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９年４月

矿 产 保 护 与 利 用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ｏｌ．３９，№．２
Ａｐｒ．２０１９

基于标准化视角谈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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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矿业发展质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要求。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是我国矿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综合利用基本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制定

符合优惠政策条件的认证标准，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并通过政府采用标准加强监管；同时，矿山企业要转变发

展理念，通过引进、合作研发等形式提高技术工艺以制定更高要求的企业标准，最终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

合利用质量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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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１］。我国矿

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经过近十多年来技术攻关，

矿产资源开采水平总体处于高位区间［２］，主要金属

矿产开采回采率均超过８５％，国内有色金属选矿回
收率大多处于８５％左右，原煤入选率逐年提高，矿
产综合利用产值相对处于高位［３］。然而，共伴生

矿、低品位矿和矿山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采选技

术以及综合利用的规模、范围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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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４－８］。

标准是质量的技术依据，标准对质量提升具有

基础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在当前建设生态文

明、实现绿色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总基调的形势下，如

何充分发挥标准作用，助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

用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在综述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综合

利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探讨矿产资源节约与

综合利用工作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标准化视角对

提升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质量提出若干建议。

１　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综合
利用基本情况

１．１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与评价工作
综合勘查和评价是实现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

用的必要条件［７］。针对单一矿种的矿床少、共生矿

床多的资源赋存特点，我国非常重视矿产资源的综

合勘查、综合评价工作。２０１０年，基于矿产资源综
合勘查、综合评价工作经验与现状，国土部组织制定

国家标准《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ＧＢ／Ｔ
２５２８３—２０１０）。该标准为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和综合利用有限的矿产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和规范依据［９］。该规范自２０１１年实施以来，已被
全国地质勘查、矿产开发、资源储量评审、科研单位

等贯彻执行，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据统计，珲春紫

金矿业有限公司曙光金铜矿、甘肃省白崖沟金矿、内

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花敖包特银铅锌矿，通

过综合勘查评价，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有限的矿产

资源，实现上亿元的效益［１０］。

１．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情况
为落实国家资源节约优先战略，国土部联合财

政部，依托５６家大型矿业企业，建设了４０个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１１１２］。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政

策激励措施。包括采取“以奖代补”“示范工程”“绿

色矿山”等形式给予奖励和支持，以及在用地、用矿

方面的配套措施；鼓励地方财政在资源税、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和环保税４大税种征收时，对矿产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减免和退还［６］。此外，初步

形成主要矿产节约与综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先后

发布３３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要求，涵盖能源矿
产、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等矿种［１１］。为统

一“三率”内涵和计算方法，发布行业标准《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ＤＺ／Ｔ０２７２—
２０１５），该规范是矿产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设计的
依据，为全面评价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供指南。

１．３　绿色矿山与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建设绿色矿山，实现资源的全面节约与高效利

用是其基本条件之一。因此，绿色矿业的发展必将

促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规模、水平和质量。

截至目前，共建成６６１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涉及能源、冶金、有色、黄金、化工、非金属及建材等

行业［１３］。２０１７年，《关于加快绿色矿山建设的实施
意见》下发，对建设绿色矿山、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进行了要求与部署，其中特别强调标准的领跑作用。

目前，初步形成了１０项绿色矿山建设相关的行业标
准征求意见稿，一些绿色矿山建设的地方标准已经

发布实施［１４］。

２　我国矿山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
存在问题

２．１　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然而政策落地尚
需进一步工作

　　为了激励矿山企业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
用效率，国家出台了涵盖资源税、所得税、增值税、环

保税等４大税种的财税优惠政策。明确了资源税减
征、所得税抵免、增值税退税、环保税免征的实施条

件。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的认证

标准、认证程序以及有效的监管机制，资源节约与综

合利用行为难以准确认定，导致矿山企业不能享受

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难以落地［２、６］。

２．２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与评价工作开展多
年，但普及度有待提高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自２０１１年实施
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９］。但从实践

来看，矿产勘查、资源储量核实和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工作中，重主矿产，轻共生矿产，重同体、轻异体共生

矿产，重共生、轻伴生矿产，重有用组分、轻有害组

分，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程度总体偏低，共伴生矿

产利用亟待强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１５］。

２．３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所提高，但仍
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矿产资源开采与综合利用方面，随着矿产资
源大规模勘探和开发，当前我国主要金属矿产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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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采率均超过８５％，贫化率也逐年下降，国内有色
金属选矿回收率大多处于８５％左右，尾矿利用大有
作为［３］。然而，有数据却显示，我国矿产资源的综

