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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整合

带来美丽中国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

你看

，

那就是我们的矿区

。”

顺着杨宗

（

化名

）

所指的方向

，

所见的是满山青翠欲

滴的林木

，

记者心生疑窦

：

这难道就是广晟

有色旗下的稀土矿

？

杨宗是平远县华企稀土公司的副总经

理

，

在广晟公司收购华企稀土公司之前就

已经在该公司任职多年

，

熟知华企这些年

来的变化

。

2007

年

，

广晟公司收购了华企

稀土公司

90%

的股权

，

使之由原来的民营

稀土矿企变身为省属稀土矿采选公司

。

“

广晟方面除了派任董事

、

监事之外

，

几乎没有裁减华企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工

，

收购完成之后

，

华企公司对矿区的管理水

平提高了

，

对稀土矿的开采也比之前要规

范了

。 ”

杨宗说

。

在矿区

，

在杨宗的导引下

，

记者观察

到

，

塑料导管沿着山路铺到山上

，

在山上每

隔三五米就布着一个漏斗

（

即采矿点

），

透

明的药液通过塑料导管灌注到这些漏斗

中

，

漏斗下方接连的塑料导管直插入地下

，

药液便直达含稀土矿的山体中

，

浸透花岗

岩体

，

溶解出稀土矿

，

由山底下的洞口流

出

，

最终汇入矿区的沉淀池

，

经过几道工序

之后

，

混合稀土矿产品被提取出来

，

而剩下

的药液又通过泵机再次输送到山上去

。

“

采矿用的导管穿过附着植被的土壤

层直接抵达含矿岩体

，

并不会对植物造成

伤害

，

再则

，

由于药液主要成分是硫酸铵

，

即便药液不慎溢出

，

不但不会腐蚀植物反

而可能是有益的

，

因为氨本身是一种肥

料

。 ”

对于记者的疑虑

，

杨宗如此解释

。

据杨宗介绍

，

广晟入主之后

，

华企采用

了这一新工艺进行采矿

，

告别了以往的

“

搬

山运动

”。

“

过去

，

我们采矿都是将山上的树砍光

，

然后把土铲开

，

挖出其中的含有稀土矿的花

岗岩

，

将这些矿石浸泡在特制的药液里边

，

取出矿品来

，

剩下光秃秃的山头

。 ”

杨宗指着

远处一处裸露的山说

，

南方暴雨天气多

，

一

旦下起暴雨

，

就有可能发生泥石流

。

不过

，

这一切都发生了改观

。

在广晟收

购华企之后

，

除了采用更加环保的新工艺

进行采矿

，

华企还承担了整合前多家私营

矿企采掘稀土矿遗留下来的山体恢复工

程

，

当地称之为

“

复绿工程

”。

“

你看

，

那边的一座山基本已经恢复原

貌

，

那是前年种的树

、

种的草

。

这座山的草

木是去年刚刚种的

，

最近刚割去长势过盛

的草

，

防止它挡住树生长

，

再过几年

，

草和

树都长起来就好看了

。

那边的山按计划是

明年恢复

。 ”

杨宗对种树颇有心得

。

“

虽然这些山都是以前民营矿企时期

，

许多私企采矿留下的问题

，

并不完全是华

企的责任

，

但是整合后的华企成为了平远

县唯一一家稀土矿采选企业

，

同时我们又

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

必须讲社会责任

，

治

理环境的重担当仁不让是我们来挑

。”

杨宗

说

，

尽管承担

“

复绿工程

”

给企业增加不少

成本

，

但这也是为

“

美丽中国

”

添砖加瓦

。

� � � � 编者按：近两年随着一系列产业政策出台，稀土资源引起资本市场

关注，一度被 A 股市场爆炒。 如今，铅华洗尽，稀土板块不再独领风骚，

但产业整合的步伐却从未停止———北方以包钢一家独大的轻稀土整合

已无悬念，南方则以中重稀土领军呈现群雄逐鹿格局。

在南方稀土产业中，广东省的整合路径备受关注，抛开“资本暗

战” 、“央企与地方国资之争” 等常见诸报端的说法，证券时报记者深

入稀土矿区一线， 探访产业整合背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站是世界客

都———广东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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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稀土产业整合路径调查：围矿建园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中国南部，

