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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钾是各种植物生长和发育必需的元素，作为农作物所需的氮、磷和钾三大营养元素之一，其作用无法被其它营养素取
代，不但具有增产和提高作物品质的效果，而且可提升作物对氮和磷的吸收。从世界钾资源及产业发展概况、我国钾盐资源

特点、钾盐开发技术最新进展、钾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出发，概述了全球钾盐探明资源储量及其分布特点，钾肥生产、供

给与消费情况，分析了中国钾盐资源特点及生产技术和产业发展。钾盐资源总量少，需求量大，中国钾盐以盐湖卤水为主，是

“活矿”，能够持续保障自给率６０％。未来全球钾肥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定增长，前景乐观，但钾肥产能过剩将长期存在，寡头垄
断局面受资源禀赋决定无法改变，必须坚持国内勘探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加强国内资源储备；坚持产业政策与机制创新，稳定

钾肥产能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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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是各种植物生长和发育必需的元素，作为农作
物所需的氮、磷和钾三大营养元素之一，其作用无法被

其它营养素取代，不但具有增产、提高作物品质的效

果，而且可提升作物对氮和磷的吸收。我国拥有约１４
亿人口，人均耕地少，钾矿资源缺，土壤普遍缺钾，作物

相对缺钾，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合理控制产能，推广

先进技术，建立激励机制，保障钾肥稳定供给事关我国

粮食生产安全。

１　国内外钾资源概况

１．１　国外钾资源概况

钾资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固体钾矿石形式

存在，如钾石盐矿床、光卤石矿床和钾长石矿床，另一

种是以含钾的卤水形式存在，如硫酸盐型卤水、氯化物

型和硝酸盐型含钾卤水。从利用两类资源生产钾盐产

能来看，固体钾矿占绝大多数，占比在８５％左右；卤水
占比在１５％左右。国外固体钾矿资源集中分布在加
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泰国、老挝、欧洲等地区，矿床

类型以海相成因为主，主要矿石为钾石盐和光卤石；含

钾卤水包括硫酸盐型、氯化物型和硝酸盐型三种，美国

为硫酸盐型，以色列与约旦为氯化物型，智利为硝酸盐

型。据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统计，已探明钾资源储
量超过１００亿ｔ（折Ｋ２Ｏ，以下未注明者同）

［１，２］，按目前

年消耗量测算，可保证２００年以上，近几年来世界各国
高度重视资源战略，新增探明资源储量一般不公开。

据已有勘探资料预测各种钾资源总量超万亿吨，萨斯

卡彻温是目前世界探明资源储量最大的钾盐盆地，埋

深多在１０００ｍ内，矿石主要为钾石盐，光卤石次之，
泰国和老挝所在的呵叻盆地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光卤石

矿，因勘探程度较低资源储量尚未列入统计范围。

全球钾资源分布极不均衡［３］，加拿大萨斯卡彻温、

俄罗斯乌拉尔边缘的上卡姆盆地和白俄罗斯涅帕盆地

呵斯塔罗宾三大钾矿探明储量占全球总量的 ７１％。
德国、刚果（布）、老挝、泰国、巴西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蕴藏一定钾资源储量，但开发程度不高。加拿大钾矿资

源量最大，建成的产能和未来开发潜力最大，有“世界钾

都”之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钾矿埋藏浅，品位高，建设

历史长，市场竞争力强。刚果（布）和埃塞俄比亚等钾资

源复杂，基础设施相对差，竞争力较弱。



１．２　我国钾资源概况

我国固体钾矿缺乏，探明钾资源以含钾的卤水为

主，主要集中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罗布泊两个地

区。根据２０１９年８月青海省自然资源厅《截止２０１８
年底青海省矿产资源储量简表》以及新疆罗布泊资源

情况，我国探明资源储量１２８８０６．３万 ｔ（折氯化钾，下
同），保有资源储量１０２５４２．８万 ｔ。２０２０年７月第二
十一届“青洽会”期间，在“盐湖绿色勘查技术研讨会”

