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给增速放缓 需求迎全面复苏

稀土价格上行通道或开启

本报记者 钟志敏 张军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12家稀土上市公司披露2022年业绩预告或快报，除包钢股份外，全部预喜。 业内人士表示，稀土价格的政策底已明确，2023年国内稀土指标增速或放缓。 在供应格局持续优化和需求有望迎来全面复苏的背景下，稀土价格上行通道或已开启。

多家公司业绩大幅预增

按净利润预增幅度上限统计，中科三环位居第一，同比预增62.96%-138.17%；中国稀土位居第二，预计盈利3.62亿元-4.62亿元，同比增长85.01%-136.19%；英洛华位居第三，同比预增65%-105%。

需求向好，价格上涨是多数稀土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稀土表示，报告期内，部分稀土商品的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幅度较大，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销售毛利率及整体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上升。

中科三环表示，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产品需求变化，努力开拓市场；公司产品价格同比有所提高，使得公司营业收入有明显提高。 同时，公司继续优化经营管理，加强原材料集中采购，在成本控制方面有所提升。 此外，人民币贬值使得公司汇兑收益有所增加。

铂科新材预计2022年盈利1.85亿元-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82%-66.29%。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受益于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等下游高景气行业的高速发展，金属软磁材料需求旺盛，公司积极扩充和布局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公司主营业务高速增长。

厦门钨业1月19日发布2022年业绩快报，公司表示，2022年度，稀土产业下游需求向好，稀土产品价格整体上涨，公司稀土业务盈利继续提升，主要深加工产品磁性材料实现销量约6495吨，同比实现小幅增长。 公司稀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1.35亿元，同比增长27.70%；实现利润总额3.17亿元，同比增长38.58%。

供应格局持续优化

经过稀土集团的两轮整合和打击非法稀土产业链常态化，国内稀土供应格局持续优化，供给可控能力显著提升。

2014年，国内开启了第一轮稀土集团整合，“1+5”模式的六大稀土集团诞生。 即北方“1”以包钢集团（旗下包钢股份、北方稀土）组建成立北方稀土集团，南方“5”分别以央企五矿集团、中铝集团（中国稀有稀土）和地方国企广东稀土（广晟有色）、南方稀土（赣州稀土、江西铜业、江钨控股集团）、厦门钨业组建稀土集团，并于2015年起陆续完成验收工作。 2016年12月27日，六家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组建工作全部完成，大集团主导我国稀土产业的格局基本形成。

2021年末，第二轮稀土集团整合开始，六大稀土集团进一步整合成四大稀土集团，国内稀土供应格局进一步得到优化。

业内人士表示，从稀土资源储量掌控情况来看，轻稀土基本已经形成北方稀土集团为主，中国稀土集团为辅的资源格局，2021年北方稀土集团掌控国内轻稀土资源储量占全国比例达到92%，中国稀土集团占比8%；重稀土基本已经形成中国稀土集团为主，广东稀土集团为辅的资源格局，2021年中国稀土集团掌控国内重稀土资源储量占全国比例达到90%，广东稀土集团占比10%。

从稀土矿产品指标配额来看，2022年起原本中铝集团、五矿集团、南方稀土三大集团的指标统一为中国稀土集团的指标。 2022年，轻稀土配额方面，北方稀土、中国稀土集团分别占比74%、26%；重稀土配额方面，中国稀土集团、广晟有色、厦门钨业分别占比68%、14%、18%。 不论是国内稀土资源储量掌控格局，还是指标配额分布，中国稀土集团与北方稀土集团的“一南一北”“一重一轻”模式已初具雏形，国内稀土供应格局进一步得到优化。

2022年初以来，中国稀土集团围绕资源整合、数字化发展、人才引进等与多方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广晟集团、江铜集团、江西理工大学、中国联通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稀土集团的成立与发展，有望进一步优化国内稀土供应格局并提升稀土资源供应可控能力。