4

月雨水洗过的青山

郁郁葱葱，如果不细心留意的话，路人

可能很难发现草丛间的塑料导管。 这

些导管将一种含有硫酸铵的药水输送

到山上并灌注到山体中， 含有稀有金

属元素的渗透液体从山底的洞口流

出，汇入沉淀池，再经过几道工序，就

完成了初级稀土产品的开采。

此处正是梅州市平远县， 这里是

广东省最早开采稀土的县。 记者走访

平远县期间， 梅州市上报的梅州稀土

新材料产业入选

2013

年省市共建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随着稀土新材料

产业基地建设， 平远也许在不远的将

来， 就能实现

50

亿产值的稀土梦，并

带动

500

亿稀土应用产业规模。 蓝图

尽管宏伟， 但平远县正面临着一些难

题， 这些问题在其他区域稀土整合中

也普遍存在。

采矿证合并难题

在广东全省经审批发放的

4

个稀

土采矿许可证中，平远就占其二。平远

县也是广东省最早完成稀土产业整合

的地区，早在

2007

年省国资旗下广晟

资产经营公司就介入该县

2

家大型稀

土采选、冶炼分离企业的重组。

然而， 平远县稀土产业整合只停

留在产业链前端的矿山开采、 分离冶

炼环节，

50%

以上的稀土产品出口国

外， 本地稀土深加工产业发展相对薄

弱， 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甚

至，矿区整合过程中，就连旨在解决矿

区内矿权重叠问题的两张采矿证合并

一事都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成行。

没有挖掘机，没有矿洞，甚至鲜见

矿工， 这就是平远县华企稀土实业有

限公司旗下的黄畲稀土矿区。 平远县

两张稀土采矿证均在这家公司手中，

两张采矿证共

7

个采区， 年生产稀土

氧化物

500

吨。其中，仁居稀土矿采矿

证为国土资源部颁发。

“一张采矿证要比两张好。 ”平远

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说， 由于一家企

业同时拥有两张采矿证且均在同一矿

区，矿区内矿权重叠，存在多点开采及

资源储量与开采规模不协调的问题，

对原持有的采矿权证范围及周边矿产

资源进行整合势在必行。

仁居

-

黄畲稀土矿区是广东省的

重点整合矿区。

2008

年，省国土资源

厅按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

等部门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意见

的通知》以及《广东省主要矿产资源开

发整合总体方案》 的要求， 对上述矿

区、 矿权中实为一矿两证的仁居稀土

矿与黄畲稀土矿进行合并整合为一个

矿区。

按照规划， 整合后由原来的仁

居

-

黄畲稀土的

7

个分散区块连成一

片，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矿区，采矿区

面积由原

1.4

平方千米整合为

10.1

平

方千米，保有储量约

2

万吨氧化物，生

产规模由原来的年产

22

万吨达到年

产

80

万吨的矿石量， 该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得到国土部的认可批复。

根据整合方案， 华企公司按照项

目建设政策、法规要求，认真开展了整

合项目资源核查、 建设方案可行性研

究、环保、水保、土地复垦、水资源利用

方案等一系列技术方案的制订与申报

评审工作。 同时， 在原有采矿许可证

内， 开展了技术改造和大量的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在国家主管部

门开展的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和行业准

入审查中， 成为目前唯一一家通过环

保核查和行业准入的南方离子型稀土

开采企业。

然而， 矿山整合工作开展历时近

五年， 华企公司依然未取得整合后的

采矿证，企业后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究其原因，并非主管单位不予批复，而

是其他行政部门审批程序出现卡壳。

“证一直办不下来，主要是没过环

评关，不是环保不达标，而是少了一纸

立项批文。”华企稀土一位负责人告诉

证券时报记者， 两张采矿证合并需要

通过环保部环评， 而环评需要发改委

立项的批复文件， 但由于仁居

-

黄畲

矿区历史问题复杂，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就已存在，发改委无法批复立项。

平远县稀土资源开采始于

1985

年，

80

年代后期达到高峰， 持证矿山

一度多达

60

多家，稀土氧化物生产能

力最高时达

2000

多吨

/

年。

2002

年

后，稀土矿山经过整顿规范，由

60

多

家整合为

2

家。

2008

年

3

月后，

2

家稀

土矿山开展资源整合， 全部由广晟公

司统一进行开采、加工，整合完成后稀

土氧化物生产规模可达

2200

吨

/

年。

“因为经历了集体所有制、民营以

及国企多个阶段， 很多立项所需文件

都无从寻找了， 所以这件事就一直这

么悬着。”华企稀土有关负责人显然有

些无奈，“这好比是船开出渡口， 已经

到了河中间，就是不给靠岸。 ”

产业整合路径

尽管“办证难”，但华企稀土仍不

懈努力， 一个原因就是矿区整合带来

矿产资源量上升，更重要的是，整合是

大势， 只有不断做大做强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 “这个行业的趋势就是：地方

国企吃掉民企， 省属国企吃掉地方国

企，现在央企也对地方虎视眈眈。 ”现

在已是省属国企控股的华企稀土一位

高管如此感叹。

实际上， 国家鼓励并积极推动这

一产业整合。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稀

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1～2

年内南方离子型稀土行业“前三”

占有的份额要达到

80%

。 目前“前三”