上专家表示，柴达木盆地大浪滩－黑北凹地、察汗斯拉
图、昆特依和马海等区域相继实现了砂砾孔隙卤水找

矿突破，增加深层卤水资源储量数亿吨，实现了“再造

一个察尔汗”的找矿目标，开辟了柴达木盆地找钾的第

二空间，增加了我国钾资源储备的新途径。

我国钾资源既具有与加拿大和俄罗斯固体钾矿床

不同的特性，还具有与美国、以色列和智利等国的含钾

卤水不同的禀赋，固液并存，相互转化，具有可变性和

转换性，遵循溶解度理论和水盐体系相图规律。

（１）可变性。卤水钾盐赋存于固体盐岩孔隙中，固
体盐岩中通常含有固体钾盐，固体钾盐是氯化物型含钾

卤水高度浓缩析出的产物，卤水钾矿具有流动性、再生

性、固体钾盐溶解转化动态性和固液转化性，驱动开采

可使低品位和贫钾资源变为基础储量开采出来，为钾矿

开采工程一次建设和多次利用提供了经济保障。

（２）易浓缩性。盐湖地区具有独特的气候条件，
干燥少雨，日照时间长，为卤水蒸发提供了廉价能源。

青海柴达木盆地年日照时数可达３０００ｈ。年降水量
在５０ｍｍ以下，蒸发量高达３０００ｍｍ以上，新疆罗布
泊洼地蒸发量达３８００ｍｍ，为卤水蒸发浓缩析出钾盐
矿物创造了便利。

（３）封闭性。我国青海柴达木盐湖地处昆仑山南
麓河流的尾闾和最低洼地，是地表水的最终归宿和排

泄地，格尔木河年径流量７亿ｍ３，那棱格勒河年径流量
１０亿ｍ３，丰富的周边水资源，有利于固体钾矿的溶解转
化，这为固体钾矿的溶解转化提供了充足水源保障。

（４）隔水性。柴达木盆地和罗布泊洼地等钾矿区
地形开阔，地势平坦，湖区内部没有任何植被，为“天上

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荒漠干盐滩，有利于修建大面

积蒸发盐田，湖区周边是广阔的湖积平原带，蕴藏着较

厚的盐渍粘土或粉细砂层，防渗性能好，是天然隔水

层，为大规模开发就地修建蒸发盐田提供了良好空间。

２　世界钾资源开发、生产与消费

２．１　钾资源开发与钾肥生产

世界钾资源开发的９５％用作生产钾肥［３］，５％用

于工业领域。采用钾矿直接生产的钾盐产品主要有氯

化钾、硫酸钾、硝酸钾，其中氯化钾占９０％以上。受资
源分布限制，钾盐生产具有极高的集中度，加拿大、俄

罗斯、中东和中国等地区的１０家企业产能超过９０％
（图１）。以加拿大Ｎｕｔｒｉｅｎ位居全球第一，占２５．２３％，
第二大钾肥企业是俄罗斯的 Ｕｒａｌｋａｌｉ（乌拉尔），占
２０．５％，第三大钾肥企业位于白俄罗斯，占有１５．９４％，
第四是加拿大的 Ｍｏｓａｉｃ（美盛），占有全球的１５．１％，
第五是中国的盐湖股份公司，占７．０％。

图１　２０１８年世界主要钾肥生产企业产能情况
（资料来源：Ｐｏｔａｓｈｃｏｒｐ）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ｌｄｍａ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ｏｆｐｏｔａｓｈ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世界钾肥实际产量与产能分布与２０１８年
相同，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德国、以色列、

约旦和智利的钾肥产量占总产量约９４％。据美国地
质调查局（ＵＳＧＳ）数据［４］，２０１９年世界钾肥总产量
４１００万 ｔ，加拿大１３３０万 ｔ（Ｋ２Ｏ，下同），俄罗斯６８０
万ｔ，白俄罗斯７００万ｔ，中国５００万ｔ，德国３００万ｔ，以
色列２００万ｔ，约旦１５０万ｔ（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９年世界主要国家钾肥产量占比（数据来源：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ｎｅｗｓ．ｃｏｍ）
Ｆｉｇ．２　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ｏｒｌｄｐｏｔａｓｈ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２０１９

２．２　钾肥消费

钾肥消费集中在亚洲、拉美和北美地区。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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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协会（ＩＦＡ）数据，世界钾肥消费量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２０９．５万 ｔ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７１０．５万 ｔ（图３），东
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及南亚是主要增长地区。人口

数量决定着钾肥消耗总量及其增长，亚洲占有世界

６０％人口，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钾肥消费量约占全球
的１／３，北美占１／４。中国、巴西、美国与印度是世界主
要的钾肥消费国，约占世界总量的７０％。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全球钾肥消费量区域分布（数据来源：
ＩＦＡ）
Ｆｉｇ．３　Ａｒｅ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ｔａｓｈ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２．３　钾盐贸易