在打击非法稀土产业链方面，2016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实现稀土产品开采、冶炼分离到流通、出口全过程追溯管理，有效倒查市场上稀土产品来源，从根源上打击非法稀土产业链。 此后，打击非法稀土产业链活动进入常态化阶段，随着非法稀土开采点的减少以及相关工具的没收，国内非法稀土产业链几乎不复存在，供给可控能力显著提升。

海外稀土供应方面，据中金有色研究院统计，目前海外共计43个稀土项目，其中29个为轻稀土项目，14个为重稀土项目。 中金有色研究院认为，海外稀土项目虽为数不少，但总体来说开发进度缓慢且多数低品位矿山开发经济性不高。 因此，以中国供应为主的格局有望延续。

需求不断提升

高性能钕铁硼是稀土下游需求占比最大且成长性最好的领域。 在碳中和战略下，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不管是电动车，还是风电、节能电梯、变频空调、消费电子、工业电机、机器人等，都要用到永磁。

业内人士表示，2021年全球高性能钕铁硼需求主要集中在汽车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中的永磁电机、传统汽车中的EPS和微电机，合计占比45%。 在新能源汽车高速增长以及能效标准提升的背景下，预计2025年新能源汽车或成为高端磁材最大消费比例下游，占比达到40%；同时，工业电机在2025年需求占比或达到17%。

价格方面，氧化镨钕价格自2022年2月23日达到区间价格最高点110万元/吨后，由于稀土价格上涨过快引致政策调整以及下游成本传导不畅，再叠加疫情影响，稀土价格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下行之路。 2022年9月6日以来，稀土相关产品价格出现企稳回调现象，氧化镨钕价格在60万-65万元/吨的低位区间已徘徊三月之余，且2022年8月17日工信部发布2022年第二批稀土指标（同比增长30%，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中金有色研究院认为，稀土价格顶着供需两侧的压力在相应的底部区间徘徊，库存或已在急速下跌过程中不断去化。

近期需求预期的改善带动市场情绪转好，稀土价格已出现回升。 目前，氧化镨钕价格已突破70万元/吨，氧化铽价格已达1500万元/吨，均突破去年10月反弹高点。

业内人士表示，2022年9月2日，工信部明确发声维稳稀土价格，2023年国内稀土指标增速或放缓。 在2023年需求全面复苏的背景下，稀土价格上行通道或已经打开。

中金有色研究院表示，展望未来，国内供应不断集中且供给可控能力持续提升，海外新建项目进度缓慢，而下游新能源车、工业电机等高速发展领域方兴未艾，人形机器人等新兴应用层出不穷，预计2022-2025年全球轻稀土矿供需平衡分别为2 .3万吨、-0 .08万吨、-1 .1万吨、-1 .3万吨REO，全球重稀土矿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2022-2025年分别为-2098吨 、-3324吨、-1408吨、-3973吨REO，有望支撑稀土价格高位运行。

