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铁合金进出口贸易 

5.1 我国铁合金进出口贸易概况 

我国铁合金生产原料（如：锰、铬、镍）资源贫乏，每年需

要大量进口铁合金产品，以及大量进口生产铁合金所需的锰矿、

铬矿和镍矿。我国是世界重要的铁合金产品的净进口国。 

5.1.1 进出口量变化 

据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13 年我国总计进口铁合金

产品 212.77 万吨，同比增长 12.79%；出口铁合金产品总计 48.20

万吨，同比减少 10.78%；净进口铁合金产品 164.58 万吨。 

分品种统计数据显示，按进口量计，我国进口的铁合金产品

中，铬铁进口规模最大，2013 年我国进口铬铁 183.93 万吨，同

比增长 20.25%，2012 年铬铁进口量也高达 152.95 万吨；其次是

镍铁，2013 年进口镍铁 19.48 万吨，同比减少 20.16%，2012 年

进口镍铁 24.40 万吨。其他进口铁合金产品中，锰铁、硅铁、锰

硅铁和铌铁进口量相对较小，进口规模在 1 万吨-4 万吨之间，

2013 年进口锰铁 3.71 万吨；进口硅铁 2.73 万吨；进口铌铁 1.58

万吨；进口锰硅铁 1.33 万吨。而硅铬铁、钼铁、钨铁和钛铁及

硅钛铁的进口量都仅有若干吨。 

分品种统计数据显示，按出口量计，我国出口的铁合金产品

中，硅铁出口规模最大，2013 年我国出口硅铁 31.92 万吨，同比

减少 29.73%，2012 年硅铁出口量为 45.43 万吨；其次是铬铁，



2013 年出口铬铁 11.94 万吨，同比增长 160.45%，2012 年出口铬

铁 4.59 万吨。出口量超过 1 万吨的铁合金品种还有锰硅铁和锰

铁，2013 年出口锰硅铁 1.72 万吨，同比增长 372.40%；出口锰

铁 1.18 万吨，同比减少 43.77%。 

我国主要铁合金产品的进口贸易中，硅铁和锰硅是净出口产

品；而铬铁是净进口产品。2013 年，除硅铁、锰硅铁、硅铬铁

和钛铁及硅钛铁外，铬铁、镍铁、锰铁、铌铁和钼铁都是净进口

品种，其中铬铁净进口量达到 171.98 万吨；镍铁净进口量为 19.35

万吨。 

表 5-1 2012-2013 年我国铁合金分品种进出口量统计 

单位：万吨 

品种 

进口量 出口量 净进口量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2013

年 

2012

年 

铁合金 212.77 188.64 12.79  48.20 54.02 -10.78  164.58 134.62 

锰铁 3.71 3.18 16.45  1.18 2.10 -43.77  2.53 1.09 

硅铁 2.73 2.42 12.50  31.92 45.43 -29.73  -29.20 -43.00 

锰硅 1.33 3.07 -56.67  1.72 0.36 372.40  -0.39 2.71 

铬铁 183.93 152.95 20.25  11.94 4.59 160.45  171.98 148.36 

硅铬铁 0.00 0.56 - 0.63 0.30 108.57  -0.63 0.26 

镍铁 19.48 24.40 -20.16  0.13 0.62 -79.16  19.35 23.79 

钼铁 0.01 0.02 -58.08  0.00 0.02 -81.16  0.01 0.00 

钨铁 0.01 0.01 -20.01  0.01 0.05 -84.24  0.00 -0.04 

钛铁、硅

钛铁 
0.00 0.04 -96.70 0.02 0.05 -65.45 -0.02 -0.01 

铌铁 1.58 1.99 -20.38  0.04 0.02 61.69  1.54 1.96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5.1.2 进出口均价变化 

