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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锡是 20 世纪 50 年代成功谈判达成国际协议的商品之一，也是政府间协议定价、稳定锡市场的典范。1956

年 7 月，由生产国和消费国签署的第一届《国际锡协定》生效，规定成立国际锡理事会，管理锡协议。因锡价易受国

际局势、生产国国内政治环境、美国当局释放库存锡等因素的影响，在理事会存在的二十余年主要通过缓冲库存购买

和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来稳定锡市场和确保锡价区间。理事会虽成员国众多，但本身库存授权量小及融资来源有限和

美国锡储备的存在，使理事会无法有效地在锡过剩时充分发挥作用。70 年代以来，随着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锡价起伏更甚，美国的参会和缓冲库存功能的失效等加剧了理事会的奔溃，1985 年，理事会名存实亡，1989 年正式解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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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pricing and stabilizing the tin market.In July 1956,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sig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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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国际多边性锡组织历经变化，最终成立国际

锡理事会，其诸多功能的发挥是国际锡市场多年相对稳定的结

果。 

一、国际锡理事会的缘起及运作机制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锡价极易受到影响，因而锡都是

通过政府间协议定价，国际组织的成立为协议定价提供很好的

平台，20 世纪上半叶的国际锡委员会和 20 世纪下半叶的国际

锡理事会即是如此。1946 年锡委会解散后，为创立战前国际锡

协定和锡委会的后继机构，暂时成立国际锡研究小组以监管、

规范锡市场和平衡锡价。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庞大的战略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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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延缓了国际锡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ITC）的

成立，直至 1956 年 7 月 1 日，由主要的锡生产国和消费国签

署的六份五年国际锡协定(The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ITA)

中的第一份协定才生效。根据其条款，成立了国际锡理事会（以

下简称理事会）来管理该协议，为世界锡市场提供更大的稳定

性。 

理事会的最初成员共计 19 个，被划分为生产国或消费国，

这些成员国在理事会中关系平等，具有同等的实力。在理事会

中，生产国和消费国均有 1000 票的平等投票权，每位成员将

获得五票初选，消费国根据前三年中各自生产和消费的百分比

进行票数的分配，生产国根据其在 1950—1952 年各自生产的

百分比进行分配，但一个国家的票数原则上不能超过 450 票。

选票的分配并非固定不变，会根据生产或消费的变化以及新成

员的加入不时修改。理事会所有重要的决定以多数批准为原

则，并最少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定期会议，以评估可能的供需状

况，决定缓冲库存的活动、适当的价格区间和出口管制。锡价

的价格区间每年每月甚至每周都有所变化，因此理事会可在必

要时修改价格范围。在第一份锡协定生效的五年中，只有一次

更改，其 25,000 吨的缓冲库存将完全由生产成员提供。[1] 

理事会通过缓冲库存购买、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以及其支

持的最高和最低的价格区间来试图减少锡价波动，确保锡的公

平和有偿价格，锡协定的成功就取决于这三类途径的有效运

作。三类途径中，缓冲库存购买是首选。主要通过经纪人在伦

敦金属交易所运作。第一份《国际锡协定》中第八款规定建立

缓冲库存，由生产国强制缴纳。库存设定为 25，000 吨，由生

产国提供相当于 15,000 吨锡金属的初期捐款，在理事会决定的

日期之前完成缴纳，并在需要时为之后的调整做准备。 

出口配额和出口管制是理事会可用的另类途径，理事会可

对管理下的四分之三以上的锡进行缓冲库存活动，而剩余的四

分之一实行出口管制。[2]当缓冲库存中积累了至少 10,000 吨锡，

理事会才可以对生产成员施加出口管制。在管制期内，规定了

生产者库存的最大允许水平。当严格的管制措施导致大多数生

产者达到库存上限时，出口配额实际上与生产控制措施相同。

每个生产国都被要求负责执行自己的出口配额，并在各个矿商

和冶炼厂之间分配这些配额。如果出口超过配额，理事会有权

要求违规生产商以金属或现金形式向缓冲库存缴纳相当于超

额部分的款项，对持续违规行为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理事会存在的二十多年里，依据国际市场上供需平衡的原

则，理事会共实施了五个时期的出口管制。 严厉的管制措施

致使包括 1958 年在内的出口平均减少了 28％。第二至五个时

期的出口管制都比较温和。 

二、缓冲库存与国际锡理事会平衡锡价功能的发挥 

对锡进行缓冲库存的操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已

经开始。一战结束后，锡价下跌，锡产量却没有相应下降，严

重伤害了产锡国的利益。1921 年，建立了储存池——班登池，

通过收购近 20,000 吨锡的累积库存来保持锡价，成功将锡价提

升至正常水平。班登池的成功为锡行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政

府间开始通过库存操纵和控制锡价及投放市场的锡数量。随后

的 20 多年，主要通过国际锡委会锡的国际锡管制计划和缓冲

库存等方式管理国际锡市场和平衡锡价。1956 年成立的国际理

事会沿袭了国际锡委员会的某些职能，最典型的便是对过剩锡

实施缓冲库存的操作。 

根据第一份《国际锡协定》，缓冲库存的融资由生产国负责，

保证 25，000 吨锡的库存量或同等价值的现金储备。在正常情况

下，生产国能按时缴纳相应的融资，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延

迟缴纳或者建立特别基金。例如，理事会成立后第一年，便面临

了巨大的挑战。1956 年苏联出口至欧洲市场的锡为 3,248 长吨，

到 1957 年骤升至 18,011 吨，1958 年达到了 21,948 吨的顶峰。[3]