资源决定了生产，全球钾肥生产格局和钾资源分

布基本一致，以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德国

和以色列等为主体。而人口数量决定粮食需求，粮食

需求决定钾肥需求，人口大国中国、美国、印度和巴西

等钾资源分布少，均需大量进口钾肥。全球钾资源的

分布不均匀、资源与人口分布不均一性，加之不同地域

发达程度不一、消费结构不一、作物种类不一增大了对

钾肥需求的差异性，因此造成钾肥贸易量很大，生产国

消费量少（加拿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国钾肥产量

８０％～９０％出口到世界各地），而消费国生产量少。据
统计国际上钾肥生产国贸易量占７６％，本国消费量只占
２４％。例如２０１９年我国钾肥产量创历史新高，实物量突
破了１０２３万ｔ，依然进口氯化钾量９０７．５６万ｔ，进口对
象国主要为加拿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５］，数量分别为

３２５．６万 ｔ、２１７．６万 ｔ和 １８７．４万 ｔ，占总进口量的
８０．６％。

３　中国钾资源开发技术及钾肥产业发展

３．１　中国钾资源开发技术进展

我国钾资源开发经历６２年的艰苦探索与创新发
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钾资源开发技术已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成为继加拿大、俄罗斯和白俄罗

斯之后的第四大钾盐钾肥生产国。

３．１．１　氯化钾主要生产技术

氯化钾是利用钾矿生产的第一大钾肥产品，产量

约占钾肥产品的９５％。世界上生产氯化钾的方法较
多，目前应用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方法主要有：浮选

法、冷结晶法、热溶—真空结晶法和兑卤盐法等。浮选

法是钾盐生产的传统工艺，投资少，工艺流程简单，适

用于所有钾石盐和光卤石矿，缺点是产品质量较低、回

收率低；冷结晶法产品质量高、回收率高，常温操作能

耗低，适用于光卤石矿，缺点是工艺流程长，对原矿光

卤石要求高（ＮａＣｌ≤５％）；热溶—真空结晶法产品质量
高、粒度大、回收率高、原矿要求低，适用于钾石盐矿，

缺点是能耗高、设备腐蚀严重、成本高；兑卤盐法产品

质量高、成本低，适用于光卤石点卤水与高镁老卤，缺

点是回收率很低，不适于大规模生产。我国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的“冷结晶”技术取得了重大

突破，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

利用光卤石生产氯化钾的高品位高回收率一体化

冷结晶技术，工艺流程是盐田采收光卤石矿→浓密调
浆→反浮选除钠→冷结晶→洗涤→干燥→氯化钾产
品。基本原理是光卤石矿进入浮选工序，加入钠浮选

剂，使光卤石中的氯化钠含量从 １５％ ～１７％降低到
５％以下，获得低钠光卤石，低钠光卤石进入结晶器，控
制结晶器母液浓度，使氯化镁进入液相，氯化钾保持固

相且不断成长，获得结晶状氯化钾产品。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入研究了光卤石溶解动力学、氯化

钾结晶热力学、动力学及钠浮选机理；开发了三代钠浮

选药剂，使氯化钠得到高效分离；研制了光卤石结晶

器，形成了反浮选冷结晶工艺流程，建立了高架立体集

中布局系统；开发出反浮选冷结晶工艺自动化控制系

统。先后建成两套１００万 ｔ／ａ钾肥装置，并挖潜扩能
１５０万ｔ／ａ，总产能达到４００万 ｔ／ａ，成为世界上单体装
置最大的光卤石生产氯化钾装置，氯化钾产品品位能

够稳定达到９８％，产品由粉状变为颗粒状和结晶体，
有效降低了能耗，选矿回收率由５５％提升到６５％。该
工艺改变了钾肥产品结构，实现了中国钾肥与国际接

轨，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３．１．２　硫酸钾生产技术

硫酸钾是以钾矿为原料生产的第二大钾肥产品，

也是优质的无氯钾肥和农作物所需硫的重要补充来

源，适于忌氯经济作物。世界上生产硫酸钾的主要工

艺有两类：第一类是以氯化钾为原料进行二次加工（俗

称加工型硫酸钾），如曼海姆法和芒硝法；第二类是直

接从含钾的硫酸盐型卤水提取硫酸钾（俗称资源型硫

酸钾），如软钾镁矾转化法。其它方法工业化进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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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国以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