合回收率不超过５０％，总体利用率约为２０％，全国
共伴生组分综合回收率在４０％ ～７０％的国有矿山
企业不足４０％。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为
３５％，黑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仅为３０％，比
发达国家低２０个百分点［１６］。

从开展综合利用工作的矿山企业数量来看，我

国开展综合利用的矿山比率较低。目前，综合利用

开展得比较好的国有矿山仅占３０％左右，部分进行
综合利用的国有矿山为２５％左右，完全没有进行综
合利用的占４５％［１６］。但占全国矿山９０％以上的中
小矿山，综合利用工作开展甚少［７］。

２．４　综合利用技术进步显著，但技术水平总
体不高，且先进技术主要集中在大中型

矿山
　　随着综合利用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不少技术、
大型装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上技术

水平与工艺装备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只有大中型矿

山企业有实力进行先进技术的研发与引进，中小型

矿山规模效益低、工艺技术陈旧，企业缺少开展关键

技术攻关的积极性，缺乏技术创新的资金与人才，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技术水平。

３　关于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质量
提升工作的思考

　　质量来自标准，高质量需要相应的高标准作支
撑。建议将标准化机制引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

域，利用标准这一有效手段解决当前我国矿产资源

综合利用中存在的政策与技术方面的问题，助力综

合利用工作质量的提升。

３．１　制定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评价的
标准体系，确保激励政策的落实

　　 企业实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需要
投入较大的资金与人力，为了鼓励企业积极性，需要

国家建立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各相关环节相配套的

政策、制度、措施等实施机制的协同，以及对其评估

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前已述及，我国在资源税、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环保税４大税种征收时，对矿
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减免和退还。然

而，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优惠条件的

评估与认定，导致部分优惠政策难以落地。相比政

策而言，标准具有规定更细、可操作性更强的特点。

因此，建议制定相应的认定评估标准，加强对矿产资

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优惠条件的认定，开展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的评估，同时将评估的结论作为相关

部门执行财税优惠政策、用地用矿政策、加强监管的

依据，最终使企业能依据标准享受优惠，激发企业开

展综合利用工作的积极性。

３．２　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标准体
系，并将标准作为政府监管的重要依据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发展到现阶段，要将
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到实处必须依靠技术标准。首

先，要根据地区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实际情况，以及矿

产资源开发总量和强度控制的新政策、新要求，修订

综合勘查评价标准，继续完善“三率”指标体系，建

立健全分地域、分行业的绿色矿山建设与评价标准

体系，形成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技术的标准

体系，指导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政府部门

要将标准的指标参数与要求作为监管的重要依据，

在矿产勘查和开发过程中，要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严格执行标准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备案、登

记、立项申请，要给与退回，形成倒逼机制，实现资源

的综合勘查与评价，让有限的矿产资源充分发挥其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三率”标准作为矿山开发

利用方案审查、矿产资源开采年度检查、矿山督察等

的重要依据；将绿色矿山标准作为申报绿色矿业发

展示范区的重要依据。

３．３　依靠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制定更高技术
标准，从根本上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质量
　　矿山企业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主体，矿产资
源的综合勘查、利用与绿色矿山建设归根结底是矿

山企业自身的事。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

下，企业必须要转变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旧模式，

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土地

修复、环境保护、废物利用以及矿山资源的综合开发

和矿山综合治理等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企业要树

立依靠技术进步来发展经济的意识，依靠制定更高

的企业标准来谋取更大生存空间，这是时代的要求，

是矿山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建议，中小

型企业充分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加强同科研院所的

合作，针对资源特点进行采选工艺改造，发展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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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同时，注重制定更

高的企业标准，通过标准，带动技术向产品转化，实

现企业转型升级，进而扩大对矿产资源进行综合勘

查与评价，扩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范围，不断提高

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的质量。

４　结 论
加快推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是转变矿业

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大力推进矿

产综合勘查、评价、利用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质量

提升，促进矿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途径。新时代，必须在管理模式、技术工艺等方

面进行创新，通过制定具体可操作的标准，确保优惠

政策落地，加强监管，同时，企业要认清时代要求，转

变发展理念，制定更高水平的企业标准，提高技术工

艺，以提高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质量与水平，更好地

实现矿业的绿色发展，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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