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16031/j.cnki.issn.1003-8035.2021.01.18

中国矿山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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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矿山绿色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推动矿业生态化、规模化、集约化与智能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十九大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  "两山理论 "在实践中指导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管理部门的迫切需求。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矿山

从概念提出到全面推进建设过程中的法律体系、建设路径与政策机制等现实问题，评估了其经济与社会效益。此外，研

究梳理了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不同阶段的特征，总结了经验与教训，理清了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区域不平衡性制约机制。

研究从政府、社会、企业三个层面提炼了规范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和主体责任的建议，以期为推动绿色矿山可持续发展提

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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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een mine construction i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and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large-scal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brought to a prominent position, and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The legal

system and policy system have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have been achieved. From the

concept of green mine to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is

study,  we  comb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  the  imbalance  problems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levels:  government,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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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矿业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关键支撑行业，其

迅速发展导致了矿区环境遭受严重污染，也给生态环境

带来了压力。2019年矿业产值约为 46 162.2亿元，占据

了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11.95%，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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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1]。2018年自然资源部的遥感调查显示，全国露

天开采矿山有近 19万个，占地超过 2.00×106 ha。矿山

的大规模和长时间开采侵占土地,破坏和污染了矿区土

地资源，改变了区域水热结构，破坏动植物区系，导致矿

区内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矿山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

济与生态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球资源利用与环境发展面

临的重大挑战[2]。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结合地

区实际，开展生态化、规模化、集约化和智能化矿山建

设是绿色矿山建设核心[3]。近年，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体

制，转变矿山的发展方式，加强了绿色矿山的建设与发

展，促进了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矿山开采是人类扰动自然环境的重要活动，其绿色

发展转型是人与自然和谐之路。矿产资源是我国非常

重要的能源，在其开发过程中不能只考虑资源经济效

益，同时还要考虑开发的生态环境风险，做到生态与经

济的协同可持续发展[4 − 6]。本文系统整理我国绿色矿山

建设不同阶段的特征，总结经验与教训，理清我国绿色

矿山建设区域不平衡性的制约机制。

1　绿色矿山内涵

绿色矿山不是简单地矿山复垦或矿区绿化，而是一

个多维、全过程的系统概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实质要求。19世纪，西方国家提出

了“绿色矿山”的概念，主要是矿区表面的植被绿化与

环境保护等。20世纪以后，绿色矿山理念由单纯的环

境保护延伸至“资源的综合利用”。绿色矿山包含了以

人为本、科学开采、矿山资源环境一体化、开放多元、

可持续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生态修复、技

术创新等众多层面，随着绿色矿山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绿色矿山概念也不断丰富完善[7 − 8]。刘建兴[9]认为在矿

山开发生产活动中，既要满足经济开采需要又要保护自

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毓川[10]认为，绿色发展应贯穿勘查、开发、冶炼、利用、

环保、恢复整个产业链，还包括矿山企业建设、社会和

谐与技术创新等。王小青[11]认为绿色矿山建设是以生

态文明为统领，以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相统一为目标，

以依法办矿、规范管理、安全生产为前提，以资源高效

利用、环保低碳和社区和谐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保障

的建设模式。绿色矿山即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

施科学有序的开采，减少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

实现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

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绿色矿山建设

目标[12 − 13]。

2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现状

2.1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历程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经历了思想萌芽、试点探索、规

范发展三个阶段。2007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召开，发

展绿色矿业的理念正式提出，随后国家各部门发布了一

系列规划，逐步明确了发展绿色矿业的具体要求。

2010年，国土资源部发布正式文件，提出了绿色矿山建

设的明确要求。随着首批“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名单的

公布，绿色矿山建设步入试点探索建设阶段，国务院正

式颁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
2020年）》，国土资源部相继颁布了四批绿色矿山建设