软钾镁矾转化法生产硫酸钾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硫酸钾生产技术。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以罗布泊盐湖

卤水资源为基础，采用软钾镁矾转化法生产硫酸钾工

艺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硫酸钾生产基地，其原则

流程是：矿区开采出含钾卤水，输送至经盐田晒矿生产

钾盐镁矾钾混盐（ＮａＣｌ＋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ＫＣｌ）与含光
卤石的混盐（ＮａＣｌ＋ＭｇＳＯ４·６Ｈ２Ｏ＋ＫＣｌ·ＭｇＣｌ２·
６Ｈ２Ｏ）反应，钾盐镁矾型钾混盐通过转化制备软钾镁
矾（Ｋ２Ｍｇ（ＳＯ４）２·６Ｈ２Ｏ），光卤石矿通过分解法制备
氯化钾（ＫＣｌ），由氯化钾和软钾镁矾再次转化生产硫
酸钾。工艺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设备腐蚀小和无环

境污染等特点。

３．１．３　低品位固体钾矿利用技术

我国固体钾矿资源缺乏，但赋存于盐岩层中的可

溶性低品位固体钾盐达到３．４３亿 ｔ，青海盐湖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柴达木盐

湖难开发钾矿开采技术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突破低品

位固体钾盐的浸泡式溶解转化方法，开发溶剂配方及

制取方法，获取浸泡式溶解转化技术的成套工艺参数，

溶出液平均 ＫＣｌ含量 ２．２３％，远高于 ＤＺ／Ｔ０２１２—
２００２《盐湖和盐类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卤水矿工业指标
的０．５０％；溶解转化率达８０％，远高于国外钾盐溶解
转化率３０％～４３．２％，建立了技术转化的六大工程化
环节。该项目在我国察尔汗盐湖建成了３００ｋｍ２示范
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累计溶解转化固体钾矿５００４万 ｔ，
实现浸泡式溶解转化技术产业化，固体钾溶采工业品

位由８％降低至２％，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低品位零星固
体钾盐浸泡式溶解转化技术产业化，打破了察尔汗盐

湖只能开采液体钾而无法开采固体钾的局面，实现“再

造察尔汗”，改变了我国钾资源供应和钾肥供给格局，

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３．１．４　尾矿钾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国家发改委高技

术示范项目和青海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利用含钾废

盐建设１０万 ｔ／ａ精制氯化钾工艺研究”，完成多种化
学体系的溶钾试验，发现溶钾规律，探索高效室内机械

溶解转化工艺，完成钾石盐溶解工艺、真空冷却结晶技

术以及结晶器的研究，创新了高钠贫钾尾盐溶钾制取

钾石盐成矿工艺，开发出四级串联逐级升温溶解、三级

串联真空冷却结晶成套工业技术，研制国内第一套１０
万 ｔ／ａ热溶—真空结晶氯化钾生产装置，开发尾盐溶
解转化制取钾石盐—热溶结晶工艺回收利用成套技术

与装备，实现了尾矿资源化，使光卤石矿提取钾盐的回

收率提高６个百分点，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

３．２　中国钾肥产业发展

３．２．１　建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钾肥基地

中国钾肥工业始于１９５８年，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表，先后承担国家“七五”重点建设工程

青海钾肥一期年产２０万 ｔ氯化钾项目、国家西部大开
发重点工程青海盐湖年产１００万 ｔ钾肥项目、国家“十
二五”产业振兴重点工程青海盐湖新增１００万 ｔ钾肥
项目以及“十三五”钾肥装置挖潜扩能改造工程（新增

１５０万ｔ产能）项目；开发了低品位固体钾矿的浸泡式
溶解转化技术、大面积深水盐田串联走水晒制光卤石

技术、光卤石采水船采输装备、反浮选冷结晶法生产氯

化钾工艺和尾矿溶解转化热溶结晶法制取氯化钾技

术；实现了低品位固体钾、盐田贫杂矿、加工厂尾盐钾

资源的高效利用，形成先进工艺吃精矿、传统工艺收粗

矿、兑卤工艺用尾矿、母液循环利用的钾资源高效开

采、加工与综合利用格局，钾肥规模达到 ５００万 ｔ／ａ，
２０１９年实际产量达到５６０万ｔ，形成我国最具竞争力的
钾肥基地。

３．２．２　推动了盐湖钾盐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了技术先进、产

品多样、规模化的以钾为主、综合利用的“镁锂钾园”