2013 年我国进口铁合金产品均价为 1561.16 美元/吨，同比



下降 19.40%；出口均价为 1741.28 美元/吨，同比小幅上涨 0.23%。

2013 年我国铁合金产品进口均价低于出口均价 180.12 美元/吨，

主要贸易品种，锰铁、硅铁、锰硅铁、铬铁和镍铁的进口均价也

都低于出口均价价，主要是由于我国对出口铁合金产品征收高额

关税所致。 

表 5-2 2012-2013 年我国铁合金分品种进出口均价统计 

单位：美元/吨，% 

品种 
进口均价 出口均价 

2013 2012 同比 2013 2012 同比 

铁合金 1561.16  1936.83  -19.40  1741.28  1737.35  0.23  

锰铁 890.65  1078.09  -17.39  1405.43  1619.95  -13.24  

硅铁 1057.64  1001.08  5.65  1441.94  1454.60  -0.87  

锰硅铁 1054.12  1145.29  -7.96  1496.46  1462.34  2.33  

铬铁 1103.16  1154.12  -4.42  1524.00  1470.04  3.67  

镍铁 4162.28  5189.20  -19.79  5323.06  6699.84  -20.5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5.1.3 我国铁合金出口关税税率 

铁合金产业属于附加值不高、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且我国

不具备锰、铬等矿产资源禀赋，因此，国家不鼓励铁合金产品出

口，对出口的铁合金产品加征 20%-40%的高额出口关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2013 年

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2013 年关税实施方案》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涉及的部分铁合金产品关税实施情况与 2012 年

关税执行情况基本没有变化，但相关的一些产品例如铝土、焦炭、

黄磷、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和锌，九种原料产品的关

税取消。 



在 2009 年，美国、欧盟、墨西哥针对中国对九种原材料（铝

土、焦炭、黄磷、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和锌）出口实

施配额和出口关税的做法向 WTO 提起诉讼，认为中国的这种行

为违反了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时的承诺。2012 年 1 月份，世

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DSB）就美国、欧盟、墨西哥起诉中国原

材料出口限制一案发布了裁决报告，称中国“不公平地”限制了

广泛用于钢铁、铝和化工产业的九种原材料的出口，并称“中国

必须降低出口关税，解除出口限额”。在这起广受关注的上诉案

中，WTO 上诉组织裁定认为，中国在铝土、焦炭、黄磷、萤石、

镁、锰、金属硅、碳化硅和锌 9 种原材料方面的政策“扭曲了世

界贸易”，并称“中国必须马上降低出口关税，并解除出口限额，

以符合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义务”。 

铁合金产品作为两高一资产品，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仍然

要符合十八大提出的产业升级的导向，对这些产品进行出口限制

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2013 年铁合金及部分相关产品出口关税执行情况如下：硅

铁 25%，稀土合金（稀土含量 10%以上）25%，除钒铁（钒含量

75%及以上）执行零关税以外的其他的铁合金均执行 20%的出口

关税，电解锰、金属硅和金属镁由原来的 20%、15%和 10%直接

降为零出口关税。 

表 5-3 2013 年我国主要铁合金出口关税税率 

税则号 产品名 出口税率（%） 



72022100 硅铁，含硅量>55% 25 

72022900 硅铁，含硅量≤55% 25 

72023000 锰硅 20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表 5-4 2012 年我国铁合金进口关税税率 

税则号列 商品名称 2012 年最惠国税率（%） 2012 年暂定税率（%） 

72024100 铬铁，含碳量>4% 2 1 

72024900 铬铁，含碳量≤4% 2 1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5.1.4 我国铁合金出口许可企业申报制度 

我国商务部每年 11 月份发布关于下一年度铁合金出口许可

申报条件公告。各地符合商务部规定申报条件的企业须向所在地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根据申报条件，

对本地区申请企业进行初审，并将本地区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名

单、书面初审意见报商务部，同时抄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中央管理企业直接将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同时抄送五矿商会。 

