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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鉴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现状和经济发展形势 � 建立战略矿产资源的储备及保障体制势在必行 ∀研究将对 

国家安全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矿产界定为战略矿产是建立战略储备及保障体制的第一步 ∀传统战略矿产资源 

的选择标准是静态的 � 然而矿产资源储量的动态变化 !利用主体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技术进步等一些动态因素都会 

对战略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产生影响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系统化的方法 � 是战略矿产资源 

界定的一个较好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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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 世纪 � 国际间对矿产资源的争夺将更激 

烈 ∀我国现在正处于以大量消耗矿物原材料为支撑 

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且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 

矿产资源消费国 ∀ 然而据最新的调查报告 �中国的 

许多资源不足 � 并将在二三十年内面临包括石油和 

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资源的短缺 �同时还将增加矿产 

资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 ∀ ���� 年全年原油进口 

首次超过 � 亿 大关 ∀ 在这种形势下 �如何保障矿 

物原材料的供应 � 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极为严 

峻的问题 ∀矿产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但各类矿产资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西方一些国 

家纷纷根据自己的国情 �将对国家安全与发展起决 

定性作用的矿产界定为战略矿产 �并为此制定了专 

门的保护与储备法规 ∀鉴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现 

状和经济发展形势 �建立战略矿产资源的储备及保 

障体制势在必行 ∀将对国家安全与发展起决定性作 

用的矿产界定为战略矿产是建立战略储备及保障体 

制的第一步 ∀ 

一 ! 战略矿产资源界定方法的 

总体思路 

关于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概念 � 张新安通过对国 

外矿产资源储备历史及现状的研究 � 归纳为 � 战略矿 

产系指国家安全所必需的 �国内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并且国外供应十分脆弱 �达到了急缺危险点的矿 

产 ≈� ∀陈毓川认为战略性矿产资源是指对国家经 

济 !社会发展 !国防安全必不可少 �而国内不能保障 

的矿产资源及可影响国际市场的矿产资源 ∀各国根 

据矿产资源情况和所处的政治 !经济 !军事地位 �确 

定各自的战略矿产资源 ∀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原 

则及矿种目前阶段应该是 � 国内短缺的 !为国民经济 

建设与发展所需的 !进口超过国内 �� � 以上的矿 

产 � 涉及国防安全的矿产资源 �可影响国际市场 !国 

内处于优势的矿产 ≈� ∀齐亚彬认为战略矿产的基本 

特征是 � 国防和经济建设必需 �战争期间依赖进口 � 

国内丰富或短缺 ≈� ∀我们认为我国战略矿产资源定 

义可考虑 � 战略矿产系指国防和经济建设必需的 !国 

内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并且国外供应脆弱 !达到了急 

缺危险点的矿产 � 或者是国防和经济建设必需的 !国 

内丰富 !资源的控制权由我国掌握的矿产 ∀ 

迄今为止 � 传统战略矿产资源的选择标准是静 

态的 � 既未能考虑矿产资源储量的动态变化特征 � 也 

未能考虑矿产资源利用主体的自我调整能力 ∀矿产 

地质储量会随着勘探技术的进步而增加 �同时技术 

进步也会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改变战略 

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 ∀寻找一种反映这种动态变化 

的界定方法 � 将可以为战略矿产资源的动态调整提 

供依据 ∀ 

然而 � 以上面的定义界定某种矿产资源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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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略矿产资源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定性的描述缺 

乏数量方面的准确性 ∀ 所以 �就必须找到一种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 !系统化的 !层次化的分析方法 �将 