扩产迭起

隔膜行业竞争格局生变

●本报记者 罗京

近日， 隔膜行业再迎扩产潮。

星源材质、东风股份接连宣布投建

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看好行业发

展前景。此外，受行业高景气影响，

多家隔膜企业2022年业绩预喜。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多家企业

隔膜产能逐渐进入释放期，且新进

入者持续涌入，2023年隔膜行业

竞争格局生变。

扩产不断

近日，星源材质、东风股份接

连宣布投建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2月9日晚，东风股份公告称，

基于对新能源、储能等新型材料板

块的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

司控股子公司博盛新材之全资子

公司盐城博盛拟投资20亿元，在

盐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建设

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电池隔膜及其

他综合材料生产研发项目，项目建

设周期为2023-2024年，并根据市

场情况分期投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1月30日晚，

东风股份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博盛

新材之全资子公司湖南博盛拟投

资20亿元， 在湖南娄底经济技术

开发区内建设新能源动力及储能

电池隔膜及其他综合材料生产研

发项目，项目预计于2023-2024年

分期投资建设。

资料显示， 博盛新材创立于

2015年， 是国内少数具备量产

12μm干法隔膜的公司， 已进入

比亚迪、宁德时代的供应商体系，

向动力电池、 储能客户提供相关

材料。

根据公告，截至2022年末，博

盛新材共有八条生产线和一条试

验线。 其中，盐城博盛拥有四条生

产线，湖南博盛拥有四条生产线和

一条试验线。 2022年上半年，湖南

博盛产能利用率达83.49%，2022

年下半年其生产基地的产线均处

于满产状态。盐城博盛为博盛新材

在2022年开始运作的新基地，处

于产线逐步调试上线、产能利用率

持续提升阶段， 截至2022年末其

产能利用率已处于较高的水平。

公开信息显示， 东风股份主

营烟标印刷包装及相关材料的研

发、设计、生产。 公司近日在接受

调研时表示， 收购博盛新材是公

司正式迈入新能源动力及储能材

料的第一步， 未来公司将全面聚

焦到新能源新材料板块， 并逐步

加大投资力度。

无独有偶。 2月2日晚，星源材

质公告称，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能

布局， 满足客户产能配套需求，结

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战略规划，

公司拟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投

资建设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

拟投资总额为100亿元，建设内容

包括年产32亿㎡湿法隔膜、16亿

㎡干法隔膜及35亿㎡涂覆隔膜。

星源材质表示，此次对外投资

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干法、

湿法隔膜产能及高性能涂覆锂电

池隔膜产能，更好地满足锂离子电

池隔膜的中高端市场对公司产品

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

体实力，进一步巩固并提高公司的

行业地位。

业绩亮眼

受益于隔膜行业景气高涨，多

家企业2022年产品出货量快速提

升，业绩预告普遍预喜。

湿法隔膜龙头恩捷股份预计

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39亿元

-43亿元， 同比增长43.51%-58.