受商务部委托，五矿商会商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对申请铁合

金出口许可的企业进行复核，并将复核意见报商务部。商务部根

据五矿商会的复核意见，对申报企业进行审定，并将符合条件的

企业名单对外公告。 

5.2 硅铁进出口情况 

2009-2011年，我国总计从世界2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过硅铁，

进口量分别为 1.3 万吨、2.0 万吨和 2.2 万吨。2013 年我国从世

界 14 个国家和地区进口硅铁，总计进口量 2.73 万吨，同比增长



12.50%。我国进口硅铁主要来自于朝鲜和挪威，朝鲜是我国进口

硅铁的最大来源国，2013 年从朝鲜进口硅铁 2.24 万吨，占总计

进口量的 82.23%；其次是挪威，2013 年我国进口挪威硅铁 0.33

万吨，占总计进口量的 12.06%。 

表 5-5 2012-2013 年硅铁进口来源国统计 

单位：吨 

排

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进口量 占比(%) 进口量 占比(%) 

合计 27255.91 100.00 24228.20 100.00 12.50 

1 朝鲜 22412.73 82.23 21346.87 88.11 4.99 

2 挪威 3287.47 12.06 1464.20 6.04 124.52 

3 中国 468.00 1.72 190.69 0.79 145.42 

4 德国 246.36 0.90 206.26 0.85 19.44 

5 法国 235.30 0.86 91.40 0.38 157.45 

6 日本 211.48 0.78 414.67 1.71 -49.00 

7 扎伊尔 210.30 0.77 -  - 

8 巴西 100.00 0.37 298.00 1.23 -66.44 

9 韩国 25.07 0.09 55.50 0.23 -54.83 

10 中国台湾 20.66 0.08 10.54 0.04 95.94 

11 南非 20.00 0.07 20.00 0.08 - 

12 美国 11.54 0.04 0.02 0.00 57605.0 

13 俄罗斯 5.00 0.02 -  - 

14 加拿大 2.00 0.01 101.00 0.42 -98.02 

15 冰岛 -  1.05 0.00 - 

16 澳大利亚 -  28.00 0.12 -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2013 年，我国向世界 57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硅铁，硅铁出口

量 31.92 万吨，同比减少 29.73%。日本、韩国和美国是我国硅铁

的主要出口目标国。2013 年我国向日本出口硅铁 16.87 万吨，同

比减少 27.44%，占总计出口量的 52.86%；向韩国出口 5.69 万吨，

同比减少 27.44%，占总计出口量的 17.83%；向美国出口 3.17 万

吨，同比减少 40.14%，占总计出口量的 9.94%。三者合计占我国



总计硅铁出口量的 80.63%。 

表 5-6 2012-2013 年硅铁出口流向统计 

单位：吨 

排

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出口量 占比(%) 出口量 占比(%) 

