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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话语特征与演化分析：基于政府机构视角 

2018-2024 年美国政府机构在关键矿产战略方面的话语关注点从供应链安全

转向清洁能源转型，情感从焦虑转向积极。重大事件如总统大选、政策出台和中

美贸易争端加剧了话语和情感特征的变化，显示出政策变动和国际关系对政府话

语的深刻影响。 

（一）基于话语特征的战略启示 

2018-2024 年美国政府机构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供应链

安全、清洁能源转型、政府政策方向、基础设施建设、稀土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

经济合作，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合作。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各类机构在“关键矿产”主题下的关注点经历了显著变化，

如图 1 所示。针对各类政府机构的话语关注点变化趋势，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图 1  政府机构各类部门话语特征的演化路径 

 

 安全与国防类部门 

关键矿产的战略定位不断强化：安全与国防类部门逐步将关键矿产从经济问

题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表明未来美国将进一步通过政策工具和国际合作减少对

特定国家的依赖，强化国内矿产开发和储备。 

地缘政治对矿产议题的深度影响：安全部门高度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对国家

军事能力和战略竞争的影响，显示关键矿产将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国展

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 

 经济与产业类部门 

关键矿产与新能源战略深度绑定：经济与产业类部门的关注点逐步转向清洁

能源和绿色经济发展，表明关键矿产供应链已成为美国推进能源转型和实现技术

创新的重要支柱。 

政策设计推动国内自给和技术升级：对国内矿产开发和技术创新的重视，显

示未来美国将更多通过政策引导资本和技术力量，逐步摆脱对进口矿产的依赖，



实现供应链的本土化和先进化。 

 资源与环境类部门 

生态责任的国际化趋势：资源与环境类部门关注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强调

可持续性发展和绿色技术的使用，这表明美国未来可能通过制定更严格的环保标

准，在国际矿产治理规则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资源开发与环保之间的平衡性提升：该类部门的政策强调科学数据和技术支

持，反映出美国在矿产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正逐步寻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立法与监督类部门 

政策从应急性向制度化转变：立法部门推动了关键矿产领域从危机应对向长

期政策框架的转型，表明未来美国将依托法律和法规建立稳定、透明的关键矿产

治理体系。 

国际规则主导力提升：通过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立法部门在国际治理中为

美国提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支持，增强了美国在全球矿产议题中的领导力。 

总之，关注点的历年变化路径一方面体现了关注点多维化拓展，关注点的多

领域覆盖反映出美国关键矿产政策正在朝着全面治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体现

了政策协同推动全球规则主导。各部门的关注点共同作用，显示出美国在国内强

化供应链独立性的同时，也在通过国际规则塑造推动全球关键矿产治理标准化。 

图 2 和图 3 显示了美国政府机构各部门在关键矿产上的情感演化路径，基于

情感变化趋势，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图 2  政府机构各类部门情感的演化路径（极值） 

 

 

图 3  政府机构各类部门情感的演化路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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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与国防类部门 

安全焦虑驱动政策紧迫性：国防部门语言中逐渐显现出明显的紧张和忧虑情

绪，这种焦虑推动了政策在执行层面的速度，为供应链多元化和战略储备提供了

更多动力。 

情感渲染强化决策支持：以负面情感为主的语调在公众和政府层面强化了关

键矿产的战略重要性，表明美国在内部形成了对矿产问题的高度共识。高度的主

观性也体现了美国将关键矿产问题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有种主观情绪化话

语有助于凝聚国内和盟友的行动共识。 

“断链恐惧”加速技术替代与自给率提升：话语中的“断链恐惧”催生了更

快的技术研发与本土化生产目标，预计未来在新能源与军事技术领域对矿产自主

性的要求将持续上升。 

 经济与产业类部门 

乐观情绪塑造政策信心：经济部门展现的积极和自信情绪，有助于稳定市场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信号，吸引更多资本投资矿产领域，进一步激发产业

链活力。 

正面情感传递发展愿景：通过正面语言描绘关键矿产对经济增长和能源转型

的作用，不仅鼓舞国内士气，也为国际合作建立了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氛围。 

 资源与环境类部门 

客观理性增强政策合法性：客观中立的情感表达减少了政策的争议性，有助

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科学性，从而提升政策的公信力和国际对话中的技术可信性。 

谨慎语调反映政策复杂性：语言中表达的谨慎态度，表明其在矿产开发上的

国际责任意识以及对矿产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同时为未来可能的

技术突破和国际对话留出了空间。 

 立法与监督类部门 

技术性语言增强信任感：立法部门的冷静语调有助于减少关键矿产政策的争

议性，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执行力提供保障。 



中立语言支持国际对话：该类部门的审慎中立的情感特征使其在国际规则制

定和合作中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公正性，便于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 

