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金属矿出口情况

2020年上半年滑石和绿泥石出口同比下滑 17%

2020年 1月国内外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滑石原料和粉体及绿泥石出口

数量逐月下降，见图 1。其中滑石原料出口 5.26万吨，同比下降 16.2%；

滑石粉体出口 22.86 万吨，同比下降 15.3%；绿泥石出口 4.33万吨，

同比下降 17.2%；3 项合计出口 32.55 万吨，同比下降 17.2%。2020

年将是 35年来滑石原料和粉体及绿泥石出口数量最少的年份，预计与

1984-1986年出口数量相当。

图 1 2020年 1-6月中国滑石原料和粉体及绿泥石出口数量，单位：万

吨

二、中国滑石前几年出口情况没这么低迷



滑石是小众、低附加值非矿产品，但国际贸易活跃，全球进出口贸易占

总产量的 50%左右，见表 1。

表 1 2016-2019年世界滑石贸易量

2019年滑石全球出口前 10位国家分别为中国、巴基斯坦、芬兰、法国、

印度、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见图 2。

图 2 2019年全球滑石出口前 10位国家，单位：万吨

2019年全球滑石进口主要进口前 10位国家分别为：德国、荷兰、日本、

美国、韩国、加拿大、比利时、泰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见图 3。



图 3 2019年全球滑石进口前 10位国家，单位：万吨

虽然中国滑石产量和出口量一直在缩减，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

消费国和出口国，见图 4，2019年出口占全球贸易量的 28%，亚洲一

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见图 5。



图 4 2008年-2020年上半年中国滑石出口数量，单位：万吨

图 5 2019年中国滑石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暨数量，单位：万吨

2000-2020年，中国滑石出口价格一直在小幅上涨，见图 6。



图 6 2000年-2020年中国滑石出口价格，单位：USD/吨

三、新冠疫情对中国滑石出口的影响

2020新冠疫情持续时间和范围远超预期，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心理、观

念和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回到从前状态，维持最低社交接

触或成为常态。

国外部分民众在疫情期间对中国有负面情绪，影响从中国的进口贸易，

可能更多选择中国以外的供货渠道，中国滑石出口恢复到 2019年的数

量至少再需要 2年的时间。

全球滑石研发、投入将减缓，生产和供应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放缓，本地

供应商的地位会得到加强；疫情导致滑石销售利润下降，加速全球滑石

产业并购整合。

四、中美贸易战对滑石中国出口的影响

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对抗将持续，但演变为全面冲突的概率

比较低。中美全面脱钩将两败俱伤，既不符合两国利益也无法真正实现。



中美冲突扩大到滑石产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至多受到连累，对输美滑

石加征关税。2019年中国出口美国滑石 3.6万吨，金额 837万美元，

占总出口数量的 4.38%，金额的 4.44%。

五、2020年下半年滑石出口展望

世界滑石需求减少，今后还将长期供大于求，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新冠疫情致使滑石供大于求进一步扩大，2020年将是 35年来滑石出口

数量最少的年份，预计与 1984-1986年相当。

如果疫情好转，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滑石的出口会有较大恢复；如果

疫情卷土重来，第四季度乃至明年第一季度滑石出口会受到更严重影响。

中美贸易战对滑石出口影响有限，美国至多对输美滑石产品加征关税；

如果贸易战持续，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是大概率事件。

全球化放缓，本地供应商的地位会得到加强，全球滑石产业并购整合提

速。

六、优化进出口政策，加速构建内外双循环发展新思路

我国滑石工业 30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拥有世界最大粉体加工能

力，具备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正在从资源优势向加工优势转变。随



着开采年限的增加，原料产量逐年下降，价格随之上升，原料的短缺已

经制约本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更多的全球订单向我国迁移，仅仅

依靠自有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我国不仅需要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也需要

世界资源支撑持续发展。

资源优势一直是支撑我国滑石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正在

弱化。中国白滑石资源垄断国际市场长达 50余年，价格一直上涨，但

2012年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白滑石

质优价廉，成为全球主要来源地。我国中高档原料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

20-30%。欧美、日韩国外企业从国际市场采购原料加工成品，比我国

出口的同类产品价格低 5-15%。在低端市场，印度、巴基斯坦的产品价

格远低于我国的价格。我国滑石出口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价格过低，恶性

竞争，而是价格过高，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导致近年来出口规模持

续萎缩。2010年我国滑石（含绿泥石）出口 134万吨，2019年已降到

83 万吨，年均降幅 4.2%。2017 年我国取消了出口关税和配额。虽然

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企业的出口成本，但这些利好正在被国内原料成本、

人工成本的上涨所抵消。

我国滑石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50%销售数量和 65%的

利润来自出口。失去国际市场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导致恶性竞争，恶

化产业环境。新冠病毒使得国内外需求大幅萎缩，供大于求进一步扩大。

2020年国内需求预计减少 30-40%；国外产品普遍降价促销，出口遭遇



前所未有的挑战，3-6月出口数量月降幅 18.8%，6月出口仅 3.5万吨。

企业迫切需要出口退税的支持，降低出口成本。

滑石是普通的非矿产品之一，在任何应用领域都不是主材，均是辅助性

填料，使用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其重要性在国内长期被高估和人为

拔高。过去对滑石粉体有错误的定性，把滑石原料和滑石粉体混为一谈，

都视为“两高一资”。滑石粉体属于加工制成品，一般粉体加工成本占到

总成本的 35-50%；微细粉体和超微细粉体占到 50-70%，是新型材料。

未来的纳米级滑石粉可能为下游产业带来革命性的飞跃。滑石粉的微细

加工技术含量较高，还有许多难题亟待攻克。国内对粉体深加工持积极

引导和鼓励态度。但原料和粉体的出口关税多年来没有区别，均按“两

高一资”管控，没有体现对加工制成品的引领和鼓励效果，也造成我国

的滑石粉体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减低。中国滑石专业协会的调研表明：除

中国以外，全世界滑石的出口（除北朝鲜情况不明朗外）均全额退税。

目前国内高档原料紧缺，而国际市场的价格比我国低 20-30%，这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不但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我国的资源，更要放眼

世界，考虑全球资源为我所用。从保护我国自有资源的角度看，没有理

由把国际市场上质优价廉的资源拒之门外，过度消耗本国资源。应该以

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些新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当年

对进口设置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但现在则导致国内原料紧缺，资

源过度开采，既不利于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降低制成品在国内



外市场的竞争力。2010年进口滑石总量为 2.3万吨，2019年已达到 9.6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35.3%。国内对国际市场原料的需求增长幅度较大。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我国滑石进口关税还是 3%，不允许进料加工。中国

滑石专业协会的调研表明：全世界只有中国对滑石进口征收关税，这不

但有悖于国际贸易中互惠互利原则，也不利于维护我国全球化引领者的

形象。

建议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恢复滑石粉体出口的全额退税，提高价格竞争

力，稳定出口市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取消进口关税，鼓励更多

使用进口原料，减轻自有资源的压力，提升制成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

力，形成原料进口，制成品出口的良性循坏。尽快实现内循环为主，内

外双循环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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