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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是一篇矿业工程领域的论文。绿色矿山建设是促进我国矿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

国矿产资源领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主要活动之一。通过梳理分析绿色矿山发展历程，将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发

展历程分为思想萌芽、探索发展和全面实施三个阶段，并系统总结了在绿色矿山、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绿色

矿山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四个方面的建设成效，重点分析了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在绿色

矿山系统科学概念与片面理解认知、现有建设格局与矿产资源禀赋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与矿山创建动力

和标准体系、考评机制与矿产资源国情之间的不均衡性。最后，在绿色矿山理论、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常态

化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绿色矿山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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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和不合理利

用，是造成生态环境被扰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矿

业绿色转型升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要求，

而绿色矿山是矿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 [1-2]。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十三五”规划和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将发展绿色

矿业、建设绿色矿山作为重点任务以来，我国绿

色矿山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成效显著[3-4]。我国学

者对绿色矿山概念、评价、标准、发展路径等方

面纷纷建言献策。在概念方面，黄敬军[5] 认为绿

色矿山应秉承资源环境一体化、生态园林矿山、

绿色经营等理念；在评价方面，宋学峰等[6] 依据

《国家级绿色矿山基本条件》，构建了 8大类

20项指标的绿色矿山建设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在

标准方面，黄敬军等[7] 提出了“合法采矿、高效利

用、科学开采、清洁生产、规范管理、安全生

产、内外和谐、生态重建”的“32字”标准或“矿山

开采合法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开采方式现代

化、采矿作业清洁化、矿山管理规范化、生产安

全标准化、内外关系和谐化、矿区环境生态化”的

“八化”标准，建立了绿色矿山建设考评指标体

系。在发展路径方面，鞠建华等 [8] 在试点实践、

规划制定、体系建设、政策研究和制度建立等方

面探讨了中国矿业绿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但在

总结已取得成效基础上，针对现阶段遇到的具体

现实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意见

和建议方面相对较少。文章通过回顾总结我国绿

色矿山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效，重点分析了绿色

矿山建设水平不均衡特性及其制约因素。最后，面

向“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解决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水平不均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以期对我国绿色矿山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发展历程

我国绿色矿山的建设可以分为思想萌芽、探

索发展和全面实施三个阶段。

 1.1　思想萌芽阶段

1992-2009年。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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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绿色矿业发展的基本依

据[9]。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通过

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标志我国对生态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重视。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一[10]。

2007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绿色

矿业”理念[11]。“十三五”规划和《全国矿产资源

规划（2008-2015）》确立了“2020年基本建立绿

色矿山格局”的战略目标[12]。

 1.2　探索发展阶段

2010-2014年。2010年，《关于贯彻落实全国

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

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绿色矿山建设的总体

思路、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不同行业的绿色矿

山应满足的基本条件，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

开始启动[13]。2011-2014年，共分四个批次公告了

661家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1.3　全面实施阶段

2015年至今。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中要求“发展绿色矿业，加快推

进绿色矿山建设”，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2017年，原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

见》，自此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步入了快车道 [14]。

2018年，颁布实施了 9个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绿色矿山建设进入了“有标可依”的新阶

段[15]。2019年，全国绿色矿山目录管理制度开始

实施，全国已有 1200余家矿山企业被纳入到国家

级绿色矿山名录中。

 2　我国绿色矿山的建设要求

我国绿色矿山的建设要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后逐渐具体化、系统化。2010年，原国土资源部

部署开展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示范工作，同

时提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基本条件》，包括依

法办矿、规范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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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共 9个方面的内容。2017年，进一步细化了建

