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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研究发现当前零陵区农村劳动力人口外流严重，作为本地乡村实体经济快速振兴的重要主力，必

须提出要充分结合本地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本地乡村经济，提供大量合适的就业工作岗位，从而有效促进

本地特色农村产业绿色发展；同时零陵区特色锰业在产业的创新开发综合使用发展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

的各种固体废弃物，而这些各种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本地生态环境压力，而且能够

给本地乡村经济振兴产业提供新的乡村经济社会增长点和大量的合适工作岗位；另外，零陵区具有锰资

源以及地理优势，便于发展下游企业，为农村产业绿色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撑。综合利用锰产业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的同时不仅能够扩大生产链，做好产业的绿色发展，而且能为零陵区农村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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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out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Lingling district is se-
rious. As an important main force for the rapid revitalization of the local rural real economy, it 
must be proposed to fully combine the local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o develop the local 
rural economy and provide a large number of suitable job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rural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stic manga-
nese industry in Lingling district will also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solid wast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utili-
zation of these solid wastes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Moreover, it can provide new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points and a large num-
ber of suitable jobs for the local rural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In addition, Lingling dis-
trict has manganese resources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upport for the green develop-
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olid waste produced by manganese 
industry can not only expand the production chain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ut als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in Lingli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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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屹立于世界前列，整体发展和绿色发展已

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1] [2] [3]，乡村经济振兴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家

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战略。零陵区作为永州市一个重要的中心辖区，乡村产业的绿色发展成为本辖区重

要的正在推进的各项工作之一。 

2. 零陵区锰资源优势 

零陵区作为湖南四大重要民族历史文化区域世界文化名城之一，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繁荣历史，

现辖 6 街道 7 镇 3 乡，锰矿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湘南锰都”之称[4] [5] [6]。现区内氧化锰矿探明

的保有资源储量净矿矿石 300 万吨，潜在资源储量 2000 万吨以上，矿石平均品位约 25 度；碳酸锰探明

的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约 6000 万吨，潜在资源储量达 1.5 亿吨以上。2021 年，涉锰生产企业实际产值

22.49 亿元，完成统征收入 7457 万元，实现税收 2914 万元，是零陵区经济的重要支撑。表 1 为近十年零

陵区有色相关行业增长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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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of nonferrous industries in Lingling district in recent ten years 
表 1. 近十年零陵区有色相关行业经济增长情况统计 

时间/年 有色行业相关行业经济增长情况 

2011 黑色化学金属和铁矿材料采选业比上年同期增长 89.6%，化学金属制品设备制造业比上年同期增

长 31.2%，铁合金冶炼业比上年增长 98.4%，其中电解锰冶炼业比上年增长 75.5%。 

2012 黑色化学金属和铁矿材料采选业比上年同期增长 22.4%，化学金属制品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20.1%；冶炼业下降 3.8%，其中铁合金冶炼下降 3.2%，电解锰冶炼业下降 8.7%。 

2013 黑色化学金属原料冶炼业同比增长 1.3%；其中有色金属原料冶炼业同比增长 38.6%；黑色化学原

料和应用化学金属制品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23.9%；黑色金属矿山和采选业同比增长 47.6%。 

2014 黑色轻质金属加工冶炼业同比增长 4.2%；重点有色金属加工冶炼业同比增长 38.6%；黑色金属矿

产和采选业同比下降 26.4%。 

2015 黑色金属冶炼业下降 19.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8.2%。 

2016 黑色金属冶炼业下降 4.3%。 

2017 黑色高等金属制品冶炼业同比下降 22.3%；其中有色金属制品冶炼业同比增长 82.1%。 

201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13.4%；零陵工业园税收突破千万。 

2019 有色金属粉末冶炼和工程压延材料加工业同比增长 5.1%。 

2020 黑色素贵金属和铁矿原料采选业同比增长 158.4%；民用化学原料和民用化学金属制品设备制造业

同比增长 48.3%。 

注：本数据源自 2011~2020 年永州市零陵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由于零陵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没有针对锰矿及其相关产业进行专项统计，这里引用了

有色相关行业的总体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11 年相关与采选矿、铁合金冶炼以及电解锰的经济情况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增长；而在 2012 年除了采选矿产业经济有所增长，其它相关行业经济都明显下滑；而

在 2013 年各相关行业经济恢复增长；在 2014 年除了采选矿有所下降，其它的相关行业的经济都处于增

长态势；2015~2017 年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经济情况下降，有色冶炼行业经济情况有所增长；2018 年后相

关行业经济形势处于上升态势。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零陵区涉锰企业是该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涉锰行业的经济整体

上处于大幅增长态势。 

3. 零陵区乡村经济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劳动力流失严重 

劳动力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7] [8] [9] [10]。零陵区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湖南省的

一部分，本地劳动力情况是零陵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参数。图 1 显示了零陵区近十年人口变化曲线。 
从整体上来看，除了 2016 年零陵区总人数有了一个上升，其余时间基本保持在一个平稳状态，其中