总之，情感特征的态势变化反映了各部门的职能定位，从国防部门的紧迫感

到经济部门的乐观自信，再到资源和立法部门的中立理性，共同构建了关键矿产

议题的完整政策面貌。从另一侧面也体现了情感传导在提升政策执行力中起的重

要作用，安全类部门的焦虑驱动政策紧迫性，经济部门的自信强化市场吸引力，

中立部门的冷静保障政策合法性，形成了政策执行和公众认同的多层次支撑体系。 

（二）重大事件和节点前后话语和情感演化中的启示 

 总统大选前后 

总统大选前全球竞争力是政治博弈的焦点，表明关键矿产政策已成为美国国

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强调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能够为竞选提供有力论点。焦虑

的情感目的是为了强化公众支持，促使选民更关注政府的防御能力和全球竞争力。 

大选后的政策趋向务实与协调，情感也逐渐变得积极。说明政策在选举后从

政治宣传回归技术性和可持续性，关注长期利益，反映出美国在战略层面对国际

合作和环境治理的重视。 

 政策出台前后 

政策重点从传统威胁向现代化需求的转变，表明美国逐步调整关键矿产政策

以适应技术创新和能源转型需求，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 

同时，政策出台后供应链自给自足成为优先事项，表明美国致力于通过强化

本土化能力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同时推动产业链与新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 

情感上的焦虑特征则是政策讨论和出台的加速器，由此在政策出台后这种焦

虑情绪逐渐转为积极和保持一定的信心。 

 中美贸易争端前后 

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后的关注点变化表明美国正加速构建以国内生产为核心

的关键矿产战略，以应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而后期的警惕情感为未来博弈定

调，即说明关键矿产已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领域，未来政策将以更高的敏感度对



中美关系和全球竞争格局进行调整。 

二、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话语特征与演化分析：基于新闻媒体视角 

2018-2024 年美国关键矿产战略在媒体报道中“中国威胁论”和供应链安全

是核心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话语从警惕我国转向强调供应链韧性和绿色能源

转型，情感从担忧转变为对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期待。重大事件如总统大选

和贸易争端显著影响了媒体的话语和情感反应，显示出政策和国际关系对公众讨

论的深刻影响。 

（一）基于话语共时特征的战略启示 

美国关键矿产媒体话语主要包含五个议题，分别是“中国威胁论”、地缘政

治、绿色能源转型、经济脱钩和供应链韧性。根据各议题的报道内容和关键词分

析，得到如下启示。 

 “中国威胁论”议题 

美国通过强化“中国威胁论”塑造全球资源治理中的竞争格局，意在构建针

对我国的舆论与政策壁垒。这提醒我们需要强化对外正面宣传，阐明我国在全球

矿产供应链中的责任与合作意愿，避免被单一化描述为“威胁”。 

 地缘政治议题 

美国聚焦我国的“资源控制”战略，利用地缘政治博弈扩大国际影响力。我

国需要在国际平台强调多边合作，平衡外界对“中国资源霸权”的批评，通过多

边协定强化国际信任。 

 绿色能源转型 

美国强调减少对我国依赖推动绿色转型，反映出全球供应链生态正在重塑。

我国可通过绿色矿业技术创新与全球合作，共同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在这一议题

中确立正面形象。 

 经济脱钩 

美国以“经济脱钩”作为对华政策核心之一，意在推动国内产业复兴并减少

依赖。我国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多元化出口路径，提升国际竞争力



以应对潜在孤立。 

 供应链韧性 

美国推动供应链安全与多样化，强调国内能力建设与国际合作的平衡。我国

需展示其在供应链稳定性中的关键作用，推动共赢合作，特别是在稀土等资源领

域强化主导地位。 

（二）基于话语历时特征的战略启示 

图 4 为美国媒体话语议题和情感演化路径，根据议题和情感变化特征，可以

得到如下启示。 

 

 

图 4  媒体话语议题和情感演化路径 

 

