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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云南磷化工的战略构想

黄仲权
(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 云南 昆明 650041)

摘　要 :　磷矿是云南的优势矿产, 资源潜力大, 富矿比例高, 发展前景好, 产业有基础,应进行宏

观调控, 促进磷矿运输,调整产品结构, 发展深加工,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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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矿是云南的优势矿产,我国磷矿资源主要集中在滇、黔、川、湘、鄂五省,保有储量占全国

的 77. 5% ,云南磷矿资源主要集中在滇中、滇东的昭通、曲靖、昆明、玉溪、文山等地州(市) , 分

布面积达 499. 2 km2 ,有永善、东川、昆明三个聚磷区,九大磷矿带,有 24个上亿吨的磷矿, 探

明储量 59. 88亿 t ,预测资源量> 200亿 t。云南磷矿有效成分 w ( P 2O 5)平均22. 56%(不包括等

外品) , 比全国平均品位 16. 87%高出 5. 68个百分点。

1　发展云南磷工业的战略构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传统农业向农业现代化转变,农业的增产大约一半来自化肥、

农药的贡献,农业现代化必须要有农用工业现代化作保证。我国化肥产量从 1992年的 2 099

万 t 上升到 1997年的 2 719万 t (纯量)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人均化肥占有量仅

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工业不断发展, 其中 1978～1995年,年均递增

5. 9%。“八五”末期全国化肥年均生产能力达 2 819万 t ,实际产量为 2 450万 t ,磷肥 699万 t ,

钾肥20万 t ,实际产量为2 450万 t ,氮、磷、钾比例为 1∶0. 26∶0. 01,氮肥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磷肥居第二位,“八五”期间全国新增磷矿生产能力 871万 t ,磷矿石年产量已达 2 200万 t , 居

世界第三位。

我国磷肥产量虽然增长较快,但与农业生产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 1997年我国施用化肥量为 3 849万 t ,实际仅2 719万 t ,只能满足需求量的71%左右,其中

氮肥、磷肥、钾肥只能满足需求量的 89%, 60%和 5%。专家们指出, 国产化肥要完全满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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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要至少需 10～15年,主要表现在: ( 1)数量不足、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

要,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氮、磷、钾比例一般为: 1∶0. 62∶0. 57, 而我国为 1∶0. 27∶

0. 01, 产品中高浓度优质磷复肥少,发达国家复混肥的施用量已达总施肥量的 70%～80%;

( 2)企业规模小,全国有磷肥企业 529家,其中大中型企业约占 6% ,小型磷矿产量占全国磷矿

石产量的 64% ,露天矿产量占 2/ 3; ( 3)技术装备落后; ( 4)行业的总体水平比较低; ( 5)磷矿山

企业经济效益差, 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活力。

我国是世界磷肥施用量最多的国家,我国 1亿 hm
2
( 15亿亩)耕地中有 0. 67亿 hm

2
( 10亿

亩)缺磷,其中 0. 33亿 hm
2
( 5亿亩)严重缺磷。1978～1995年, 磷肥的消费量年均递增 7. 0%,

农业部提出的磷肥需求量分别为 2000年 900万 t , 2010年 1 200万 t。1997年我国磷肥生产能

力已达 893. 13万 t ,产量640万 t ,与规划要求相比无论生产能力、产量、品种、质量都有较大差

距。据权威部门的分析,今后我国磷肥的需求量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保证 21世纪初粮食

达到 5亿 t 以上,棉花达到 500万 t ,其他经济作物亦要相应增长的目标, 今后化肥需求量将达

到 3 700万 t (纯量) ,其中磷肥 900万 t ,占 24. 32%。

为此,云南磷肥、磷化工的发展战略应纳入全国磷肥、磷化工总体发展战略的框架内,结合

云南发展磷业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根据当今世界磷业发展的趋势, 磷业必须进行结构优化的战略方针,必须把结构优化提到

重要的战略地位, 实现数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并重,并以结构优化带动或支撑数量的增长。

依托资源优势建设和构筑云南磷肥-磷化工基地,不仅符合化工部“九五”计划中化肥工程

的战略目标, 也是落实中央重视农业,重视化肥生产的一项具体措施。云南省第五次党代会提

出,把磷化工作为云南省新的支柱产业, 开发磷业发展地区经济, 兼顾全国磷肥、磷化工的发

展,继续支援全国 24个缺磷省市的磷矿供应,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按照这个战略构想,云南

磷业的发展方向应是: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为基础, 依托现有企业, 合

理布局,优化结构,协调发展。云南磷业发展目标是 2005年, 全省磷矿 1 200万 t、化肥(纯量)

250万 t (其中氮肥 100万 t ,磷肥150万 t )、黄磷30万 t、磷酸30万 t、饲钙10万 t、三聚磷酸钠

30万 t。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品种、质量和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磷矿

资源开发与保护成效显著, 成为云南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并带动相关业的发展, 到 2005年产