这些不在理事会管辖范围内的过剩锡严重扰乱了国际锡市场，造

成锡的市场价格低迷，锡价下跌，产锡国生产热情受损。国际锡

理事会通过积极购买缓冲库存和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来保护价

格区间，同时催缴所有会费，生产国成员提供了相当于 5000 长

吨锡金属的“特别基金”捐款以购买库存。最终，在缓冲库存经

理的现金资源耗尽之前，常规和特别基金缓冲库存上升至 30,000

长吨。缓冲库存的作用虽有限，但鉴于突然的苏联锡倾销，至少

维持了锡价的相对稳定，保持了锡市场的稳定。 

但在 1958 年苏联的锡倾销后，由于出口管制和生产国的

技术和政治问题，锡的生产并未完全恢复，特别是玻利维亚、

印尼等生产国，到 1961 年 6 月第一份锡协定结束时，情况已

经从过剩的一种变成了锡短缺的一种，当时锡的市场价格保持

在理事会最高价格之上。生产国要求消费国也承担融资，但消

费国表示理事会的宗旨是促进锡的消费，消费国并无义务承担

融资。面对消费国不愿分享缓冲库存融资的情况，生产国成员

成功地将缓冲库存的规模从 25,000 吨减少到 20,000 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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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国的生产压力，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1971 年 7 月 1 日第四份锡协定生效，缓冲库存管理者继续

进行价格支持业务，到 1972 年底，缓冲库存超过了 12,000 吨

锡。同时，1972 年 7 月消费国成员荷兰提出自愿捐款 67 万英

镑，随后法国于 1973 年 1 月捐款 121.5 万英镑。与马来西亚等

生产国相比，这些贡献微不足道；然而，这是一个重大举措，

因为这是消费国首次向缓冲库存提供财政支持。协定还增加了

缓冲库存管理人员的酌情权。当市场价格达到或超过上限时，

授权管理人员以市场价格售卖锡；当锡的市场价格处于或低于

最低价格时，他能以最低价格购买锡；当锡价处于中间部分时，

缓冲库存可以运行，但只能在理事会的授权下进行。 

缓冲库存的购买量随市场实际情况而定，在锡价异常时发

挥效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锡价和锡市场以及生产国的国内稳

定。从生产国的角度来看，较大的缓冲库存可以避免或降低生

产者在价格下跌时实施出口管制的成本，有效地消除价格波

动，从而稳定出口收入，提高锡相对于替代品的商业吸引力。

从消费国的角度来看，更大的缓冲库存可以有效地遏制投机性

价格上涨，捍卫最高价格，从而为进口商提供更大的供应保障

和可预测的价格。[4]因此缓冲库存购买成为理事会的首选。当

然，锡缓冲库存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能缓解需求和供应的

短期波动，但其资源过于有限，无法应对需求的周期性波动。 

三、国际锡理事会锡价失衡的内外因素 

理事会自成立以来通过缓冲库存购买、出口管制和维持价

格区间稳定了锡市场，将大多数锡价维持在稳定范围内，也为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但其内部存在的弊端、面临的

国际环境以及美国锡储备的威胁使理事会最终在 80 年代解散。 

首先理事会在成立之初就带有冷战特色，整个社会主义阵

营的国家被排除在外，美国作为最大的锡消费国拒绝入会，因

而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理事会的消费成员仅占锡消费量的不

到 40％。中国、缅甸、巴西等作为重要的生产国亦被排除在外，

当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生产不在理事会的控制之下时，捍卫锡价

的价格范围便变得较为困难。 

其次，在缓冲库存的融资过程中，规定：“由生产国强制

缴纳，消费国自愿缴纳。”。生产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本

身依赖于锡的出口外汇和税收，当锡价不稳时，注入理事会的

融资便会延迟或不足额度，导致无力维持锡价最高价。事实上，

在 1956 年 7 月 1 日至 1974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 74 个季度中，

有 28 个季度，理事会持有的锡量不足 1000 吨，显然不足以维

持最高价格。在 1964-66 年和 1974 年这 4 年最大的需求过剩

压力最大时期，理事会也没有持有任何锡，无力维持锡价。从

表面上看，理事会缓冲库存在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似乎并没有那

么大。[5] 