1 日本 168732.64 52.86 232544.85 51.19 -27.44 

2 韩国 56909.25 17.83 95069.24 20.93 -40.14 

3 美国 31735.51 9.94 22109.68 4.87 43.54 

4 澳大利亚 10097.05 3.16 12042.96 2.65 -16.16 

5 智利 7261.02 2.27 9077.68 2.00 -20.01 

6 中国台湾 5852.12 1.83 10166.06 2.24 -42.43 

7 泰国 5797.91 1.82 11486.98 2.53 -49.53 

8 伊朗 5617.50 1.76 7418.41 1.63 -24.28 

9 土耳其 4847.28 1.52 4151.63 0.91 16.76 

10 印度 4531.79 1.42 10408.91 2.29 -56.46 

11 印度尼西亚 3407.48 1.07 2873.66 0.63 18.58 

12 阿联酋 2445.00 0.77 2611.00 0.57 -6.36 

13 马来西亚 1549.97 0.49 2152.89 0.47 -28.00 

14 乌克兰 1230.34 0.39 841.83 0.19 46.15 

15 荷兰 1127.89 0.35 1251.15 0.28 -9.85 

16 巴基斯坦 1023.47 0.32 2023.16 0.45 -49.41 

17 新西兰 853.00 0.27 1677.00 0.37 -49.14 

18 南非 575.00 0.18 5681.04 1.25 -89.88 

19 巴西 456.20 0.14 3167.79 0.70 -85.60 

20 沙特阿拉伯 361.85 0.11 1526.00 0.34 -76.29 

21 墨西哥 334.00 0.10 1775.00 0.39 -81.18 

22 缅甸 320.00 0.10 - - - 

23 俄罗斯 281.00 0.09 4744.56 1.04 -94.08 

24 加拿大 219.87 0.07 670.46 0.15 -67.21 

25 菲律宾 213.00 0.07 184.00 0.04 15.76 

26 苏丹 211.00 0.07 - - - 

27 新喀里多尼亚 209.77 0.07 110.00 0.02 90.70 

28 萨尔瓦多 200.00 0.06 125.00 0.03 60.00 

29 古巴 199.71 0.06 999.56 0.22 -80.02 

30 越南 195.10 0.06 698.00 0.15 -72.05 

31 哥伦比亚 184.95 0.06 680.32 0.15 -72.81 

32 意大利 173.09 0.05 433.05 0.10 -60.03 

33 朝鲜 164.14 0.05 416.58 0.09 -60.60 

34 巴林 160.00 0.05 120.00 0.03 33.33 

35 斯洛文尼亚 157.00 0.05 348.00 0.08 -54.89 

36 蒙古 152.00 0.05 10.00 0.00 1420.00 



37 加蓬 150.00 0.05 - - - 

38 秘鲁 126.00 0.04 172.00 0.04 -26.74 

39 立陶宛 121.00 0.04 50.00 0.01 142.00 

40 比利时 113.69 0.04 2.25 0.00 4952.89 

41 阿根廷 110.00 0.03 339.92 0.07 -67.64 

42 埃及 104.00 0.03 88.00 0.02 18.18 

43 尼日利亚 100.00 0.03 525.00 0.12 -80.95 

44 科特迪瓦 100.00 0.03 - - - 

45 白俄罗斯 100.00 0.03 81.84 0.02 22.20 

46 阿曼 98.00 0.03 80.00 0.02 22.50 

47 摩洛哥 78.00 0.02 113.00 0.02 -30.97 

48 波兰 50.00 0.02 - - - 

49 科威特 40.00 0.01 120.00 0.03 -66.67 

50 新加坡 31.00 0.01 60.00 0.01 -48.33 

51 以色列 25.00 0.01 473.69 0.10 -94.72 

52 德国 24.00 0.01 101.00 0.02 -76.24 

53 扎伊尔 24.00 0.01 - - - 

54 卡塔尔 20.00 0.01 997.86 0.22 -98.00 

55 叙利亚 10.00 0.00 155.00 0.03 -93.55 

56 英国 9.00 0.00 26.60 0.01 -66.17 

57 阿尔及利亚 8.00 0.00 - - - 

 世界总计 319228.63 100.00 454266.59 100.00 -29.7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5-7 我国 10 大硅铁进出口企业 

序号 10 大进口企业名称 10 大出口企业名称 

1 丹东毅通商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2 丹东祥和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物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3 3122441272（企业海关编码） 西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4 2101962504（企业海关编码） 山西方瑞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5 图们中兴经贸有限公司 宁夏商业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6 2106960740（企业海关编码） 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 丹东鸿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华电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8 深圳市星辰星实业有限公司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9 2213960047（企业海关编码） 6302960007（企业海关编码） 

10 深圳市启新和纸品有限公司 包头欧马金属合金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5.3 锰硅进出口情况 

2009-2011年，我国总计从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过锰硅，



进口量分别为 8.1 万吨、2.2 万吨和 1.1 万吨。2013 年我国从世

界 5 个国家进口锰硅，总计进口量 1.33 万吨，同比下降 56.67%。

哈萨克斯坦是我国进口锰硅的最大来源国，2013 年我国进口哈

萨克斯坦锰硅 1.27 万吨，同比减少 50.76%，占我国总计锰硅进

口量的 95.44%。此外，2013 年我国还从澳大利亚进口锰硅 523.99

吨，占总计进口量的 3.94%。 

表 5-8 2012-2013 年锰硅进口来源国统计 

单位：吨 

排

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进口量 占比(%) 进口量 占比(%) 