值要比 1995年增长 125%,利税增长 254% ,出口创汇增长 88. 7%,按有关部门的规划到 2005

年,出口磷矿 500万 t ,黄磷 5万 t ,钙镁磷肥 30万 t ,磷酸 3万 t。

2　对策与建议

2. 1　依托现有基础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建国以来,特别是“七五”、“八五”期间国家已投入磷资源开发资金 5. 3 亿元,形成磷矿开

采能力 454万 t (不包括乡镇集体、个体) ,占全国同期产量的 30%以上,累计产磷矿7 651万 t ,

供给全国 29个省市区的 370家工厂,目前云南已形成磷肥生产能力(纯量) 65. 4万 t ,在建的

大中型项目 9个, 新增磷铵 554万 t , 重钙 44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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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计委“七五”科技攻关课题《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意见到 2000年对滇池地区

经济合理的开发规模为 1 530万 t , 占全国同期 2 488万 t的 61. 50%, 并选定首期开发的有昆

阳、海口、澄江、尖山、安宁、晋宁和江川,投产后年创产值 8. 6亿元,实现利税 3. 8亿元,投资还

本期 7年。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未完全落实。

2000～2010年,磷矿山的发展要依托现有的企业进行改扩建, 采用先进技术, 提高装备和

管理水平,加大开采强度,增加产量, 提高质量, 到 2005年或稍长的时期内,初步形成一批具有

国际水平,在行业中起到支柱作用的现代化大型磷矿开采企业。为此,一要抓好四个结合(矿肥

结合、矿化结合、矿电结合、供需结合) , 建设大型磷复肥项目与多氮少磷的省(区)进行品种调

剂;二要加速重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磷化工高新技术及精细化工为内容的“科技兴

化,科技兴肥”战略;三要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大公司、大集团战略与建设

国内最大的磷化工、磷肥基地结合起来,以吸引外资为重点,全方位对外开放,建立以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为目标的经营管理模式,确保跨世纪、高起点的经济规模,加大国产化的力度,依托现

有基础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2. 2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产品结构不合理就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如今农民对化肥品种、质量的要求远大于对

数量的要求。产品中中高浓度优质磷复肥少, 1997年我国磷肥生产能力已达893. 13万 t ,产量

为 640万 t ,磷复肥产量占磷肥总产量的 18. 24%, 发达国家复混肥施用量占总施肥量的 70%

～80%,据测算施用复肥可提高约 10%的化肥利用率, 每年可节省化肥 1 100 万 t (按我国

1995年化肥产量计算) , 并可节约建设投资 150亿元, 同时可减少因施肥不当造成几十亿元的

经济损失。目前我国已能生产粮食、经济作物、水果、蔬菜、花卉等专用复混肥五大系列(包括

氮、磷、钾复混肥; 含微量元素的复混肥;含各种有机质的畜禽粪、腐植酸、糖渣等复混肥) 70多

个品种,计有 1 700多个复混肥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达 2 000万 t 左右,但多数企业的生产规模

较小,产量仅达生产能力的 32. 5%。由于我国复混肥尚处于发展阶段,复混肥的施用量还不到

总施肥量的 1/ 10,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云南发展复混肥资源丰富, 配套程度高, 产品有

市场,应提高开发力度。

2. 3　正视乡镇磷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云南乡镇磷矿在全省磷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继续认真贯彻《矿产资源法》和产业

政策,通过规划布局和投资引导等手段,把乡镇磷矿的发展纳入行业管理的轨道, 为此,一要鼓

励乡镇磷矿通过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以产权联结为纽带, 走集团发展、规模经营之路,建立与国

有矿山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关系;二要继续推行“五统、五帮助、一控制”管理小矿

的经验,即统一规划、设计、价格、销售、运输;帮助群采、集选、集运、技术指导、质量控制、人员

培训;控制采掘(剥)计划;三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 强化质量意识, 降低贫化损失率,坚持

贫富兼采、难易兼采,合理配矿; 四要按照新颁布的矿石质量标准合理开采,在矿山质量监控中

心的统一归口管理下, 大中型磷矿均应完善取样、化验管理制度,乡镇磷矿要在比较集中的地

区,依靠大矿或省市区化工主管部门,建立质量监控中心,进一步完善磷矿山的质量监控网络;

五要坚持好矿好用,对口使用, 使矿石质量与后续加工产业对矿石质量的要求对路, 逐步建立

稳定的供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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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依托地缘优势,发展对外贸易

目前云南省以氮、磷复合肥为主的化肥产品有 20余种产品销售全国 24个省市区,出口日

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人口众多是传统农业国,对磷、硫矿石的需求与日俱

增,每年都要从美国、摩洛哥等进口磷矿石 900万 t , 其中印度就达 400多万 t、印尼 100多万 t ,

我国云南省与东南亚部分国家接壤, 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陆路、海运交通较为方便,出

口磷矿石、化肥具有运距短、运费少的优势,从目前的价格计算,若每年出口 200万 t 磷矿便可

收益 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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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HOSPHORUS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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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man pr ovince is abundant w ith phosphorus mineral resource and at 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evelopment of the pro vincial phosphorus chem ical indust ry. M egascopic

control , t 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 st ructur e adjustment o f products and refinement are

the st rateg y to make prof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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