 2018 年 

“中国威胁论”兴起：美国通过强调“中国威胁论”强化国内资源安全意识，

我国需加强国际传播，主动阐述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负责任的角色，减少“中国

垄断”的负面影响。 

警觉与关注为主：美国媒体对我国矿产主导地位的情感表现为警觉，我国需

以透明和合作的方式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供应链垄断的担忧，强调我国对全球资

源稳定的贡献。 



 2019-2020 年 

经济脱钩成为核心议题：面对经济脱钩的压力，我国应加快国内关键矿产技

术的自主研发，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

和市场格局。 

自豪与乐观情绪上升：面对美国脱钩战略信心高涨的情感基调，我国需以提

升自身技术实力为重点，通过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保持竞争力，同时推动中立化

合作议题对冲单边脱钩风险。 

 2021 年 

供应链韧性转为政策焦点：供应链多样化是未来全球矿产治理的主要方向，

我国需展示其在全球供应链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利用技术和供应优势推动多边合

作框架建设。 

谨慎乐观与期望并存：美国在关注供应链韧性时表现出乐观情绪，说明政策

执行得到一定社会支持。我国需针对性加强与欧洲等地区的矿产合作，拓展国际

市场，促进供应链多样化，同时推动关键矿产领域的国际对话机制。 

 2022 年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美国已将关键矿产问题提升至地缘战略竞争的核心地位，

此举对我国构成了挑战。我国应借助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区域协定（例如 RCEP 等），

以减少地缘政治竞争的对抗性，并加强在合作议题上的主导权。 

批评与对抗情绪增强：媒体情感达到对抗高峰，说明美国在政策执行和国际

竞争中的压力增加。我国需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政策倡议来缓解外界对我国

崛起的担忧，并且应加强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扩大自己的支持基础。 

 2023-2024 年 

绿色能源转型成为主流议题：全球绿色能源转型为我国关键矿产行业带来机

遇和挑战。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规则制定，推动相关技术输出和

标准建设，巩固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 

信任与对抗并存：绿色能源的转型不仅催生了合作的机遇，也加剧了全球范



围内的竞争压力。我国必须将矿产资源战略与环境保护议题相结合，借助技术创

新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在错综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格

局中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 

（三）重大事件和节点前后话语和情感演化中的启示 

 总统大选前后 

在大选前夕，情绪往往倾向于紧张和对立，这反映了候选人之间政策的较量

以及他们吸引选民的策略；而大选结束后，讨论的焦点逐渐转向政策实施的成效，

这凸显了政府稳定执行能力的重要性。我国可以关注选举期间的话语转变，从而

制定应对各种政策走向的策略。 

 政策出台前后 

政策出台前往往伴随谨慎或焦虑情绪，而出台后媒体对政策表现出一定期待。

我国应当把握政策公布前的国际讨论时机，积极介入，以减轻政策可能对自身利

益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争端前后 

贸易争端使话语从冷静转为对抗，且情感更加紧张和警觉。我国需通过提升

供应链的技术能力和多样化战略，化解单一市场依赖的潜在风险，同时积极推动

国际合作，减少争端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话语特征与演化分析：基于企业和协会视角 

美国矿业企业和协会的语言风格和话语内容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重要的变化。

矿业企业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和供应链安全，而矿业协会则强调政

策支持和行业保护。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和能源

转型趋势的影响，矿业话语的重点逐步转向环保、绿色发展以及矿产回收技术。

矿业企业和协会在面对重大政策变动和国际争端时，展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和策略

性调整，企业和行业协会收到政策和法律影响大，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还有待进

一步观察。 

 



（一）基于话语共时特征的战略启示 

 美国矿业企业 

根据图 5 矿业企业话语共时特征，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图 5  矿业企业话语共时特征 

 

核心资源战略地位：矿业企业对稀土、铜等矿产的重视表明核心资源在全球

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持续增强。我国需加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稀土话语权，推动高附

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制定，维护市场主导地位。 

技术创新与环保发展：美国矿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减少

环境负担，凸显绿色矿业发展的重要性。我国需加快关键矿产绿色开采与回收技

术的研发，推广环保采矿标准，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能源转型与资源安全结合：企业关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矿产资源需求，我国

可通过提供稳定且环保的矿产供应，加强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不可替代性。 

 美国矿业协会 

根据图 6 矿业协会话语共时特征，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图 6  矿业协会话语共时特征 

 

政策支持与立法优化：协会通过游说推动政策支持和监管优化，强调矿业发

展的政策环境。我国矿企和行业组织需强化对外沟通机制，积极在国际层面为企

业争取公平竞争环境，避免不合理限制和“政治化”干预。 

供应链安全与经济独立：协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提示我国需推动多边合作

和区域供应链建设，加强国内资源的战略储备，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在资

源领域的共同发展。 

技术创新与全球竞争力：协会支持矿产回收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提示我国

需引导国内矿企加强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中塑造高技术、高效

率的形象。 

（二）基于话语历时特征的战略启示 

在 2018至 2024 年间，美国矿业企业和协会的关注点逐渐从传统的矿产开采

转向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根据不同的特点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核心资源的地位增强：面对核心矿产的重要性上升，我国需巩固在稀土等资