界定战略矿产资源的主要动态影响因素都尽量考虑 

进去 ∀层次分析法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层次分 

析法� ϒ∈ℑ�∧ ⊃ ℘ ♦⊃ ⊕  ℑ ℘ ∪∧ ° ∉℘ ⊕  � 简称 ϒ ♦ ° 法�是 

美国运筹学家 × �←� ≥ℑℑ  ∧ 于 �� 世纪 �� 年代提出来 

的 �它是一种对较为模糊或较为复杂的决策问题使 

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段作出决策的简易方 

法 � 特别是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 ∀ 它将人 

们的思维过程层次化 � 逐层比较相关因素 � 逐层检验 

比较结果的合理性 � 由此提供较有说服力的依据 ≈� ∀ 

很多决策问题通常表现为一组方案的排序问题 �这 

类问题就可以用 ϒ ♦ ° 法解决 ∀ 

二 ! 用层次分析法对矿产资源进行 

战略重要性排序 

�一�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本文中层次结构模型分为三层 �最上面为目标 

层 � 最下面为方案层 � 中间为准则层�指标层� � 如图 � 

所示 ∀ 

图 1  战略矿产资源界定选择层次结构模型 

下面对准则层的准则做一一说明 � 

准则 Β� � 资源存量与开发的情况 ∀ 本准则主要 

考虑一些动态的影响因素 � 资源地质储量增长率 � 矿 

山建设投资增长率 � 资源生产能力 ≈� ∀ 

资源地质储量增长率 � �新增储量�保有储量� 

≅ ��� � 

矿山建设投资增长率 � �当年投入总额 � 上年 

投入总额��上年投入总额 ≅ ��� � 

资源生产能力指数 � �年实际生产能力�年资源 

消费需求量� ≅ ��� � 

我们用以上三个指标的平均数来综合反映资源 

存量与开发情况 ∀某种矿产资源的以上三个指标的 

平均数越小 � 其战略重要性程度越大 ∀ 

准则 Β � � 资源利用情况 ∀ 资源利用情况要考虑 

技术的进步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这些影响可以 

由以下的一些比率来综合反映 � 资源消耗增长率 !资 

源利用效率 !废旧资源回收率 ≈� ∀此外 � 还要考虑矿 

产利用主体的市场行为及自我调整能力 ∀其中 � 

资源消耗增长率 � �当年消耗量 � 上年消耗 

量��上年消耗量 ≅ ��� � 

资源利用效率 � 增加的 ♣⁄°�资源消耗量 ≅ 

��� � 

废旧资源回收率 � 废旧资源的回收量�资源消 

耗量 ≅ ��� � 

某种矿产的消耗增长率越大 �其战略重要程度 

越大 � 利用效率越低 �其战略重要程度越大 �利用主 

体的市场行为及自我调整能力越弱 � 回收率越低 �战 

略重要性程度越大 ∀ 

准则 Β � �关键矿产度 ∀ 本准则要考虑以下几 

点 � 是否是国防必需的 !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矿产 � 

缺乏已知的代用品�资源替代率� �其几个月的供应 

中断 � 将会严重影响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 � 是否是支 

柱性矿产品 ∀ 某种矿产越是关键矿产 �其战略重要 

性程度越大 ∀ 

准则 Β � �控制权集中度 ∀ 要考虑两种情况 �一 

是我国储量丰富 � 掌握着资源供应的控制权 � 二是我 

国国内产量无法满足需求 �资源供应受制于人 ∀ 如 

果某种矿产资源的储量丰富程度和另一种矿产资源 

的匮乏程度相同 � 则这两种矿产的战略重要性相同 ∀ 

我国储量丰富的优势矿产资源例如 �钨 !锡 !锑 !钼 ! 

稀土 !重晶石 !萤石 ∀这些矿产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十 

分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 ∀我国拥有这些矿产的大 

部分储量 �占世界总量 �� � 的钨储量 !�� � 的锡 ! 

�� � 的锑 !�� � 的钼 !�� � 的稀土 !�� � � � 的重品石 ! 

�� � 的萤石 ∀除钼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 �萤石居 

第三位以外 �其他五种矿产资源拥有储量均居世界 

第一位 ≈� ∀可见 � 我国拥有这些资源的控制权 �这种 

控制权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博弈的资本 ∀某种矿产严 

重匮乏指其国内产量无法满足需求 �并且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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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重大矿体前景不明 � 进口依赖程度达 �� � 以上 � 并 

且此进口依赖程度可能是逐年增加的 �进口来源国 

相对单一�小于 � 个� �并且主要的供应国在非常时 

期可能处于敌对的立场 ∀ 此外 �对于我国匮乏的矿 

产 � 还要考虑军事影响因素 !运输影响因素和国际市 

场的影响因素 ∀ 某种矿产资源的控制权越集中�大 

部分由我国控制或对外依存严重� � 其战略重要性程 

度越大 ∀ 

�二�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层次结构反映了因素之间的关系 �但准则层中 

的各准则在目标衡量�选择界定战略矿产资源�中所 

占的比重并不相同 ∀用 � ∗ � 及其倒数作为标度 � 来 

反映各个因素相对重要性�见表 �� ∀ 

表 1  � ∗ � 标度表 

标度 含   义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具有相同重要性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 � � � � � �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因素 ι 与因素 ϕ的重要性之比为 αιϕ ,那么因素 ϕ与 

因素 ι 重要性之比为 α ϕ ι � 
� 
α ιϕ 

∀ 

通过比较准则层各个准则对总目标的重要程 

度 � 构造目标层成对比较矩阵 Α � 

Α Β� Β� Β� Β� 

Β� � � �/ � �/ � 

Β� �/ � � �/ � �/ � 

Β� � � � �/ � 

Β� � � � � 

通过搜集石油 � 钨 � 铬铁矿这三种矿产目前的资 

料 � 构造方案层对应于准则层的成对比较矩阵 Β� ! 