的名单虽未明确， 但广晟公司作为目

前广东省内唯一合法的稀土采矿权

人，对进入“前三”恐不无野心。

早在去年

2

月

27

日，广东省稀土

产业集团挂牌成立， 与上市公司广晟

有色均属广晟公司的子公司。 广东省

国资委主任温国辉曾多次强调， 广东

省将以广晟公司为龙头， 整合广东稀

土资源。

挂牌后不久，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

团就与韶关、河源、汕尾、茂名、肇庆、

清远、 揭阳等

7

个省内主要的稀土资

源地政府签订 《稀土产业发展合作框

架协议》。 结合广东省矿产资源“十二

五”规划，广东省未来几年内的稀土资

源整合思路渐次清晰， 即在梅州等现

有资源的开采利用的基础上， 逐步整

合全省重点稀土资源地的稀土矿产。

如果按照这一路径完成整合，广

晟的稀土资源量将十分惊人。 按照广

东省国土资源厅的稀土资源储量

（

2005

年）， 全省离子型稀土矿床

30

处，其中大型规模稀土矿床

1

处，而最

具开采价值的离子型稀土资源累计探

明储量

(REO)52.5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

52

万吨。 有专家预估，广东省未经地

质勘探而实际具备开采条件的离子型

稀土资源， 远远超过地质储量表上的

数量。

但是， 国土资源部严格把控稀土

矿产品开采， 稀土矿产品采矿证已停

发多年。 在没有获得新发探矿权和采

矿证之前， 广东省稀土整合路径只是

一种设想， 稀土矿区整合也许只能在

现有矿区上做文章。

资料显示， 广东全省现有的稀土

采矿许可证为

4

个， 合计采矿区面积

1.78

平方千米， 保有资源储量

(

矿石

量

)1564.58

万吨， 规划矿山年生产能

力

(

矿石量

) 124

万吨，折氧化物（

RE－

O

）

1550

吨

／

年。 这其中，梅州市拥有

3

个（平远

2

个，大埔县

1

个）。广晟公司

2007

年就已完成对广东

4

个稀土采

矿许可证并购。

冶炼分离或先行

在广东省政府

2012

年

5

月份出

台的 《关于推进我省稀土行业整合的

意见》中，

2013

年底的目标是：通过联

合、并购、合资等市场化手段，由省稀

土产业集团完成对省内现有稀土采

选、冶炼分离企业的整合；加强省稀土

产业集团与资源地合作， 形成合理利

益共享机制。

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的整合， 被业

内视为最有可能在年内实现的目标。

在 《关于推进我省稀土行业整合的意

见》中，广东省政府支持广东省稀土产

业集团与省内现有稀土冶炼分离企业

合资合作， 实现全省稀土冶炼分离企

业的联合重组。 在不增加省内稀土冶

炼分离能力的前提下， 由省稀土产业

集团参与建设国家批准的省内兼并重

组、优化布局项目，收购省内稀土冶炼

分离产品。

目前， 广东省从事稀土冶炼分离

的企业主要有广东富远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江稀土有限公司、

广州建丰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德庆兴

邦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阳江市宏杰

稀土有限公司、 清远市嘉禾稀有金属

有限公司

6

家，合计年分离能力约

1.5

万吨， 占国内离子型稀土矿冶炼分离

能力的三分之一。

作为南方目前规模最大的离子型

稀土分离企业之一， 平远县本地企业

广东富远稀土新材料股份公司最有可

能成为冶炼分离企业整合的主体。

早在

1987

年， 平远县就兴建了

稀土分离厂，

90

年代先后建成了二三

十家小型稀土金属冶炼厂。 后期经梅

雁集团对本市的稀土分离厂改造升

级及矿山整合，

2005

年建成年处理氧

化物

5000

吨的广东富远稀土新材料

股份公司， 属国内分离规模最大、生

产能力最强的南方稀土分离企业之

一。

2007

年，引进广晟公司对其进行

了重组。