再者，理事会权力有限。在应对美国庞大的锡储备销售时，

理事会没有相应的锡储备与之对抗，最后还在美国锡储备的销

售下，维持了最高价。在应对投机者的锡销售时，理事会没有

有力的应对措施，最后大量走私锡的出现，导致理事会无法再

有效控制锡价。理事会缓冲库存的融资机制本身就有弊端，生

产国无权要求消费国缴纳融资，因库存不足导致无力稳定锡价

区间的情况屡次发生，打击了生产国的信心。 

第四，理事会成立以来其运营一直在美国锡储备的“阴影”

之下，成立之初就通过其庞大的锡储备操控理事会拒绝新中国、

苏联等加入理事会。60 年代美国宣布锡过剩，试图在锡市场大

量出售过剩锡，理事会派代表赴美国谈判后才使美国有序售锡。

但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打乱了这一局面，危机的爆发使美国

意识到国际组织在管控能源和矿物上的重要性以及试图掌控锡

价，国会内部冲破阻扰决定在 1976 年加入理事会。第六次锡协

定谈判之时，当主要生产者要求将价格范围的索引编制到最高

的生产成本，还希望理事会能控制对美国库存的处置时，美国

立即提出反对，这与美国的参会目的相悖。最终美国拒绝入会，

大量成员国纷纷退会，理事会遭到了重创。事实上，美国缓冲

库存的存在是国际锡矿理事会最终崩溃的缘由之一。[6] 

最后，理事会内外部危机频发。生产国与消费国在锡价范

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玻利维亚等生产国要求提高锡价，而美

国为首的消费国却希望能将价格范围的变化限制在上限始终

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在第六届锡协定中，在缓冲库存量及出

口管制上，美玻与理事会并未谈拢，两国并未入会。1985 年

10 月，缓冲库存管理者宣布资金耗尽，无力维持锡市场上的价

格业务，交易相继停止，理事会只剩下 50,000 吨实物锡和总额

超过 5 亿英镑（7 亿美元）的未偿债务。最终债权人获得了锡

储存的所有权，并出售了锡储存以收回理事会所欠的部分款

项。经过无数次法庭审判，其余债务于 1990 年 3 月 30 日以 1.825

亿英镑（约合 3.02 亿美元）的价格在法院外和解。鉴于以上种

种因素，理事会在 80 年代末解散。   

四、结语 

20 世纪以来，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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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为主。蚀变形式为面状、带状和细脉状。矿石结构以粒状结

构、交代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以浸染状为主，其次是微—细粒

脉状，可见微—细粒脉状矿石穿切浸染状矿石。该阶段是成矿

的重要阶段。 

（4）成矿晚期阶段：该阶段矿化蚀变带和矿体及围岩的

蚀变矿物组合为绢云母、高岭土；金属矿物组合主要为方铅矿、

闪锌矿、黄铁矿，很少量自然银、硫铜银矿、银金矿、辉银矿、

螺状硫银矿、黄铜矿、黝铜矿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的

矿物颗粒粒度以中粗粒为主。蚀变形式为带状和粗脉或大脉

状。矿石结构以粒状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为粗脉或大脉状，常

见粗脉或大脉状矿石穿切微—细脉状和浸染状矿石，其矿脉外

常见强绢云母化、高岭土化，该阶段也是成矿的次要阶段。 

（5）风化淋滤阶段：该阶段实际包含了早期风化淋滤期、

还原期和晚期风化淋滤期；早期风化淋滤期指矿床形成后，黄

土覆盖前的时间段；还原期指黄土覆盖后至剥蚀前的时间，也

指淋滤层底部的还原作用；黄土剥蚀后晚期风化淋滤期。高岭

土、铅矾、白铅矿、褐铁矿、赤铁矿是风化淋滤的产物，而辉

银矿、螺状辉银矿、深红银矿、淡红银矿、白铅矿是还原期的

产物。 

4 结论 

本文系统总结了老里湾铅锌矿的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

矿阶段，为该地区下一步地质找矿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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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广，任何想要单独发展的地区、国家和

组织都不可能存在，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的存在为这些发展提

供了平台。锡协议作为 20 世纪政府间成功运作的典范，使锡

这类战略矿产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成为政府间合作和博

弈的工具。作为锡协定的管理机构和维持锡价和锡市场的国际

组织，理事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理事会成立之

初危机就已存在。美国庞大的锡储备以及理事会内部成员国之

间的矛盾始终是威胁锡和锡价平衡的因素。另外，理事会的发

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生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美国锡储备的

变化等密切相关，因此理事会的运营不单单只是稳定锡价和锡

市场上，更集中在其背后存在的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作为在

冷战时期成立的国际矿物组织，理事会的解散是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我们既要反思其解散原因，亦要反思国际矿物组织如何

在日新月异的 21 世纪“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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