1 哈萨克斯坦 12695.36 95.44 25780.59 83.97 -50.76 

2 澳大利亚 523.88 3.94 5.00 0.02 10377.52 

3 韩国 82.20 0.62 22.50 0.07 265.33 

4 德国 0.64 0.00 - - - 

5 中国台湾 0.35 0.00 3.26 0.01 -89.27 

6 南非 - - 2492.62 8.12 - 

7 罗马尼亚 - - 332.19 1.08 - 

8 日本 - - 20.00 0.07 - 

9 印度 - - 2026.00 6.60 - 

10 西班牙 - - 20.00 0.07 - 

 世界总计 13302.43 100.00 30702.16 100.00 -56.67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锰硅是目前我国出口量最大的铁合金产品。2009-2011 年，

我国向世界 38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过锰硅，锰硅出口量分别为 11.5

万吨、7.2 万吨、1.7 万吨。2013 年我国向日本出口锰硅 1.72 万

吨，同比增长 372.40%。日本是我国锰硅出口的最大市场，2013

年我国向日本出口锰硅 1.47 万吨，占我国总计锰硅出口量的

85.80%。2012 年我国向日本出口锰硅 2798.93 吨，占我国总计锰

硅出口量的 77.01%。此外，我国还向利比亚、越南、中国台湾



和蒙古出口锰硅产品，但总体数量有限。 

表 5-9 2012-2013 年锰硅出口流向统计 

单位：吨 

排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出口量 占比(%) 出口量 占比(%) 

1 日本 14731.56 85.80 2798.93 77.01 426.33 

2 利比亚 900.00 5.24 300.00 8.25 200.00 

3 越南 812.81 4.73 - - - 

4 中国台湾 423.00 2.46 510.00 14.03 -17.06 

5 蒙古 252.00 1.47 - - - 

6 加纳 50.00 0.29 - - - 

7 伊朗 1.00 0.01 - - - 

8 马来西亚 - - 25.00 0.69 - 

9 巴西 - - 0.75 0.02 - 

 世界总计 17170.37 100.00 3634.68 100.00 372.4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5-10  我国 10 大锰硅进出口企业 

序号 10 大进口企业名称 10 大出口企业名称 

1 阿拉山附企贸易有限公司（八钢）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1207430069（企业海关编码） 1207430069（企业海关编码） 

3 内蒙古亚矿资源有限公司 3122411356（企业海关编码） 

4 3122411356（企业海关编码） 海南中银五矿贸易有限公司 

5 新疆八钢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将乐嘉信矿业有限公司 

6 天津国际物流中心 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7 4501962546（企业海关编码） 天津国际物流中心 

8 苏派特金属（昆山）有限公司 1510960077（企业海关编码） 

9 厦门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邦泰（贵州）铁合金有限公司 

10 3223960074（企业海关编码） 连云港中外运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5.4 铬铁进出口情况 

铬铁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铁合金产品。2009-2011 年，我国

总计从世界 27 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过铬铁，进口量分别为 217.6

万吨、182.6 万吨和 180.7 万吨。2013 年，我国总计从 20 个国家



和地区进口铬铁 183.93 万吨，同比增长 20.25%。其中，进口南

非铬铁 98.93 万吨，占总计铬铁进口量的 53.79%，同比增长

19.19%；进口哈萨克斯坦铬铁 47.23 万吨，占总计铬铁进口量的

25.68%，同比增长 7.37%；进口印度铬铁 26.46 万吨，占总计铬

铁进口量的 14.38%，同比增长 36.05%。2013 年我国从上述三国

合计进口铬铁 172.61 万吨，占我国总计铬铁进口量的 93.85%。 

此外，我国还从芬兰、津巴布韦、巴西、莫桑比克和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铬铁。 

表 5-11 2012-2013 年铬铁进口来源国统计 

单位：吨 

排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进口量 占比(%) 进口量 占比(%) 