23%。 恩捷股份表示，报告期内公

司紧抓锂电池隔离膜业务的行业

发展机遇，持续提升湿法锂电池隔

离膜产能，产量和销量持续稳定增

长，业绩大幅提升。

星源材质表示，受益于所处行

业发展趋势良好及前期投入项目

产能释放，2022年公司整体利润

水平显著增长， 预计2022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7.1亿元-7.5亿元，同

比增长150.98%-165.12%。

璞泰来预计 2022年实现归

母净利润30 . 5亿元-32亿元，同

比增长74 . 41%-82. 99%，报告期

内，公司主营业务之一隔膜涂覆

加工业务量2022年高速增长，市

场占有率继续提升，规模经济性

不断呈现。

跨界选手美联新材预计2022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2.85亿元-3.6

亿元，同比增长350%-469%。 资

料显示，美联新材主营塑料色母粒

业务，子公司安徽美芯主营电池湿

法隔膜。公司近日在投资互动平台

表示，安徽美芯目前已有4条生产

线建成投产，年产能可达3亿㎡，产

能已满负荷运行。

《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

发展白皮书 （2023年）》（简称

《白皮书》） 数据显示，2022年中

国锂离子电池隔膜出货量同比增

长65.3%，达到133.2亿㎡。其中，湿

法隔膜出货量突破100亿㎡，达到

104.8亿㎡， 干法隔膜出货量达到

28.4亿㎡。

东吴证券表示，2022年湿法

隔膜供不应求， 满产满销， 预计

2023年湿法隔膜供需维持紧平

衡，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

排名变动预计较大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多家企业

隔膜产能逐渐进入释放期，且新进

入者持续涌入，2023年隔膜行业

竞争加剧，竞争格局生变。

中材科技近期在接受机构调

研时表示， 预计2023年隔膜新增

产能将超过20亿㎡， 年底产能将

达到35亿㎡-40亿㎡，到2025年底

产能将达到70亿㎡。

恩捷股份董秘禹雪曾在公司

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公司计划

2023年和2024年每年新增30条以

上湿法隔膜产线， 到2023年底产

能达到100亿㎡，目标是2025年湿

法隔膜交付能力超120亿㎡。

中信建投研报预计，星源材质

2023年将新增15亿㎡产能，2023

年底总产能将达45亿㎡。

据《白皮书》数据，2022年

我国锂电池隔膜出货量排名前

三的企业分别是上海恩捷（恩捷

股份控股子公司）、星源材质、中

材科技，上海恩捷以接近40%的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其次为星源

材质，两家隔膜企业合计市场份

额超过50%。

《白皮书》还指出，2022年中

国隔膜行业的企业集中度相比

2021年有所降低，CR2和CR10均

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包括璞泰来

卓勤、恒力石化、美联新材、长阳

科技等新进入者开启了大规模的

投资计划， 行业竞争格局未来还

将生变。

“这些新进入者正加快产能

建设，且在资金与管理方面具备一

定优势。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

新联盟秘书长于清教告诉记者，从

最近三年的竞争格局来看，上海恩

捷、星源材质、中材科技头部地位

稳固，第一梯队企业排名变化应该

不大，但二、三梯队企业竞争加剧，

再加上新进入者产能的释放，排名

变动预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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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志敏 张军

1月动力电池装车量出炉 第二梯队企业排名变数大

●本报记者 罗京

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最新数据，2023年1月我国动力电池装

车量16.1GWh，同比下降0.3%，环比下

降55.4%。 从装车量排名看，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中创新航依旧位列装车量排名

前三，其他名次企业再度生变，动力电池

第二梯队企业竞争白热化。

业内人士表示， 配套热销新能源车

型是第二梯队动力电池厂商装车量快速

起量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车企为了保障

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会引入多家电池供

应商，预计2023年第二梯队动力电池企

业竞争格局仍存变数。

1月装车量下降

2023年1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16.1GWh， 同比下降0.3%， 环比下降

55.4%。 其中，三元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装车量分别为5.4GWh、10.7GWh。

产量方面，1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

共计28.2GWh。 其中，三元电池、磷酸铁

锂电池产量分别为9.8GWh、18.3GWh。

出口方面，1月我国动力电池企业电池

出口共计7.9GWh。 其中，三元电池、磷

酸 铁 锂 电 池 出 口 分 别 为 5.4GWh、

2.6GWh。

排名方面， 与去年1月和12月名次

相比，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依旧

位列1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榜单前

三， 分别实现 7.17GWh、5.51GWh及

0.79GWh 装 车 量 ， 市 占 率 分 别 为

44.41%、34.12%、4.93%。

中汽协表示， 由于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退坡， 同时叠加市场价格波动明显

等因素影响，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达到42.5万辆和40.8万辆， 环比分别下

降46.6%和49.9%，同比分别下降6.9%和

6.3%。 其中，纯电动新能源车产量、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19.6%和18.2%；插电式混

