也是全球第三大鋰資源
國，當局現時允許智利本地及美國兩間私企，通過特許開發
合同授權開採智利的鋰礦。博里奇強調，鋰礦是對智利有戰
略價值的項目，當地國有企業必須在公私合營中佔據控股地
位，預計日後電池製造商與智利的鋰電池公司續簽合約時，
合約條件或會比過去更嚴格。
有報道披露，同為鋰礦大國的阿根廷、玻利維亞正與智利
協商，推進建立類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鋰三
角」，就鋰價和協調生產達成一致，為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
相關技術研發制訂準則。礦業代表分析認為，智利頒布國家
鋰戰略，不排除就是拉丁美洲國家推進「鋰三角」的節點，
但也可能促使未來鋰礦投資轉向澳洲等其他鋰礦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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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西方國家近期為保證關鍵礦產供應各自
出招，包括有序恢復本地生產、在盟友之間協調礦產開
發，以及尋找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從美
國考慮恢復本地鈾礦生產，到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七國集團
（G7）峰會結束後，專程訪問稀土等資源豐富的蒙古
國，都體現發達國家的關鍵礦產布局。
受開採成本影響，美國鈾礦現時依賴進口，不過俄烏衝
突爆發後，美國有意削減甚至完全禁止從俄國進口鈾礦，
恢復本地開採也提上日程。預計位於得州的梅薩鈾礦將於
明年底開始投產，猶他州政府預計也會重新啟用數年前關
閉的一間礦場，將產量和生產效率翻倍。

韓加強化礦產來源地多樣化
韓國當局上周三宣布，韓方與加拿大簽署關於關鍵礦產

供應鏈、潔淨能源轉型、能源安全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加
強礦產來源地多樣化。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提到，為了應
對美國加強補貼本地企業的《通脹削減法案》，韓加兩國
需要緊密溝通，兩國在潔淨能源技術等方面擁有巨大合作
需求，有望實現互利共贏。
馬克龍在蒙古國的會談也聚焦礦產領域合作。馬克龍會
後表示，法國跨國能源公司歐安諾集團與蒙古國達成合作
夥伴關係，兩國會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方面合作，推動礦
產開採出口，幫助蒙古國實現經濟轉型，「我們決定共同
努力，通過蒙古國的關鍵金屬來加強我們的能源主權。」

中國電動車電池領域遙遙領先

發展中國家保護自身礦產 智利鋰礦擬收歸國有

美擬恢復鈾礦產
馬克龍訪蒙古國聚焦稀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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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關
鍵礦產」有10
餘 年 資 源 優
勢。圖為中國
企業贛鋒鋰業
在澳洲西部的
大型鋰項目。

網上圖片

▼ 剛果民主共
和國盛產鋰，
礦工正在馬諾
諾河域收集錫
石。

網上圖片

◆非洲鋰礦成為中國重要電池組件的前沿陣地。圖為中國一家電
池工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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