绿色循环利用产业基地，钾肥产能达到５００万 ｔ，位居
中国第一、世界第四，同时开发并掌握独具特色的吸

附—纳滤膜耦合法高镁锂比盐湖卤水提锂产业技术，

年产１万ｔ装置达产达标，２０１８年生产碳酸锂１１００３
ｔ，２０１９年生产碳酸锂１１３０２ｔ，年产２万 ｔ项目建设顺
利，随着卤水锂在国内市场的占比逐年提高，可逐步摆

脱对国外锂矿石的依存，保障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资源安全。２０１６年引进的世界先进水平的卤水电解
法年产１０万ｔ金属镁装置建成试车，生产出合格的金
属镁锭及镁合金产品和汽车构件批量上市，在２０１９年
第７６届世界镁业大会上，盐湖电解法金属镁及镁合金
获国际镁协环境责任奖，这是国际镁业界对青海盐湖

金属镁及镁合金一体化项目创新性技术路线和产业模

式的认同，对低碳减排成效的认同，对镁产品上下游产

业链协同发展的认同。盐湖电解法金属产品具有环

保、高品质和稳定等优异特性，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

不足传统工艺的１／４，年产１０万 ｔ金属镁装置有望成
为世界绿色镁产业的“一枝独秀”。

３．２．３　提升了国内钾肥自给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６２年来推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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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产业快速发展，建立我国盐湖矿产完整的开拓、采

准和回采系统，开发了一系列的从资源开采、盐田工

艺、钾肥工艺到综合利用共伴生元素先进技术，使我国

钾肥工艺和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青海盐湖钾肥

的带动下，柴达木盆地建成了近千万吨氯化钾产能，罗

布泊建成了１５０万ｔ硫酸钾产能，国内钾盐年总产量稳
定在１０００万ｔ左右，满足国内市场的６０％，改变了我
国钾肥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为稳定国内钾肥价格发

挥了支撑作用。

３．２．４　构建了生态绿色钾肥生产模式

中国钾资源开发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也促进了盐

湖产业低碳和生态发展。国外矿石法开采钾矿资源，

能耗大、污染排放高、环境负载重，而盐湖卤水资源具

有明显的节能环保优势。盐湖卤水经太阳能蒸发浓

缩，得到钾盐矿物，母液返回矿区循环利用，其生产过

程采用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和先进技术，不

仅实现了从原料到产品的全流程节能低碳，而且形成

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生态绿色循环经济模

式。据测算，察尔汗盐田系统利用太阳能蒸发相当于

年节约煤炭近２０００万ｔ，减少ＣＯ２排放５２４０万ｔ、ＳＯ２
排放１７万 ｔ、ＮＯｘ排放１４．８万 ｔ。这样的绿色工艺流
程使原来“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盐块跑”的

盐漠地如今变成“水草茂密、鱼类聚集、鸟类成片”的

生态区，创造了新的生物多样群。

４　钾产业发展未来趋势

４．１　全球钾肥需求将继续稳步增长

据预测，未来５～１０年，由于全球人口持续增长、
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消费升级和化肥施用结构改变

等因素支撑，钾肥需求量保持２％左右的年增长率，这
些需求主要来自于南亚、东亚和南美的增长，中国、巴

西和印度依然存在很大潜力，特别是中国正在决战精

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１４亿中国人民生活改
善、消费升级、土地减少以及世界人口的增加都将促进

钾肥消费的增长。

４．２　中国钾肥表观需求量呈快速增长态势

因中国钾盐资源８０％分布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中
国钾肥产能及供应情况由青海主导，其中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占中国产能的６０％以上，具有绝对话
语权，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钾资源利用率，稳定

察尔汗盐湖钾肥产量，对保障中国钾肥工业的稳步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钾肥生产量和消费量取得快速发展，但国内

钾肥供需矛盾还将长期存在，化肥氮磷钾比例还严重

失调。据统计，我国化肥使用结构依然不合理，Ｎ
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０．４１０．１７，远低于发达国家的１
０．４００．４０，也低于我国农业部门推荐的氮磷钾施用
比例 １０．４０．３，且作物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进一步
扩大土壤钾素匮缺。目前化肥施用的突出问题是氮肥

超量使用和氮磷钾比例不平衡，导致肥效下降，造成环

境污染。因此，化肥使用量应加快总量调节，依作物与

土壤优化氮磷钾比例，增加钾肥占比，减氮降磷，继续

保障粮食持续增产。

由于我国１８亿亩耕地红线降低至１５亿亩，要稳
定粮食产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一