常驻人口数量逐年上升，在 2020 年有了一个明显的回落。从零陵区总人口数和常住人口的差值可以明显

看出，近十年随着永州市本地经济的发展，在 2017 年后流动人口明显减少，但是随着 2019 年疫情的爆

发，多行业受到影响，对于国内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永州市零陵区来说影响非常大，因此 2020 年外出人口

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 
从 2013 年开始，城镇人口数明显增加，直至 2019 年疫情爆发后在 2020 年有了一个明显的回落。而

农村人口一直处于流失状态，而且逐年严重，直至 2019 年，在 2020 年农村人口有了回升，说明受 2019
年的疫情影响，农村大量人口回流，由于农村经济有所好转，外出打工人数有了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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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数据源自 2011~2020 年零陵区人口统计情况简报) 

Figure 1. Population changes in Lingling district in recent ten years 
图 1. 近十年零陵区人口变化 

 
表 2 为第七次人口普查零陵区与永州市、湖南省以及全国各年龄段人口比例的一个对比表格。从表

中可以明显看出，湖南省作为劳动力流出大省，0~14 岁和 60 岁以上年龄段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永州市在在 0~14 岁年龄段人口比例最高，零陵区在该年龄段比例略低于永州市平均水平。而在 60
岁以上以及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中，零陵区比例最低，其次为永州市平均水平。在 15~60 岁年龄范围内，

永州市平均水平最低，其次是湖南省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最高。 
从表 2 的调查结果不难看出，永州市 15 岁留守农村儿童和 65 岁留守农村老人相对比例较多，青壮

年或者外出农村打工的人比例较大，这种情况在零陵区的统计数据中显示，情况略好于永州市平均水平，

但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也占有较大比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ge-group-proportions in Lingling district and other areas in the seventh census 
表 2. 第七次人口普查零陵区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对比情况 

年龄段 零陵区 永州市 湖南省 全国 

0~14 岁 19.95% 22.95% 19.53% 17.95% 

15~59 岁 60.73% 57.41% 60.60% 63.35% 

60 岁以上 19.32% 19.63% 19.98% 18.70% 

65 岁以上 14.30% 14.39% 14.81% 13.50% 

注：本数据源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表 2 与图 1 中的数据对比中不难发现，零陵区作为湖南省丘陵地带的一个典型地区，仍然是一个典

型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但是由于本地的锰资源优势，15~59 岁年龄段的人员占比高于永州市和湖南省平

均水平。 

3.2. 生态压力大 

在锰矿的开采及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相应的固体废弃物，如果这些固体废弃物不能够有效的

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尾矿、尾泥和电解锰渣。锰矿的开采生产过

程中会持续产生大量的尾矿，尾矿的长期堆放对于整个矿山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物理负荷，回填也可能

会产生松动，所以尾矿的处理需要找到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氧化锰矿在生产利用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大

量的尾泥，每生产 1 吨的氧化锰会产生 0.8 吨锰的尾泥，目前尾泥主要是采用回填方式进行使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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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回填之前需要长期堆放，需占用大量的土地，需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根据电解锰的生产情况，每

生产 1 吨的电解锰会产渣 15 吨左右，电解锰渣通常堆积在渣库中，而渣库不仅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且长

时间堆放不可避免会产生渗透，污染周边土地及水资源，所以电解锰渣的处理亟待解决。 

4. 零陵区锰资源绿色发展的潜力 

4.1. 锰产业发展潜力大 

首先，零陵区涉锰企业来看，本地主要以生产电解锰和天然氧化锰为主。由于电解锰主要用于合金

行业，受钢铁行业影响非常大。而天然氧化锰由于自身问题，很难直接作为电池材料被应用，利润率较

低，很多外地企业，如贵州铜仁的红星锰业，大量采购本地天然氧化锰作为电解二氧化锰的原材料，对

其进一步开发利用，而零陵区本地没有相关的电解二氧化锰及后续产业链的产业。因此，作为电解氧化

锰的原料产地，吸引相应的下游产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仅能够延伸本地锰产业的产业链，提升本地

的经济水平，而且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完善来提升本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然后，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零陵区与广西交界、与广东、深圳相邻，而处于交通枢纽地带。而广东、

深圳的电子行业发达，电解氧化锰、硫酸锰等材料是车用电池的重要原材料。本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

以锰矿为原料，发展电子材料产品的相关行业。 

4.2. 绿色发展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 

由于锰矿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大量的尾泥、尾矿和电解锰渣，这些渣体的产生对农村的生态产生巨

大的压力，因此，综合利用这些渣体将是势在必行的。图 2 为该渣体的 XRD 图。XRD 测试结果使用 MDI 
Jade6.5 软件进行成分分析。表 3 为采自零陵区锰业公司的尾矿、尾泥以及电解锰渣的成分分析。结合尾