1 南非 989281.15 53.79 830012.04 54.27 19.19 

2 哈萨克斯坦 472278.22 25.68 439874.65 28.76 7.37 

3 印度 264560.44 14.38 194459.01 12.71 36.05 

4 芬兰 45466.12 2.47 - - - 

5 津巴布韦 42061.12 2.29 34581.55 2.26 21.63 

6 巴西 7492.40 0.41 - - - 

7 莫桑比克 6823.68 0.37 - - - 

8 俄罗斯 4163.56 0.23 13633.54 0.89 -69.46 

9 阿曼 2368.94 0.13 - - - 

10 中国台湾 1998.09 0.11 273.50 0.02 630.56 

11 阿尔巴尼亚 1498.25 0.08 - - - 

12 土耳其 806.14 0.04 2344.07 0.15 -65.61 

13 澳大利亚 165.71 0.01 381.30 0.02 -56.54 

14 德国 89.40 0.00 112.15 0.01 -20.29 

15 瑞典 84.50 0.00 792.00 0.05 -89.33 

16 菲律宾 46.00 0.00 207.13 0.01 -77.79 

17 日本 41.28 0.00 97.88 0.01 -57.83 

18 美国 18.86 0.00 15.86 0.00 18.95 

19 比利时 13.00 0.00 5.50 0.00 136.36 

20 英国 0.12 0.00 20.00 0.00 -99.41 

21 奥地利 - - 0.60 0.00 - 

22 瑞士 - - 0.20 0.00 - 



23 越南 - - 12667.81 0.83 - 

24 韩国 - - 0.08 0.00 - 

 世界总计 
1839256.98 100.00 

1529478.8

8 
100.00 20.2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2009-2011 年，我国向世界 35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过铬铁，铬

铁出口量分别为 22.5 万吨、20.7 万吨、12.0 万吨。日本和韩国

是我国铬铁的主要出口目标国。2013 年我国向世界 26 个国家和

地区出口了铬铁产品，总计出口量为 11.94 万吨，同比增长了

160.45%。我国铬铁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2013

年我国向日本出口铬铁 9.15 万吨，同比增长 168.10%，占我国总

计铬铁出口量的 76.62%；我国向韩国出口铬铁 2.13 万吨，同比

增长 615.85%，占我国总计铬铁出口量的 17.86%。2013 年我国

向上述两国合计出口铬铁 11.28 万吨，占总计出口量的 94.48%。 

 

表 5-12 2012-2013 年铬铁出口流向统计 

单位：吨,% 

排

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出口量 占比 出口量 占比 

1 日本 91506.95  76.62  34131.56  74.44  168.10  

2 韩国 21327.50  17.86  2979.33  6.50  615.85  

3 中国台湾 2055.54  1.72  839.67  1.83  144.80  

4 印度 1480.00  1.24  1664.00  3.63  -11.06  

5 朝鲜 572.06  0.48  393.00  0.86  45.56  

6 澳大利亚 478.01  0.40  576.00  1.26  -17.01  

7 伊朗 424.00  0.36  420.00  0.92  0.95  

8 泰国 252.00  0.21  2934.72  6.40  -91.41  

9 马来西亚 190.00  0.16  47.12  0.10  303.25  

10 哈萨克斯坦 180.00  0.15  - - - 

11 英国 150.00  0.13  175.00  0.38  -14.29  

12 荷兰 145.00  0.12  150.21  0.33  -3.47  



13 古巴 140.00  0.12  - - - 

14 墨西哥 100.00  0.08  325.00  0.71  -69.23  

15 印度尼西亚 72.98  0.06  60.00  0.13  21.64  

16 埃塞俄比亚 71.00  0.06  - - - 

17 南非 52.00  0.04  181.00  0.39  -71.27  

18 巴西 50.00  0.04  100.00  0.22  -50.00  

19 菲律宾 42.00  0.04  49.00  0.11  -14.29  

20 越南 40.00  0.03  20.00  0.04  100.00  

21 埃及 25.00  0.02  - - - 

22 新西兰 21.00  0.02  21.00  0.05  - 

23 阿联酋 20.00  0.02  20.00  0.04  - 

24 秘鲁 15.00  0.01  3.00  0.01  400.00  

25 土耳其 10.00  0.01  - - - 

26 波兰 5.00  0.00  6.00  0.01  -16.67  

 世界总计 119425.05  100.00  45854.04  100.00  160.4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5-13  我国 10 大铬铁进出口企业 

