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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7日，商务部公布了《2012
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并下达第一批
出口配额的通知》。在通知中，商务部
确定了明年第一批稀土出口企业的
配额表以及待审核企业的名单。

根据《2012年第一批稀土出口企
业名单及第一批出口配额下达表》，
第一批稀土出口企业名单中的 11家
通过环保审核的企业，所获得的 2012
年第一批出口配额为 10546吨。

商务部对部分尚在进行环保核
查的企业，预留了其第一批应得配额
量 (为其全年应得配额量的 80%)，待
其通过环保核查后即行下达。此次为
未通过环保审核的企业预留的第一
批出口配额量为 14358吨。

有分析认为，2012年的出口配额
总量将与 2011年的基本持平，说明
我国在传递将会稳定供应稀土的信
号。

稀土将分类出口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指出，2012年第一批稀土出
口配额下达给符合 2012年稀土出口
配额申领条件的企业，包括 7家通过
环保核查的生产企业、4家流通企业。

据悉，2011年第一批和第二批稀
土出口总量为 30184吨，根据商务部
公布的这一份稀土配额名单，此次
2012年第一批出口配额加预留配额
合计 24904吨。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
如此，虽然面临巨大的、环境和国内
需求的压力，为保障国际市场需求，
保持稀土供应的基本稳定，2012年的
出口配额总量仍与 2011 年基本持
平。”

据记者了解，2012 年的出口配额
总量比 2011 年的 30184吨略多 3%。

根据公开资料，世界其他地方少
有中重稀土，我国稀土储量占全球的
1/3左右，是世界第一大稀土生产国。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商务部不仅

将稀土划分为两类，并且还分别公布
了轻稀土和中重稀土的配额情况。
根据商务部的规划，在这次出台

的稀土出口配额要实行轻稀土和中
重稀土分类管理的办法。在 2012年
第一批稀土出口配额中，轻稀土出口
配额为 9095吨，中重稀土出口配额
为 1451吨。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表示，稀土

各元素之间资源禀赋、开采和冶炼加
工模式、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以及各自的用途等均存在较大差异。

生意社稀土行业分析师刘锐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分类出
口管理，有利于保护我国特有的中重
稀土矿产资源。

释放稳定信号

据了解，今年前 11个月，我国累

计出口稀土 14750吨，仅占 2011年全
年出口配额的 49%，大量出口配额没
有使用，年度稀土出口配额首次面临
未被完全用光的局面。

安信证券首席分析师衡昆表示，
这次商务部所公布的配额量从第一
批就放出全年的 80%，一方面，可以
给企业更充分的时间去安排生产和
销售计划；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国际
上对中国在稀土方面的政策仍持迟
疑态度的明确回应，中国不会拿配额
当做武器对全球稀土行业形成冲击。
通常情况下，我国稀土出口配额

每年分两次下达。近年来，由于我国
稀土政策的不断调整，出口配额量呈
现逐年降低的情况。

2010年，稀土出口配额比 2009
年减少 30%左右，因为出口配额减
少，日美欧曾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
限制稀土出口，借机推高稀土价格。
“虽然之前大家均预期配额会减

少，但实际这次的配额量并没有减
少，因此对整个产业链来说将起到提
振作用。虽然明年配额也有可能用不
完，但这是我国将会稳定供应稀土释
放的信号。”衡昆分析说。

目前我国在全球稀土族金属市
场独占鳌头，所以国际市场十分关注
我国有关稀土的行业动向。由于占据
全球稀土族金属生产 97%的中国于
2010年导入新的出口分配，稀土族的
价格高涨。

行业配额窘境

2011 年上半年受国家对稀土行
业利好政策的刺激，稀土价格出现飙
涨，稀土出口配额也因此非常紧缺，

大量企业由于没有配额只能采取购
买以保证发货，使得稀土出口配额被
炒成天价，一吨出口配额甚至被爆炒
至 40万—50万元。

但是下半年受欧债危机困扰，全
球经济复苏乏力，稀土需求不足，几
近疯狂的稀土价格在第三季度开始
发生逆转，稀土市场下游订单比第二
季度缩水近半。此前产能扩张的效应
开始逐步显现，市场供需失衡造成价
格一落千丈。

今年上半年稀土价格的疯长与
下半年整个行业的颓势形成鲜明对
比，在 11月份，引发了一股稀土企业
的停产风潮。在包钢稀土宣布旗下冶
炼分离企业停产一个月后，作为南方
稀土主产区的龙头企业———赣州稀
土矿业公司又宣布旗下所有矿山和
冶炼分离企业都自 11 月 20 日开始
全面停产。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前几阶段稀土企业的停产，在很
大程度上跟政策导向有关。江西稀土
学会副秘书长孟庆江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停产原因很多，并不能
简单概括为价格因素，稀土这一行业
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策性因素也很
重要。

安信证券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
叶鑫表示，下半年开始，国内稀土原
料价格跌得比较多，但是海关出口参
考价调整滞后，造成出口价格始终偏
高，影响了外围需求。目前上游厂商
觉得价格已经合理，但下游厂商希望
更加便宜，从而造成分歧。他认为，随
着稀土管制的从严和原料价格的走
高，国外高端稀土企业进入中国将成
为趋势。由于中重稀土主要分布在中