矿和尾泥的生成工艺可知其主要为含有水钙沸石、板磷铝矿、磷镁矿石等矿石成分，性能稳定，可根据

其自身特点开发新的产品。而电解锰渣成分相对复杂，稳定成分较少，其中晶体物质含有硫化亚铁、含

氨金属盐晶体等成分，这些成分相对稳定性差，开发相对较为困难。 
目前关于尾泥、尾矿和电解锰渣的再开发利用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11] [12] [13] [14]。尾泥、尾矿、电解锰渣的综合再利用不仅能够缓解其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而且

会给零陵区带来相应的利润，延伸相关产业的产业链，在增强本地产业的抗风险能力的同事还可以给本

地乡村经济振兴提供相应的基础。 
 

 
Figure 2. XRD analysis diagram of different manganese slag 
图 2. 不同锰渣的 XRD 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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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X-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manganese slag 
表 3. 不同锰渣组成的 x 射线荧光分析 

尾矿成分 尾泥 电解锰渣 

组分 结果/% 组分 结果/% 组分 结果/% 

Na2O 0.1174 Na2O 0.1828 Na2O 0.3375 

MgO 0.4675 MgO 1.2468 MgO 2.3726 

Al2O3 8.3657 Al2O3 31.0945 Al2O3 7.2132 

SiO2 56.414 SiO2 43.3666 SiO2 35.0846 

P2O5 0.3254 P2O5 0.338 P2O5 0.8126 

SO3 0.1375 SO3 0.0753 SO3 29.8937 

Cl 1.5387 Cl 0.8221 Cl 1.1391 

K2O 1.3228 K2O 2.5906 K2O 1.5864 

CaO 0.8951 CaO 0.3588 CaO 12.073 

TiO2 0.3348 TiO2 1.18 TiO2 0.3354 

Cr2O3 0.0523 V2O5 0.1121 V2O5 0.1154 

MnO 12.8347 Cr2O3 0.0603 Cr2O3 0.0581 

Fe2O3 16.9238 MnO 2.2885 MnO 3.4903 

NiO 0.1187 Fe2O3 15.9863 Fe2O3 5.3278 

ZnO 0.0489 NiO 0.0735 NiO 0.0374 

As2O3 0.0181 CuO 0.0173 CuO 0.0244 

SrO 0.0306 ZnO 0.0731 ZnO 0.027 

ZrO2 0.0211 As2O3 0.0121 As2O3 0.0076 

Rh2O3 0.033 Rb2O 0.0209 Rb2O 0.006 

  SrO 0.0235 SrO 0.0328 

  Y2O3 0.0308 Y2O3 0.0107 

  ZrO2 0.046 ZrO2 0.0145 

5. 锰资源绿色发展对农村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 

乡村绿色发展，生产力和产业的绿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振兴乡村经济，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够

吸引劳动力回归的工作岗位以及配套的医疗、教育体系[15] [16] [17] [18] [19]。对于永州市零陵区来说，

如何有效的绿色的使用好现有锰资源，提升自身经济水平，为劳动力提供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推动本

地农村经济绿色发展是可行的[20] [21] [22]。 
零陵区锰资源丰富，但是产单一，处于产业链的初端，从而导致本产业利润率低，抗风险能力差。

但是由于资源及地理位置具有优势，便于发展电解锰、电解二氧化锰等下游产业。在发展下游产品，优

化利用资源的同时，不仅能够提升本地经济水平，而且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为零陵区乡村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锰矿的深加工产生的尾泥、尾矿、电解锰渣等对环境会造成极大的负荷，国家已经明确

要求进行综合利用。而从这三种渣体的产量及自身成分的分析情况来看，资源化利用这些废弃物是有希

望的，而这些渣体的产能巨大。一旦实现锰资源的绿色开发，不仅能够促进锰产业的竞争能力，提升本

区经济水平，而且在降低处理费用的同时还能为乡村经济绿色发展提供相应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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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托零陵区锰产业的绿色发展的同时推进零陵区乡村经济的绿色发展是具有可行性的。 

6. 结论 

农村产业绿色发展是零陵区目前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基于零陵区相关锰产业的发展来推进

周边乡村产业的绿色发展是可行的。通过分析，本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零陵区劳动力外流严重，作为乡村经济振兴的主力，必须要结合本地特色发展本地经济，提供大

量合适的工作岗位，从而促进本地农村经济的振兴。 
2) 锰产业的开发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对周围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结合

其自身特点来综合利用这些废弃物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满足综合利用农村固体废弃物的需要同

时它还能够给我国乡村地区振兴农业提供新的一个经济社会增长点和大量的就业工作岗位。 
3) 目前零陵区锰产业的产品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必须引进高技术企业，完善产业链，提升产品

的附加值。在此情况下，不仅能够提升零陵区锰产业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可以为农村经济振兴提供相应

的推进作用。 
总之，锰产业绿色发展推进时，虽然面临艰巨的困难，但同时也是自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

并能够对本地乡村绿色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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