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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4 年 5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次

提出对我国 30 种关键矿产加征关税。美国此举凸

显产业链转移与重组的战略布局，同时反映出美国

已具备与中国关键矿产断链的“底气”；美国关键

矿产供应链重构，将加剧我国与美国关键原材料和

产业链竞争；美欧易形成合力对我国关键矿产产业

链进行挤压，加征关税只是开始，更多工具组合或

将接踵而至。本文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提高我国关

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备足应对不正当竞争工

具箱；分地域施策，以我国产业优势拉紧与全球供

应链联系；追踪评估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进展

和形势，适时完善我国产业贸易等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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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14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发布了 301 调查四周年审查报告和对华 301 关税行

动声明，宣布将提高自华进口电动汽车、锂电池、

光伏电池等关税，并首次提出对我国 30 种关键矿

产加征关税。这将对中美及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稳

定产生深刻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我国新能源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应完善关键矿产全球

供应链产业链顶层设计，增强供应链韧性，确保能

源安全转型，巩固并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国际竞争力。

一、背景和主要内容

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应对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断

风险及对清洁能源转型的迫切需求，美国持续强化

国内国际关键矿产相关政策，在关键矿产和新能源

汽车等供应链转移重组方面，较有影响力的举措主

要包括：出台《通胀削减法案》、组建“矿产安全伙

伴关系”（MSP），开展 301 关税行动等。

（一）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税收补贴政
策，强化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拜登政府 2022 年颁布《通胀削减法案》，涉及

矿产领域的核心条款是为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生产

商和投资者提供减税机制。为鼓励企业在北美建立

动力电池产业链，规定在北美地区进行组装的电动

汽车每辆可获得 7500 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但要

求电池中一定比例的关键矿物须在美国或与美国有

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提取或加工，或者在北美回收。

2023 年 12 月，美国政府发布的《〈通胀削减法案〉

外国敏感实体指南》规定，从 2025 年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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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俄罗斯等进口的锂、镍、钴、石墨等关键

矿产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将无法获得税收抵免补贴。

（二）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联盟，
逐步完善关键矿产全球战略版图

美国通过“政治影响力施压、西方价值观渗

透、经济利益诱导”的俱乐部模式不断向资源富集

国家辐射影响力，其关键矿产全球战略版图日趋完

整，同时极力排挤和削减中国在第三方国家资源领

域的影响力。例如，美国 2019 年以来先后组建“能

源资源治理倡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数十个

关键矿产“小圈子”，推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向

阵营化和碎片化发展。其中，“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被称为“金属北约”，2022 年 6 月正式组建以来发

展迅速，已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

日本、韩国、瑞典、英国、欧盟等 14 个正式成员，

还邀请阿根廷、巴西、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坦桑

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刚果（金）、南非、印度

尼西亚、蒙古等至少 14 个非成员国参加了其高级

别会议。这些国家的关键矿产储量丰富，在全球举

足轻重，全球超过 70% 的锆、铀、铬和钴，超过

50% 的铁、锰、铝和镍，以及超过 1/3 的锡和锂资

源储量分布在伙伴关系成员国或合作对象国家（见

图 1）。

（三）利用 301 调查提高关键矿产关税壁
垒，意在提高其自身供应链多样性和弹性

美国政府 2022 年更新发布了关键矿产清单，

包括 50 种矿产（见表 1），其中 28 种矿产是中国的

优势矿产。美国 301 调查加征关税主要目标是以伙

伴国家为核心，最大限度拉拢亚非拉资源国家，增

加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进口，减少从中国的进口，

将中国排除在其所谓“多元化和有弹性”的关键矿

产供应链之外。美国新 301 关税行动规定，将对自

中国进口的铌、钴、锰、锌、锡、钆等 26 种关键

矿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从 0 提高至 25%（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征）；对永磁体和 3 种天然石墨产品

加征关税，税率从 0 提高至 25%（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征）。此外，对从中国进口的锂离子电动汽车

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港口

起重机、钢铁及铝制品等商品加征 25%~100% 的

关税，且大部分将从 2024 年起征。本次加征关税

涉及的产品贸易总额约 180 亿美元，中国 2022 年

对美出口金属和矿产品贸易额约 45 亿美元，其中

99% 以上是精炼加工过的产品，以钢铁和铝材为主。

二、趋势和影响研判

（一）新关税凸显美国供应链产业链转移
重组决心，同时反映美国已具备与中国关键
矿产断链的“底气”

美国对我国相关关键矿产品关税起征时间最早

2024 年，最晚 2026 年，体现拜登政府已经充分评

估了中国、美国及其盟友不同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

链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潜力。基于我国对美国认

定的关键矿产品相对丰富的储量，及对稀土、锂、钴、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1  美国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国及相关非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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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等关键矿产 40% 以上的精炼加工产能控制力等因

素，美国始终将我国视作不可信赖的关键矿产供应

链伙伴，甚至不惜使用加征关税增加其国内生产成

本的方式，以倒逼转向建立以第三方为主体的供应

链，从而实现“去风险”。美国的这份“底气”来

自近年来美国对关键矿产布局所作的一系列安排。

例如，除与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刚果（金）

等组建关键矿产联盟外，还直接在国内外资助了一

批关键矿产产业链上中下游项目，在国内和盟友国

家新建或规划了一批锰、石墨、稀土等产能，企图

实现“双管齐下”，从供应链和产业链两端强化对

全球关键矿产的控制。

（二）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连环拳”，
将加剧我国与美国关键原材料和产业链竞争