国，随着 2012年实行轻稀土、中重稀
土出口分类管理，实际的出口管制将
变得更紧，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外企进
入中国寻求合作。

重压之下的稀土企业

今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低迷的价
格已经让许多稀土企业在临近年末
的时候选择停产，外加高环保标准，
整个稀土行业面临巨大压力。

由于目前经济形势萎靡，稀土行
业的需求量自下半年减弱以来，并没
有出现很明显的反弹迹象，加之政府
对稀土企业的环保要求更加严格，环
保成本成为稀土企业所必须要面对
的问题，众多稀土企业预计明年初行
业形势仍然不乐观。

一家进入首批配额名单的稀土
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的稀土价
格已具备环保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支
撑，且今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稀土企
业大规模停产，库存消耗较多，明年
一季度开始稀土价格有望企稳。

有业内人士指出，除去价格波动
的因素，为严格控制稀土行业污染，
我国 10月 1日开始实施《稀土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大幅提高
了稀土企业污染物排放门槛，短期内
也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内蒙古自治区稀土行业协会秘
书长张安文认为，长期来看，新环保
标准的出台以及环保核查措施等有
利于中国稀土行业的健康发展。“在
信贷等方面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稀
土企业生产经营和指令性生产计划、
出口配额管理等方面，也应严格落实
环保要求”。

2012年稀土出口配额
传递稳定供应信号
本报记者原金

“致癌牛奶”
全线冲击国产品牌

12月 2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北京多家大型连锁超市了解到，自致癌

牛奶事件发生后，不仅蒙牛旗下纯牛奶

产品销量锐减，国产乳制品相关品牌也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如果说对“黄曲霉素超标”感到陌生，那么对“致癌牛
奶”一定不会陌生。正是黄曲霉素的超标导致牛奶致癌。

随着我国乳制品安全问题频现，外资品牌得以在中国
市场上快速扩张。在与外资品牌的较量中，本土乳制品企业
丢盔弃甲，呈“全线退守”状态。这种状态困扰着本土乳制品
企业的发展。

国产品牌再遇冷

黄曲霉素超标事件被曝光后，蒙牛牛奶销量出现直线
下降。《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解，在北京部分大型超市的
乳品销售区，原本属于蒙牛纯牛奶的销售区已经被缩小了
范围或者替换为其它品牌的乳制品。

北京市海淀区物美超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
示，蒙牛旗下的其他产品销量未明显减少，但销量肯定会受
影响。而且目前不只蒙牛的品牌，国产其他品牌也受到了较
大冲击。“最近将大幅度减少有关产品的进货量，超市会根
据市场情况做调整”。

由于受“毒奶粉”、“致癌牛奶”类似事件的影响，国内消
费者对进口奶源的依赖性加强。

记者对北京家乐福、沃尔玛等大超市调查了解到，家长
在为孩子选购婴幼儿奶粉和儿童成长类奶粉时，更加偏好
国外大品牌的产品。

家住北京海淀区的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1 岁多的孩
子每个月要喝掉 900 克装的进口奶粉近 3 罐，折合人民币
800多元，接近自己月收入的 1/5。“洋奶粉再贵也要买，大人
喝国产奶图便宜，可孩子喝国产奶不放心”。

虽然明知进口奶粉也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但赵女士仍
会选择进口奶粉。“自己对外资品牌并不迷信，但是相比之
下还是会给孩子选择专家推荐的进口奶粉”。

记者随后走访了北京几家比较大的超市。沃尔玛超市
知春路店一位销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成长类奶粉和
婴幼儿奶粉的外国品牌比较紧俏，受之前日本奶粉影响，有
少量波动，不过也只是对少量低端品牌有影响，中高端品牌
依旧销售很好。“而且受最近‘致癌牛奶’事件的影响，外国
品牌乳制品的销售量可能还会上升”。

或丧失竞争优势

由于受消费者偏好影响，国内乳制品加工企业对进口
原料依赖性日益增强。针对国内有些乳制品企业改用进口
奶源的现象，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
将使本土企业增加成本，失去了原料产地的竞争优势。”

国内奶粉遭消费者质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标准
和加工工艺问题。该专家分析认为，“如果不从标准和工艺
入手，转而放弃本地奶源追求洋原料，是舍本逐末、舍近求
远，不会改变消费者心目中本地品牌的地位。”

专家表示，对本土乳制品企业更加不利的是，随着加入
世贸组织的时间推移，中国会进一步增强乳制品行业的开
放程度。比如根据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从 2012年 1
月 1 日起，新西兰向中国出口的乳制品关税将继续降低，其
中婴幼儿配方奶粉和酸奶的关税将降为零。这会使新西兰
乳制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增强其市场竞
争力并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类似的措施都将对我国
本土乳制品企业产生更大冲击。

在“致癌牛奶”余波未平之际，三元、伊利等品牌相继传
出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上调价格，是否会对本土企业更加
不利呢？专家表示，高品质、好口碑的乳制品，即使涨价也能
继续受到消费者的支持。“但目前不排除乳制品市场重新洗
牌的可能”。

本报记者任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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