试点名单。2016年，国务院明确指出，到 2020年基本

建成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模

式（图 1）。
2.2　绿色矿山试点和示范区初见

截至 2020年，我国共有 953家矿山入选全国绿色

矿山名录，新增 555家矿山为新遴选企业。从区域位置

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矿种种类繁多且资源富集量大，具

有较大的开采空间，但是经济条件与基础设施相对于东

部地区较为落后。我国入选绿色矿山建设名录的矿山

大多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广东、内蒙、湖北、浙

江、湖南、河北、山西、安徽、山东和河南等省份的绿色

矿山建设数量大于 50座，福建、青海、云南、吉林、甘

肃、广西、黑龙江、江苏、四川、新疆、江西、辽宁和陕

西等省绿色矿山数量基本处于 10～40座之间，而其他

省份基本都处于 10座以下。我国绿色矿山从试点建设

到试点验收过程中，建设了一批可复制与可分享的示范

基地，为其他矿山企业提供了丰富、可借鉴经验 [14]。国

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绿色矿山“点、线、

面”立体发展新格局[15]。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不

断探寻低碳经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现代化、生态文

明与科学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极大的促进我国绿

色矿山建设持续发展。

2.3　绿色矿山法律体系、标准体系与政策体系逐渐完善

从绿色矿山概念的提出到规范化、全面化发展，我

国建立了一套以《矿产资源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法

律体系的建立使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在勘察、开采、

利用和保护方面有法可依，合法发展，为矿业权流转、

资源规划、利益均衡分配提供法律依据[16 − 17]。我国绿

色矿山标准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形成《固体矿产绿色矿

山建设指南 (试行)》（T/CMAS）首个绿色矿山建设全国

标准、非金属行业九大行业标准、评价标准、遴选标

准、团体标准等，极具地方矿业特色的地方标准体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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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不断完善。政府也不断鼓励绿色矿山建设企业，

在矿业权、项目用地、财税、融资等方面出台了向绿色

矿山倾斜的可操作性鼓励政策，开辟绿色矿山专属通

道，为企业规避发展风险提供了坚实保障。

2.4　绿色矿山建设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凸显

绿色矿山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统计，

2007-2018年，矿山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增长 28%，

在科技投入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单个矿山利润总额不降

反升，提高了 11%[18]。绿色矿山企业积极开展产业升级

转型，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采用资源利用高效化、开

采方式科学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的绿

色生产模式，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通过转化处理，

同样作为资源加以利用，产能大幅提升，基本实现“零

排放”，达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矿区周

边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的企业

形象。改变了“小散乱”、“脏乱差”的老面孔，大幅提升

了矿区周边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了社会协调、文明、和

谐与可持续发展。

3　我国绿色矿山发展不平衡特征

3.1　矿产资源的不均衡性制约了发展格局

我国绿色矿山发展格局受矿产品种、矿山规模与

区域地理位置影响而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中国地形

受自然地理特征的西高东低影响，矿产资源分布也极不

均衡。而我国的西部地区矿山入选率不高，进一步拉大

了我国东西部资源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的差距。非

金属矿山是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主体，其约占全国矿山

总量的 70.9%，其入选绿色矿山目录占全国绿色矿山总

量的 38%。而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业分别占据了 26.4%
和 24.8%（图 2）。非金属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远低于

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的影响，但非金属矿山入选绿色矿

山名录的数量占比较大。我国矿山总体处于小型化，其

数量约占比为 82.1%，但是入选绿色矿山的大部分为大

中型矿山，其约占 90.9%（图 3）。矿山发展规模的不平

衡严重打击了小型矿山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的积极性，这

与绿色矿山集约化发展相悖[18]。

3.2　标准体系、评估体系与绿色矿山建设不平衡

现阶段我国绿色矿山标准体系与绿色矿山发展需

求呈现标准不全面情况。我国虽已发布了九大行业的

绿色矿山标准，但与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众多特征不匹

配，出现了行业标准体系不健全，覆盖领域不全面，矿产

勘查与开采技术标准未能及时更新等问题，导致有些行

业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行业标准 [19 − 20]。部分地区缺乏

结合本地区矿山实际建设情况、矿种、地貌特征等因素

而制定差别化的地方标准，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矿山建设

成效不明显，造成了企业建设绿色矿山缺乏积极性、绿

色矿山建设方向不明确、绿色矿山建设难等问题。我

国在绿色矿山实行标准引导、第三方评估、企业自建自

评、社会监督的发展模式，但针对我国矿山评价指标表

现颇为单一[21]。评价指标中的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比

例不协调，定量指标数量少且无法精准的在绿色矿山建

设中发挥引导作用。在评选工作中，有的地区采取地方

评价指标进行评选，而有些地区直接采用国家评价指标

进行评价，没有结合区域矿业特点进行差别化评价，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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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选取工作效率低。