合动力新能源车产量、 销量同比分别上

涨48.5%和42.5%。

企业竞争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名之外，1月

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榜单上其他名次企

业再度生变， 动力电池第二梯队企业竞

争白热化。

与去年1月榜单相比，国轩高科、蜂

巢能源、孚能科技等出现名次下滑，亿纬

锂能、欣旺达等排名上升。 与去年12月

榜单相比，欣旺达、孚能科技、瑞浦兰钧

等出现名次下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等

排名上升。

盖世汽车研究院总监王显斌告诉记

者：“配套热销新能源车型是第二梯队

动力电池厂商装车量快速起量的主要驱

动力” 。 以欣旺达为例，公司是极氪001

动力电池供应商之一，2022年极氪001

月交付量从最低1795辆到最高11337

辆，不断攀高，最终全年交付71491辆，

拉动欣旺达动力电池出货量。

2月8日， 理想汽车在新车发布会

上宣布， 已与蜂巢能源和欣旺达两家

电池商合作， 后者建立专有的生产线

生产理想自研的电池PACK。今年1月，

理想汽车交付新车15141辆， 同比增

长23 . 4%， 在众多造车新势力中表现

优异。

王显斌也表示， 新能源车企为了保

障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会引入多家电池

供应商，保障供应体系多元化，因此动力

电池第二梯队企业竞争会加剧， 排名也

会不断变化。

“技术是车企考量的重要因素” 。

王显斌表示，比如欣旺达推出的超级快

充动力电池产品SFC480，充电5分钟则

可支持200公里续航； 亿纬锂能的4680

电池；蜂巢能源的短刀、无钴电池产品

等，“这些动力电池企业产品创新力非

常强” 。

展望后市，王显斌认为，海外市场出

货量表现也会影响到动力电池企业排

名。“目前，第二梯队动力电池企业装车

量基本上以国内为主， 但随着全球新能

源汽车增长，北美、欧洲也迸发出巨大需

求潜力，但海外市场准入门槛较高，这些

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完成本土化，尚存

不确定性。 ”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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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断提升

高性能钕铁硼是稀土下游需求占

比最大且成长性最好的领域。在碳中和

战略下，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不管是

电动车，还是风电、节能电梯、变频空

调、消费电子、工业电机、机器人等，都

要用到永磁。

业内人士表示，2021年全球高性

能钕铁硼需求主要集中在汽车领域，包

括新能源汽车中的永磁电机、传统汽车

中的EPS和微电机，合计占比45%。 在

新能源汽车高速增长以及能效标准提

升的背景下， 预计2025年新能源汽车

或成为高端磁材最大消费比例下游，占

比达到40%；同时，工业电机在2025年

需求占比或达到17%。

价格方面， 氧化镨钕价格自2022

年2月23日达到区间价格最高点110万

元/吨后， 由于稀土价格上涨过快引致

政策调整以及下游成本传导不畅，再叠

加疫情影响，稀土价格开始了长达半年

之久的下行之路。 2022年9月6日以来，

稀土相关产品价格出现企稳回调现象，

氧化镨钕价格在60万-65万元/吨的低

位区间已徘徊三月之余，且2022年8月

17日工信部发布2022年第二批稀土指

标（同比增长30%，处于历史同期最高

水平）。 中金有色研究院认为，稀土价

格顶着供需两侧的压力在相应的底部

区间徘徊，库存或已在急速下跌过程中

不断去化。

近期需求预期的改善带动市场情

绪转好，稀土价格已出现回升。目前，氧

化镨钕价格已突破70万元/吨，氧化铽

价格已达1500万元/吨，均突破去年10

月反弹高点。

业内人士表示，2022年9月2日，工

信部明确发声维稳稀土价格，2023年

国内稀土指标增速或放缓。 在2023年

需求全面复苏的背景下，稀土价格上行

通道或已经打开。

中金有色研究院表示，展望未来，

国内供应不断集中且供给可控能力持

续提升，海外新建项目进度缓慢，而下

游新能源车、 工业电机等高速发展领

域方兴未艾， 人形机器人等新兴应用

层出不穷， 预计2022-2025年全球轻

稀土矿供需平衡分别为2.3万吨、-0.08

万吨、-1.1万吨、-1.3万吨REO， 全球

重稀土矿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

2022-2025年分别为-2098吨、-3324

吨、-1408吨、-3973吨REO，有望支撑

稀土价格高位运行。

供给增速放缓 需求迎全面复苏

稀土价格上行通道或开启

Wind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已有12家

稀 土 上 市 公 司 披 露

2022年业绩预告或快

报，除包钢股份外，全部

预喜。业内人士表示，稀

土价格的政策底已明

确，2023年国内稀土指

标增速或放缓。 在供应

格局持续优化和需求有

望迎来全面复苏的背景

下， 稀土价格上行通道

或已开启。

多家公司业绩大幅预增

按净利润预增幅度上限统计，中科

三环位居第一，同比预增62.96%-138.