是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增加产量，二是通过改良盐碱地

增加耕地面积，三是需进一步优化氮磷钾比例，提升钾

肥占比，提高化肥使用效率，这些措施对钾肥的需求是

刚性的，预测表观消费量会增加到２０００万～２５００万ｔ
氯化钾［６］，因此我国钾肥需求将继续保持强劲。

４．３　坚持勘查与创新并重强化资源保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

是最大的国家战略。作为一个钾肥消费大国、进口大

国，也是钾资源紧缺大国、土壤缺钾大国，维护钾肥市

场的稳定和适当的国产钾肥自给率，资源保障是关键。

一是继续加大对柴达木盆地西部深层卤水钾资源的勘

查与科研投入，增加接替资源储备，对获得的新型砂砾

型孔隙卤水钾资源量３．５亿 ｔ提高勘探程度等级。二
是对深部盐田水开采工艺和装备实施重大专项攻关，

开展可采性试验和技术经济评价。深部卤水地处高

温、高压、高盐和强腐蚀地层，安全风险高，勘探和开采

成本大，要多部门合作，资源共享，借鉴油井施工经验

探索经济的开采方案，有望实现深部钾资源经济开采突

破。三要优化钾肥产能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推广先进

技术，建设智能工厂，促进两化融合，提升资源利用率，

减少资源过度消耗，保障钾肥生产供应的长期稳定。

４．４　稳步推进境外钾肥基地建设

国家主导稳步推进境外钾肥基地建设，实现双轮

驱动，巩固国内价格洼地。我国钾矿资源非常紧缺，抓

住全球矿产品供需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对优

化我国钾盐资源生产及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等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

引导企业有序推进“走出去”步伐，发挥两种资源和两

个市场作用，保障我国钾肥需求，对境外钾肥基地项目

采取基金或资本金支持，加快构建双翼协同的保障我国

钾肥市场需求的稳定供应体系，核心是提高项目的国际

竞争力［７］，努力提升我国在国际钾盐市场的话语权。要

·５·第６期 　　熊增华，等：中国钾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及产业发展综述



从保障粮食持续安全的高度控制进口钾肥的渠道、规模

和时间节点，要建立优先储备我国境外钾肥基地的钾肥

机制，要统筹将国产钾肥生产地纳入钾肥储备，避免过

量进口冲击国内和我国在境外企业钾盐生产。

４．５　继续实施扶持国产钾肥发展的优惠政策，保
障国产钾肥竞争力

　　国家继续对国产钾肥发展实行特殊的优惠支持政
策。钾肥自给率由 ２０世纪不足 １０％提升到现在
６０％，多年来成为全球进口钾肥价格洼地，得益于国家
对青海和新疆钾肥基地的科学布局和钾肥项目资金的

支持，得益于国家“六五”以来给予的重大科技专项支

持，得益于增值税免征和先征后返以及２＃运价等优惠
政策。同时要充分认识我国钾肥与氮肥和磷肥不同，一

缺资源，二缺环境，三缺人才，在产业政策方面应区别对

待。建议继续对钾肥实施先征后返税收政策，确保国产

钾肥生产企业竞争力，促进国内钾肥产业有序发展。

４．６　建立相关补贴政策及激励机制，稳定国产钾
肥“压舱石”作用

　　国家应建立相关补贴政策及激励机制，鼓励国内

相关生产企业及地区将钾肥资源藏于地下，以稳定进

口钾肥价格为核心，合理控制产量，以减少因产能降低

对国内钾肥生产企业造成严重伤害，同时实现自有资

源在不新建规模的前提下释放产能、合理开发和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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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钾肥与中微肥部编译．１０Ｔｏｐｐｏｔａｓ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９年
世界前１０钾肥生产国）［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
ｖｅｓｔｉｎｇｎｅｗｓ．ｃｏｍ．

［５］王雪村．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口氯化钾数据分析［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
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７４５４４１２６＿９９８９９０７０．

［６］亓昭英，屈小荣，杜双江，等．２０１９年我国钾肥行业运行情况及未来
５年发展趋势分析［Ｊ］．磷肥与复肥，２０２０（１）：１－５．

［７］王石军，王兴富，王罗海，等．浅议我国钾肥工业可持续发展与境外钾
肥基地建设［Ｊ］．化工矿物与加工，２０１９（１）：６６－７０．

·６·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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