设要求，分别规定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有色

金属、黄金、冶金、化工、非金属矿等 7个行业

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要求，具体要求整合为

矿区环境、开发利用方式、综合利用、数字化矿

山、企业形象共 5个方面。

2018年，自然资源部颁布了非金属矿等 9个
行业绿色建设规范，以及此后两轮绿色矿山遴选

工作中的《绿色矿山评价指标》进一步细化了绿

色矿山的建设要求，即从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

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数字

化、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共 6个方面详细规定了

量化指标。自此，我国绿色矿山的建设要求框架

初步建立。

 3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现状分析

 3.1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

 3.1.1　绿色矿山

 3.1.1.1　全国绿色矿山建设概况

截止于 2021年 1月，我国共有 1254家矿山

被纳入到全国绿色矿山名录。从区域分布上看，

华东、华北、华中地区绿色矿山数量位居前三，

分别为 334家，、226家和 226家，相应占比为

26.63%、18.02%和 18.02%（详见表 1）。若考虑

绿色矿山占地区矿山的比例，华东、华中和华南

地区绿色矿山占该地区矿山比例占据前三，分别

为 5.60  %、4.21 %和 3.00  %，西南地区占比最

低，仅为 0.95 %。全国绿色矿山占全国在产油气

和非油气矿山的比例为 2.8 %。
  

表 1    各区域绿色矿山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green mines in China

地区
绿色矿山
数量/个

绿色矿山
占比/%

地区在产
矿山总量/个

绿色矿山占地
区矿山比例/%

华东 334 26.63 5961 5.60

华北 226 18.02 8701 2.60

华中 226 18.02 5371 4.21

西北 167 13.32 6944 2.40

西南 106 8.45 11126 0.95

东北 102 8.13 3562 2.86

华南 93 7.42 3100 3.00
总计 1254 100 44765 2.80

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和全国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2019。
 

我国绿色矿山大多分布在中东部，且中东部

绿色矿山占地区矿山比例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而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绿色矿山

建设水平相对较低。我国矿产资源分布极不均

衡，西北地区是煤炭等重要大宗矿产能源资源基

地的主要分布区，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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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也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绿色矿山的进一步发展。西南地区是我国

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主要分布区，但矿山规

模分布以中小型矿山为主，矿山企业普遍存在工

艺技术落后等问题，绿色矿山建设水平相对滞后。

从矿种种类分布上看，非金属、能源矿产分

别为 494家、346家，合计约占绿色矿山总数的

67 %，远高于其他矿产种类。有色金属、贵金

属、黑色金属、三稀和水气矿产分别占 140家、

137家、124家、8家和 5家（详见表 2）。从单

一矿种分布来看，石灰岩、煤炭、金、铁和磷矿

占据前五位，分别为 297家、283家、120家、

115家和 46家，合计占比 68.66  %。白云岩等

40余种矿种绿色矿山数量均少于 10家。
 
 

表 2    主要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情况
Table 2    Construction of green mines in major industries

矿产种类
数量/
个

占比/
%

矿业权
数量/个

绿色矿山占
行业矿山比/%

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 375 29.90 34217 1.10

能源矿产 346 27.59 6813 5.08

有色金属矿产 140 11.16 2804 4.99

贵金属矿产 137 10.93 1611 8.50

黑色金属矿产 124 9.89 3759 3.30

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 88 7.02 1433 6.14

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 31 2.47 2154 1.44

三稀矿产 8 0.64 138 5.80
水气矿产 5 0.40 660 0.76

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和全国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2019。
 