序

号 

10 大进口企业名称 10 大出口企业名称 

1 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 青岛中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 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世天威物流（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有限公司 

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4 青岛中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302440420（企业海关编码） 

5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02630005（企业海关编码） 

6 3501913148（企业海关编码） 2102966974（企业海关编码） 

7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兰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8 大连中嘉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9 中钢炉料有限公司 3122210959（企业海关编码） 

1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3122460282（企业海关编码）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5.5 锰矿进出口情况 

我国是贫锰国家，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富锰矿，几乎没有锰矿

出口。2009-2011 年，我国从约 50 个国家进口过锰矿，锰矿进口

量分别为 961.8 万吨、1158.1 万吨、1297.5 万吨。 



2013 年我国总计进口锰矿 1660.87 万吨，同比增长 34.30%。

南非是我国进口锰矿的最大来源国，2013 年我国进口南非锰矿

518.12 万吨，同比增长 55.86%，占我国总计锰矿进口量的

31.20%；其次是澳大利亚，我国进口澳大利亚锰矿 485.74 万吨，

同比增长 15.72%，占我国总计锰矿进口量的 29.25%；第三是加

蓬，我国进口加蓬锰矿 173.01 万吨，同比增长 65.90%，占我国

总计锰矿进口量的 10.42%。2013 年中国进口锰矿超过 100 万吨

的来源国还有加纳和马来西亚，锰矿进口量分别为 142.84 万吨、

108.52 万吨，同比增长 20.29%、21.47%。2013 年我国从上述 5

国合计进口锰矿 1428.23 万吨，占总计锰矿进口量的 86.00%。 

 

 