17%； 中国稀土位居第二， 预计盈利

3.62亿元-4.62亿元， 同比增长85.01%

-136.19%；英洛华位居第三，同比预增

65%-105%。

需求向好，价格上涨是多数稀土行

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

稀土表示，报告期内，部分稀土商品的

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幅度较大，公

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销售毛利率及整

体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上升。

中科三环表示，报告期内，公司紧

紧抓住产品需求变化， 努力开拓市场；

公司产品价格同比有所提高，使得公司

营业收入有明显提高。 同时，公司继续

优化经营管理， 加强原材料集中采购，

在成本控制方面有所提升。 此外，人民

币贬值使得公司汇兑收益有所增加。

铂科新材预计2022年盈利1.85亿

元-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3.82%

-66.29%。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受益于

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等下游

高景气行业的高速发展，金属软磁材料

需求旺盛，公司积极扩充和布局产能以

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公司主营业务高速

增长。

厦门钨业1月19日发布2022年业

绩快报，公司表示，2022年度，稀土产

业下游需求向好，稀土产品价格整体上

涨，公司稀土业务盈利继续提升，主要

深加工产品磁性材料实现销量约6495

吨，同比实现小幅增长。 公司稀土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61.35亿元， 同比增长

27.70%；实现利润总额3.17亿元，同比

增长38.58%。

供应格局持续优化

经过稀土集团的两轮整合和打击

非法稀土产业链常态化， 国内稀土供

应格局持续优化， 供给可控能力显著

提升。

2014年， 国内开启了第一轮稀土

集团整合，“1+5” 模式的六大稀土集

团诞生。即北方“1”以包钢集团（旗下

包钢股份、北方稀土）组建成立北方稀

土集团，南方“5” 分别以央企五矿集

团、中铝集团（中国稀有稀土）和地方

国企广东稀土（广晟有色）、南方稀土

（赣州稀土、 江西铜业、 江钨控股集

团）、 厦门钨业组建稀土集团， 并于

2015年起陆续完成验收工作。 2016年

12月27日， 六家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组

建工作全部完成，大集团主导我国稀土

产业的格局基本形成。

2021年末， 第二轮稀土集团整合

开始，六大稀土集团进一步整合成四大

稀土集团，国内稀土供应格局进一步得

到优化。

业内人士表示，从稀土资源储量掌

控情况来看，轻稀土基本已经形成北方

稀土集团为主，中国稀土集团为辅的资

源格局，2021年北方稀土集团掌控国内

轻稀土资源储量占全国比例达到92%，

中国稀土集团占比8%； 重稀土基本已

经形成中国稀土集团为主，广东稀土集

团为辅的资源格局，2021年中国稀土集

团掌控国内重稀土资源储量占全国比

例达到90%，广东稀土集团占比10%。

从稀土矿产品指标配额来看 ，

2022年起原本中铝集团、五矿集团、南

方稀土三大集团的指标统一为中国稀

土集团的指标。 2022年，轻稀土配额方

面，北方稀土、中国稀土集团分别占比

74%、26%；重稀土配额方面，中国稀土

集团、 广晟有色、 厦门钨业分别占比

68%、14%、18%。不论是国内稀土资源

储量掌控格局， 还是指标配额分布，中

国稀土集团与北方稀土集团的 “一南

一北”“一重一轻” 模式已初具雏形，

国内稀土供应格局进一步得到优化。

2022年初以来， 中国稀土集团围

绕资源整合、数字化发展、人才引进等

与多方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包括

但不限于广晟集团、江铜集团、江西理

工大学、中国联通集团、中国工商银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等。 业内人士表示，中

国稀土集团的成立与发展，有望进一步

优化国内稀土供应格局并提升稀土资

源供应可控能力。

在打击非法稀土产业链方面，

2016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

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 加快推进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实现稀土产品开采、冶炼分离到流

通、出口全过程追溯管理，有效倒查市

场上稀土产品来源，从根源上打击非法

稀土产业链。 此后，打击非法稀土产业

链活动进入常态化阶段，随着非法稀土

开采点的减少以及相关工具的没收，国

内非法稀土产业链几乎不复存在，供给

可控能力显著提升。

海外稀土供应方面，据中金有色研

究院统计， 目前海外共计43个稀土项

目，其中29个为轻稀土项目，14个为重

稀土项目。 中金有色研究院认为，海外

稀土项目虽为数不少，但总体来说开发

进度缓慢且多数低品位矿山开发经济

性不高。 因此，以中国供应为主的格局

有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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