3.3　企业认知与绿色理念不平衡

我国部分企业对绿色矿山理念认知不充分，严重制

约着我国绿色矿山可持续发展。绿色矿山理念在不同

的发展背景下蕴含不同含义。绿色矿山理念愈发丰富

饱满，在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节能减排、科技

创新、以人为本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我国在此背景下，

对矿山企业提出依法办矿、规范管理、资源综合利用、

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社区和谐、

企业文化九个方面的要求。绿色矿山理念是一种动态

的、基于时代内涵和人民需要不断发展的系统体系，然

而我国部分企业对于绿色矿山理念的认知还停留在第

一与二阶段，认识不充分，严重缺乏主体责任意识，以偏

概全，矿山企业管理者缺乏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理

念、忽视企业升级转型，管理不当、盲目开采、以经济

效益为主等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3.4　矿区发展与社区和谐不平衡

矿山开发对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与周边社区会产生

严重影响，存在矿区发展与社区和谐不平衡的问题。生

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液、废气、废渣，严重污染当地

生态环境，威胁人民健康，而且矿山在进行开采作业时

会破坏岩土体平衡，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企业在维护

自身利益的同时，未能兼顾矿区群众利益，开发效益分

配不均衡、补偿不合理、矿区采空、地面大量堆积、尾

矿处理不妥当等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致使群众

不满，造成社区与矿区关系紧张。同时，矿区职工与周

边居民生活利益冲突，与当地社区磋商协作不及时等引

发彼此之间矛盾[22]，引发矿区与社区不和谐局面，不利

于矿山企业的长久发展。

4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建议

4.1　丰富顶层设计，制定绿色矿山战略规划，进一步

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

紧密结合我国矿业发展现状、市场发展导向、国际

矿业动态等信息，国家需丰富顶层设计，制定绿色矿山

战略规划，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建议针对

在建和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的企业，出台相关税收、财政

金融、资源优先配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低

规制风险，充分调动企业建设绿色矿山的积极性。地方

政府需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本地矿种种类、矿山地貌、地

理位置等条件，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标准、勘查标

准、考核标准、遴选评价标准，充分完善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体系，做好地方性法规、标准和国家级规范性文件

相衔接过渡工作，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4.2　贯彻落实“绿色矿山”建设“以点带面，整体推

进”的指导思想

着力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绿色矿山示范区产学

 

(a) 不同种类矿山占全国矿山总量比例 (b) 不同种类矿山占入选绿色矿山总量比例

24.8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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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矿山类型与入选绿色矿山比例分析

Fig. 2    The proportion of green min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mines in China
 

 

(b) 不同规模矿山占入选绿色矿山总量比例(a) 不同规模矿山占全国矿山总量比例

17.90%

82.10% 90.90%

9.10%

小型矿山
大中型矿山

图 3    我国矿山规模情况

Fig. 3    The proportion of small scale min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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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企业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培育创新人才。结合“一矿一策”发展导向，打造典型

发展模范，为其它矿产企业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实现

矿山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大投入、引进

先进设备及工艺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三率”、加快科技

创新、节能减排，减少废物，树立循环经济理念，因地制

宜，改变单一发展模式，探究深层次多元化发展。积极

推进绿色矿山文化建设。积极建设富有企业特点的企

业文化，充分履行矿山企业社会责任，展示良好的社会

形象。同时，推进矿山安全生产文化、矿山社区和谐文

化建设，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4.3　加强监督管理

对于已入选绿色矿山名录的企业要持监督管理，严

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开展抽查，强化多部门联

动，形成后续考核、清退及惩戒机制，防治企业出现入

选前后“双面孔”现象，科学规划发展。提高公众绿色

发展意识，监督周边矿山企业行为，发挥社会舆论作用，

借助网络信息化平台，曝光违法行为和活动，促进合法

开采与依法办矿。加强绿色矿山理念传播，通过知识讲

座、公益广告与新媒体等资源向大众传播绿色矿山发

展理念，建立宣传交流推广优秀绿色矿山平台，宣传展

示典型的绿色矿山试点与示范区，充分展现绿色矿山的

科学发展模式及优秀经验，促进绿色矿山建设。

5　结论

生态绿色理念已融入各个行业的发展。经过近十

年的建设发展，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生

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新高度，矿业通过整合、集约、转型

与智能化的方式走上绿色发展道路。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推动了绿色矿山发展的新格局，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

与挑战。矿山企业需以科学设计、安全开采、综合利

用、生态环境保护和企地融合和谐为主要目标，做到科

学开采、高效资源利用、规范企业管理、环保生产工

艺、生态化矿山环境、富民化发展模式，追求循环经济

发展模式，实现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有效衔接。政府需逐渐完善其政策体系，贯彻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断引导企业发展，充分

发挥公众监督职能，构建绿色矿业发展长效机制，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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