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采取对竞争对手“关

门”和向合作伙伴“开路”并举的战略，该战略可

能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剧关键

矿产资源供应链紧张局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

资源进口国和消费国，与美国产业链上游断链之后，

在第三国将面临与美国更加激烈的原材料竞争。二

是削弱我国“新三样”出口。美国通过“不公平”

的贸易政策，加速构建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和生产

回流的产业链，未来将在全球与目前我国占据优势

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展开竞争。三是迫使我国向海外转移关键矿产生产

加工。美国对华关键矿产及新能源汽车征收重税，

将抬高我国这些产品的出口成本，迫使关键矿产及

其相关产业加工及下游产业链向海外转移，从而削

弱我国本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

（三）美欧易形成合力对我国关键矿产产
业链进行挤压，关税“大棒”只是开始，更
多工具组合或将接踵而至

美国政府此次评估认为，301 条款关税行动对

美国整体经济和就业负面影响很小，且有助于增强

美国供应链多样化和弹性。美国 301 关税涉及 14

类征税商品，显示出从下游到上游步步挤压我国战

略新兴产业链的战略意图：美国将我国出口“新三

样”全部列入征税范围，对电动汽车征收 100% 关税，

扼杀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对美国出口；对锂离子电

池征收 25% 关税，遏制新能源整车上游贸易；对天

然石墨、永磁体以及其他关键矿产加征 25% 关税则

是对最上端原材料的断链。关税“大棒”或许只是

美国与我国抢占新兴产业国际制高点工具箱中的一

个，未来美欧极易形成合力，在奉行关键矿产零和

博弈战略同时，可能还将配合实施原产地认证限制、

打击转口贸易、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碳足迹核查，

以及通过环保法规、人权法规、国家安全审查等工

具组合，持续排挤打压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

链和新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

三、对策建议

我国与美欧同为关键矿产需求大国，这场全球

关键矿产博弈背后，美欧核心目标是新能源及相关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与美欧是“棋手”，关键矿

产是“棋子”，第三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相

关未来产业是“棋盘”。美欧的目标不是赢下多少“棋

子”，而是要争取更多战略资源优势、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我国亟须采取有力

表 1   美国 2022 年版关键矿产清单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序号 矿产 序号 矿产 序号 矿产 序号 矿产 序号 矿产

1 铝 11 镝 21 铟 31 钯 41 铽

2 锑 12 铒 22 铱 32 铂 42 铥

3 砷 13 铕 23 镧 33 镨 43 锡

4 重晶石 14 萤石 24 锂 34 铑 44 钛

5 铍 15 钆 25 镥 35 铷 45 钨

6 铋 16 镓 26 镁 36 钌 46 钒

7 铈 17 锗 27 锰 37 钐 47 镱

8 铯 18 石墨 28 镍 38 钪 48 钇

9 铬 19 铪 29 钕 39 钽 49 锌

10 钴 20 钬 30 铌 40 碲 50 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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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应对与美欧竞争，提高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

的韧性，确保能源安全转型。

（一）提高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韧
性，备足应对不正当竞争工具箱

一是制定中长期关键矿产国家战略。在美欧拟

与我国关键矿产脱钩断链、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全

面竞争的情形下，为提高我国关键矿产和危机矿产

的安全水平，制定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和产业链稳

定的中长期国家战略确有必要，须结合国际形势变

化，合理布局我国关键矿产品，巩固并不断提高我

国优势矿产的国际话语权。二是进一步提高科技贡

献度。相关部门要做好科技投入保障，支持全国重

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加强对关键矿产品勘探采掘加

工等关键共性技术以及所涉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颠

覆性技术科研攻关，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巩固并

提高我国在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三是备足工具箱，提高反制手段的有效性。

制定各层面应对美欧对我国关键矿产产业链供应链

打压的预案，国家层面应通过“对等威慑力”的外

交和立法手段反制美国等“过度域外管辖”，并加

大关键矿产企业绿色矿山建设和“走出去”金融支

持力度；企业层面应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合规

经营和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加强

相关产品碳足迹核查，做好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

制实施的准备工作等，避免陷入法律纠纷。

（二）分地域施策，以我国产业优势拉紧
与全球供应链联系

从地缘政治与产业链安全的双重维度全球布局

关键矿产，我国应采取分地域展开国际合作策略。

一是巩固亚非“基本盘”。在“近岸”和“友岸”“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建设关键矿产产业链的上

游和中游部分，做促进亚洲和非洲经济繁荣、关键

矿产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设者。二是拓展拉美新增

量。加强我国在拉美地区关键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

开发以及新能源产能技术合作，以技术优势吸引合

作，做拉美产能跃升和绿色安全转型的推动者。三

是同欧洲地区尽量达成共识。持续在塞尔维亚、匈

牙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推进关键矿产产业链中游和

下游的“在岸外包”，以双赢战略引导欧洲稳定与我

国在关键原材料供应链和产业链上的可持续合作。

（三）追踪评估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
的进展和形势，适时完善我国产业贸易等相
关政策

一是加强关键矿产品布局数字化信息化建设。

建立关键矿产数据库，动态反映国内外关键矿产供

需量、投资和贸易，以及价格和国内外供应链等变

动情况。跟踪研判美欧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重构

进展，及时评估预判全球新建关键矿产产能规模对

我国的影响。二是优化国际合作产业政策。一方面，

把部分非核心产能分散到受制裁影响较小的国家；

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精细化设计，保持我国对关

键矿产进口、采矿、精炼等关键环节与核心技术的

控制力，实现产能全球布局。三是提升关键矿产贸

易政策灵活性。根据美欧关键矿产供应链发展趋势

及我国关键矿产品供需状况，加强研判，分类施策，

使用关税调节和符合 WTO 规定的补贴等方式，最大

程度降低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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