Β � !Β� 和 Β� ∀ 

Β� Χ � Χ � Χ � 

Χ � � � � 

Χ � �/ � � �/ � 

Χ � �/ � � � 

Β� Χ � Χ � Χ � 

Χ � � � �/ � 

Χ � �/ � � �/ � 

Χ � � � � 

Β� Χ � Χ � Χ � 

Χ � � � � 

Χ � �/ � � � 

Χ � �/ � �/ � � 

Β� Χ � Χ � Χ � 

Χ � � � � 

Χ � � � � 

≤� ��� ��� � 

�三�  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的计算和一致性检 

验 

经计算�本文系用 ⊆ℑ  ⊂ℑℜ软件计算�成对比较 

矩阵 Α的最大特征值 Κ� � � ��� � ∀该特征值对应的 

归一化特征向量 Ξ � ⇔ � � ��� �� � ��� �� � ��� �� � ���⇑ 

ΧΙ � 
� .��� � 

� � � 
� � .��� 

ΡΙ � � .�� 

ΧΡ � 
� � ��� 

� � � 
� � � �� � � � � 

一致性比率 ΧΡ � � � � � 表明 Α通过一致性检验 ∀ 

对成对比较矩阵 Β � !Β � !Β � !Β � 求层次单排序 

的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结果如表 � 所示 ,计算 

ΧΡ κ 可知 Β� !Β� !Β� !Β� 通过一致性检验(见表 �) ∀ 

表 2  方案层对准则层权值计算表 

κ � � � � 

Ξ 
κ� � .��� � .��� � .��� � .��� 

Ξ 
κ� � .��� � .��� � .��� � .��� 

Ξ 
κ� � .��� � .��� � .��� � .��� 

Κ κ � .��� � � .��� � � .��� � � .��� � 

ΧΙ κ � .��� � .��� � .��� � .��� 

Ρ Ι κ � � �� � � �� � � �� � � �� 

计算层次总排序�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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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层次总排序权值计算表 

准  则 
资源利 
存量与 
开发 

资源利 
用情况 

关键矿 
产度 

控制权 
集中度 

总排序 
权值 

准则层权值 � � ��� � � ��� � � ��� � � ��� 

方案层 
单排序 
权值 

石油 � � ��� � � ��� � � ��� � � ��� � � ��� 

钨 � � ��� � � ��� � � ��� � � ��� � � ��� 

铬铁矿 � � ��� � � ��� � � ��� � � ��� � � ��� 

决策层对总目标的权向量为 �Ξ � ⇔ � ���� � 

� � ��� �� � ���⇑ 

Χ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层次总排序通过一致性检验 ∀ ⇔ � � ��� � � � ��� � 

� � ���⇑可作为最后决策的依据 ∀即战略矿产的权重 

排序为 石油 � 钨 � 铬铁矿 ∀ 

三 ! 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以上的战略矿产的权重排序 �石油 � 钨 � 铬铁矿 ∀ 

这说明石油 !钨 !铬铁矿这三种矿产中 �第一个应被 

界定为战略矿产的是石油 �其次是钨 �再次是铬铁 

矿 ∀必须说明 �以上的排序并没有说明排在最后的 

铬铁矿不是战略矿产资源 �而只是说明相对于石油 

和钨 � 铬铁矿战略矿产的程度较小而已 ∀ 矿产资源 

有很多种 �战略矿产资源评价目的是得到所有矿产 

的战略矿产权重排序 ∀ 方案层的方案数可以是 � 

个 !� 个或更多 ∀但方案数目过多会增加计算的不准 

确性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计算的次数来解决准确性 

问题 ∀比如 � 现在已经计算出了石油 !钨 !铬铁矿的 

战略矿产权重排序 �再计算铬铁矿 !铜 !锌的战略矿 

产权重排序 �之后再计算锌 !煤炭 !稀土的排序 , , 

直到所有的矿产都经过排序 ∀ 比较这些排序结果 � 

可以得到一个总的排序 �然后再合理确定总排序的 

前几位为战略矿产资源 �最终一个战略矿产资源的 

清单就会被确定下来 ∀ 

影响结果质量的关键因素是准则层准则的选择 

和各个成对比较矩阵的构造 ∀ 更多的 !更恰当的准 

则将会提高最终的评价结果质量 ∀ 同样 �成对比较 

矩阵构造的越恰当 � 也越使评价结果更合理 ∀ 因此 � 

如何选择恰当的评价准则和恰当的构造成对比较矩 

阵是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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