源中的供应链主导地位，同时推动新兴关键矿产（如锂、镍）领域的技术进步和



国际合作，扩展资源优势。 

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议题的强化：我国需加强绿色矿业发展战略，树立国际环

保形象，同时推广绿色矿产开发的技术和标准，提升全球矿业治理中的话语权。 

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增加：面对供应链安全问题，我国需推动“走出去”战略，

加强全球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和稳定性，同时建立健全应对突发地缘政治事件的

风险管理机制。 

能源转型话题的崛起：新能源产业对矿产需求激增为我国提供了扩大出口和

技术合作的机会，我国需加快布局新能源关键矿产产业链，通过技术优势主导国

际规则与标准的制定。 

（三）重大事件和节点前后话语和情感演化中的启示 

美国矿业企业和协会的话语在重大事件前后呈现出明显的调整，特别是在总

统大选、关键矿产政策出台和中美贸易争端等事件发生前后，表现出对新政策的

快速适应。 

 总统大选前后 

总统大选前，企业和协会强调国内资源独立与供应链安全，提示我国需主动

应对美国对进口矿产依赖的减少，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技术优势，深化关键矿

产领域的国际合作。大选后，政策支持成为企业和协会的主要诉求，我国需关注

新政府的矿产政策方向，及时调整对外出口策略，加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灵活性与

适应性。  

 政策出台前后 

矿产回收和技术创新成为重点，提示我国需加速研发矿产回收和循环利用技

术，建立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面对美国政策调

整，我国需加强与第三方国家的合作，减少因单边政策变化带来的出口压力，同

时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规则的讨论与制定。 

 中美贸易争端前后 

中美贸易争端促使美国企业更加依赖国内生产，提示我国需提升国内关键矿



产自主生产能力，强化供应链韧性，确保在外部依赖降低时保持市场地位。供应

链多样性成为美国关注点，我国可通过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布局，

建立区域性供应链网络以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 

四、美国关键矿产战略态势预测与我国应对策略的建议 

（一）态势预测的启示 

 政府机构 

安全与国防类部门持续对抗、强化防控：我国需密切关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

名限制对华矿产贸易的举措，进一步巩固在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的优势，加强对

供应链韧性的宣传，突出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经济与产业类部门技术竞赛、合作博弈：我国可通过技术输出、国际合作项

目等方式，参与绿色经济转型，利用自身技术和产业优势助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

同时改善国际形象。 

资源与环境类部门环保竞争、规则引导：我国需在环保议题上抢占主动权，

通过推行绿色矿业标准和环保技术，塑造国际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应对竞争国对

我国环保问题的批评。 

立法与监督类部门监督趋严、规则调整：我国需持续跟踪美国关键矿产政策

执行的具体方向与评估体系，加强国内政策研究，制定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矿产治

理政策，确保在国际矿产规则制定中占据优势。 

 新闻媒体 

对抗性话语：我国需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和公关策略，主动回应媒体的对抗性

言论，阐明我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建设性作用，通过第三方机构和媒体传递

客观信息，降低对抗情绪。 

绿色能源竞争：我国可通过宣传在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技术优势，突显

我国对全球能源转型的积极贡献，缓解外界对我国的战略性误解，塑造合作共赢

的国际形象。 

战略性脱钩：我国需提前预判并应对美国推动的“脱钩”政策，强化与其他



市场的经贸合作，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在多边合作平台上对脱钩政策的

负面影响进行揭露和反制。 

 矿业企业和行业 

供应链安全：我国需加快布局全球矿产供应链，推进与资源国的深度合作，

建立多样化、稳定的供应链网络，同时通过产能布局稳定国际市场预期，强化供

应链的可信赖性。 

环保与社会责任：我国矿企需更加注重环境治理和社会责任，通过推广绿色

矿产技术与循环经济模式，改善外界对我国矿产行业的负面认知，并为国际矿企

树立标杆。 

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力：我国矿企需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关键矿

产的精深加工能力，抢占高端矿产产业链市场，增强技术话语权，避免仅作为初

级资源供应方的角色固化。 

对内政策响应与游说：我国需建立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机制，整合国

内矿产资源优势，共同推动政策支持，提升国内矿企的全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我国应对策略的建议 

从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1.增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资助企业参与国际论；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 

2.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制定国际传播战略；建立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话语

体系；编制多语种宣传材料。 

3.积极应对外媒不实报道：建立信息透明机制；建设矿产资源舆情信息监测

和预警系统；借助国际团队力量。 

4.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提名专家；联合世界汉学中心；主办国际会议。 

5.强化国际合作与对话：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推动民间交流项目。 

6.提升研究与交流：建立全球矿产数据共享平台；定期发布政策建议报告；

建设矿产资源区域国别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