走访平远县期间， 记者试图就广

东省内冶炼分离企业的联合重组政策

及进展情况等问题采访富远公司，公

司有关负责人以稀土产业发展在当前

属于敏感话题， 且公司为上市公司子

公司，不宜透露过多未披露信息为由，

未予以正面答复。

产业基地成型

二十多年的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经

验，平远县已逐步形成从开采、冶炼分

离到加工应用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不过， 平远县在稀土产业链后端的稀

土材料应用方面发展仍较为薄弱，产

业集约化程度不高，产品附加值不高。

平远县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

提出将稀土产业重心由矿山开采、

冶炼分离转移到深加工和产品应

用。 旨在将平远打造成全国有重要

影响的稀土新材料、 元器件制造基

地和应用中心。

平远县稀土产业发展规划的总体

目标是：建设

1-2

个省级稀土研究开

发中心；形成

2-5

家具有国内竞争力

的大型稀土企业。 到

2020

年，全行业

直接销售收入达到

50

亿元左右，带动

形成包括电子信息、汽车、石化、新能

源等产业在内的超

200

亿元的稀土应

用产业规模。值得注意的是，梅州市稀

土产业

2012

年的工业总产值为

26.5

亿元， 须在未来几年时间内实现产值

翻番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

50

亿元产值中，稀土新材料直接

销售收入将达到

40

亿元，这完全是有

可能实现的。 ”据平远县经济和信息化

局官员介绍， 平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

已经规划了高端磁性材料、荧光材料、

贮氢材料、 稀土金属合金等项目投资

建设，随着这些项目陆续达成，产能释

放将带来产值增加。

据介绍， 平远县健跃稀有金属有

限公司、 平远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以

及广晟智威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上亿元的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品

项目目前均已落户该工业园区。 而广

东中合稀有金属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创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的

稀土项目也将在今年开工建设。

“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 将平远县建设成南方稀土新

材料基地。 ”平远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官

员表示，平远县毗邻江西赣州、福建龙

岩，而赣州、龙岩都是目前我国稀土产

业的重要基地，稀土产业基地建设，对

形成闽、粤、赣稀土产业金三角有着重

要意义。

与此同时，为对接资本市场，平远

县政府决定与梅州市中合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和深圳市招商银行银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设

立平远县政府引导型产业投资基

金———平远县稀有金属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投资于政府重点发展的

稀有金属等产业。 平远县政府引导型

产业投资基金由平远县岭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共同参与组

建，基金规模初定为

1

亿元，其余

90%

由基金管理机构募集筹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