表 5-14 2012-2013 年锰矿进口来源国统计 

单位：万吨,% 

排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进口量 占比 进口量 占比 

1 南非 518.12 31.20 332.43 26.88 55.86 

2 澳大利亚 485.74 29.25 419.77 33.94 15.72 

3 加蓬 173.01 10.42 104.28 8.43 65.90 

4 加纳 142.84 8.60 118.74 9.60 20.29 

5 马来西亚 108.52 6.53 89.34 7.22 21.47 

6 巴西 98.66 5.94 84.23 6.81 17.13 

7 缅甸 36.96 2.23 26.25 2.12 40.81 

8 土耳其 19.34 1.16 5.16 0.42 274.67 

9 科特迪瓦 17.75 1.07 - - - 

10 纳米比亚 17.39 1.05 17.57 1.42 -1.04 

11 印度 7.86 0.47 9.13 0.74 -13.92 

12 摩洛哥 7.74 0.47 4.32 0.35 79.12 

13 哈萨克斯坦 6.92 0.42 9.12 0.74 -24.14 

14 阿曼 4.38 0.26 - - - 



15 阿根廷 3.05 0.18 0.00 0.00 - 

16 保加利亚 2.87 0.17 3.05 0.25 -5.90 

17 埃及 1.68 0.10 2.00 0.16 -15.83 

18 泰国 1.47 0.09 1.55 0.13 -5.40 

19 赞比亚 1.29 0.08 2.21 0.18 -41.57 

20 莫桑比克 1.25 0.07 0.33 0.03 282.25 

21 罗马尼亚 1.11 0.07 - - - 

22 越南 0.85 0.05 1.41 0.11 -39.62 

23 肯尼亚 0.56 0.03 0.78 0.06 -27.77 

24 印度尼西亚 0.44 0.03 3.31 0.27 -86.67 

25 墨西哥 0.33 0.02 0.04 0.00 758.86 

26 菲律宾 0.30 0.02 0.04 0.00 636.06 

27 老挝 0.10 0.01 0.28 0.02 -65.61 

28 中国台湾 0.09 0.01 0.13 0.01 -34.02 

29 秘鲁 0.08 0.00 0.02 0.00 236.53 

30 巴基斯坦 0.06 0.00 0.13 0.01 -52.72 

31 塞内加尔 0.05 0.00 - - - 

32 比利时 0.05 0.00 0.03 0.00 71.51 

33 俄罗斯 0.01 0.00 - - - 

34 荷兰 0.01 0.00 0.00 0.00 530.00 

35 智利 0.00 0.00 - - - 

36 韩国 0.00 0.00 - - - 

37 多哥 0.00 0.00 - - - 

38 美国 0.00 0.00 - - - 

39 新加坡 0.00 0.00 0.04 0.00 -99.99 

40 乌克兰 0.00 0.00 - - - 

41 坦桑尼亚 - - 0.00 0.00 - 

42 布基纳法索 - - 0.74 0.06 - 

43 玻利维亚 - - 0.21 0.02 - 

44 伊朗 - - 0.00 0.00 - 

45 尼日利亚 - - 0.01 0.00 - 

46 格鲁吉亚 - - 0.00 0.00 - 

 世界总计 1660.87 100.00 1236.66 100.00 34.3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5.6 铬矿进出口情况 

我国是贫铬国家，每年需要大量进口铬矿，几乎不出口。

2009-2011 年，我国从 33 个国家进口过铬矿，铬矿进口量分别为

675.6 万吨、866.1 万吨、944.3 万吨。 



2013 年我国进口铬矿 1209.25 万吨，同比增长 30.12%。南

非是我国进口铬铁的最大来源国，2013 年我国进口南非铬铁

673.75 万吨，同比增长 50.17%，占我国总计进口铬矿的 55.72%；

其次是土耳其，我国进口土耳其铬矿 198.64 万吨，同比增长

8.19%，占我国进口铬矿的 16.43%。 

此外，我国还从阿曼、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伊朗和澳大

利亚进口较大量的铬矿，2013 年进口量分别为 68.62 万吨、67.67

万吨、48.20 万吨、42.74 万吨和 40.76 万吨。 

 

 

 

表 5-15 2012-2013 年铬矿进口来源国统计 

单位：万吨,% 

排

序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 

进口量 占比 进口量 占比 

1 南非 673.75 55.72 448.65 48.28 50.17 

2 土耳其 198.64 16.43 183.60 19.76 8.19 

3 阿曼 68.62 5.67 42.50 4.57 61.44 

4 阿尔巴尼亚 67.67 5.60 30.50 3.28 121.85 

5 巴基斯坦 48.20 3.99 47.37 5.10 1.76 

6 伊朗 42.74 3.53 44.75 4.82 -4.51 

7 澳大利亚 40.76 3.37 50.09 5.39 -18.62 

8 印度 16.85 1.39 31.06 3.34 -45.77 

9 哈萨克斯坦 16.73 1.38 8.92 0.96 87.57 

10 菲律宾 12.63 1.04 18.05 1.94 -29.99 

11 马达加斯加 11.87 0.98 11.76 1.27 0.91 

12 莫桑比克 2.92 0.24 1.14 0.12 156.57 

13 越南 2.50 0.21 0.19 0.02 1194.82 

14 苏丹 1.73 0.14 1.59 0.17 8.99 

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58 0.13 1.70 0.18 -7.43 

16 印度尼西亚 1.45 0.12 1.58 0.17 -7.87 



17 肯尼亚 0.42 0.04 0.17 0.02 148.93 

18 芬兰 0.15 0.01 1.28 0.14 -88.43 

19 津巴布韦 0.03 0.00 0.09 0.01 -69.63 

20 德国 0.00 0.00 - - - 

21 法国 0.00 0.00 0.00 0.00 -36.45 

22 荷兰 0.00 0.00 - - - 

23 毛里塔尼亚 0.00 0.00 - - - 

24 蒙古 0.00 0.00 - - - 

25 秘鲁 - - 0.00 0.00 - 

26 阿尔及利亚 - - 0.08 0.01 - 

27 巴勒斯坦 - - 0.10 0.01 - 

28 国别不详 - - 0.08 0.01 - 

29 黑山 - - 0.05 0.01 - 

30 泰国 - - 0.00 0.00 - 

31 日本 - - 0.00 0.00 - 

32 巴西 - - 2.87 0.31 - 

33 美国 - - 1.10 0.12 - 

 缅甸 - - 0.01 0.00 - 

 世界总计 1209.25 100.00 929.31 100.00 30.12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