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

该行业进一步发展绿色矿业提供了典型示范。但

各行业间发展并不均衡，如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

产在各行业中占比最大，但入选绿色矿山目录的

企业在行业中占比仅为 1.1 %。

 3.1.1.2　绿色矿山成效——以黄金行业典型绿色矿

山为例

2020年，笔者考虑矿山分布区域、开发方

式、生产规模、矿产资源类型等因素，选取了黄

金行业新城、抱伦、柏杖子、太白、水银洞、紫

金山、大尹格庄、夏甸共 8座典型绿色矿山进行

调研。对比了建设前一年（指申请国家级绿色矿

山试点单位或参加遴选的矿山，根据绿色矿山实

施方案等开始绿色矿山建设的前一年度）和建设

元年（根据绿色矿山实施方案等进行绿色矿山建

设的当年）主要指标，主要指标变化如下。

1）绿化覆盖率平均值从建设初期的 67%提升

至 92%，土地复垦率从 62%提高到建设后期的

85%；

2）“三率”全部达标，其中夏甸金矿由于易采

资源储量减少，品位下降，同时增加了资源的回

收，导致了开采回采率的降低，其余矿山均小幅

提高或保持平稳；选矿（冶）回收率指标，大部

分矿山保持平稳或有小幅提高，仅水银洞金矿、

紫金山金铜矿出现下降，原因是资源储量减少，

矿石品位下降；

3）选矿水循环利用率平均值从 82%提升至

93.9%，且大部分矿山实现选矿水全部循环利用。

除内蒙太平矿业、紫金山金铜矿等因采用露天开

采废石产生量大，导致废石利用率较低外，其余

企业废石利用率高于 50%；

4）浮选尾矿的平均利用率均达到 50%以上，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重点黄金企业已探索并逐步

建成“无尾无废矿山”模式；采矿充填新技术在黄

金采矿生产中得到了全面发展，分级尾砂充填技

术已经广泛的应用，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技术

已经获得成功，并且尾砂利用率高于 90%。

5）矿山用于设备更新、工艺技术改造等研发

技改投入在创建前多占主营业务的 1%左右，创建

绿色矿山之后，多数能达到 1.5%以上，部分矿山

占比甚至达 3%～5%。

 3.1.2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我国共确定了 50个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从

区域上看，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为 15和 11个，

合计占比 52 %，西北、西南、华南、东北和华北

地区分别为 8、7、4、3和 2个。华东和华中地区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相对集中，与绿色矿山区域

不均衡性特征一致。此外，社会团体也积极参

与，如中国砂石协会发布了《中国砂石行业大型

绿色基地评价指标》，有力支撑了砂石行业高质

量绿色发展。自此，我国形成了以矿山企业自建

的绿色矿山为点，以矿产资源开采利用全过程和

当地矿业领域相关产业链为线，以绿色矿业发展

示范区为面的绿色矿山建设新格局。

 3.1.3　绿色矿山相关产业政策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相关产业引导政策体系已

初步建立。尤其是自《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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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颁布以来，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从

土地批复、矿业权转让、财政、融资等方面不断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方案和措

施，鼓励和引导绿色矿山建设。与此同时，部分

省份创新管理方式，在矿业权出让、矿山设计、

生产监管等方面支撑绿色矿山建设，如浙江建立

了“互联网+绿色矿山”数字化监管平台，重庆建立

了合同约束机制等。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自然资源部已发布实施了非金属矿等 9个行业绿

色矿山建设规范行业标准；河南等省份以及湖州

等地级市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了相应的

地方标准，江西、宁夏、陕西等省份的标准正在

编制；中国矿业联合会发布了《固体矿产绿色矿

山建设指南（试行）》团体标准；山东黄金也发

布了相应的企业标准。据悉，《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国家标准也正在制订中。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评价遴选机制不断完善。

在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试行、核查等基础上，已初

步建立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绿色矿山评价指

标》规定了绿色矿山在矿区环境、开发方式、资

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企业管理与

形象等 6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细化了评价考核指

标。《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工作要求》固定

了评估工作的工作流程和要求等内容，推进了第

三方评估工作的规范化，保障了绿色矿山的遴选

质量。

 3.1.4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间的协调统一。矿山通过积极引进先进工

艺、技术和装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

益。通过科技创新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尾

矿等固废进行利用，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也促进了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

生态效益显著。采取矿区周边生态环境治理、企

地共建、对口帮扶等方式，矿山“脏乱差”等现象

得到了有效治理，矿区群众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3.2　绿色矿山建设水平的不均衡性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水平的不均衡性问题较为

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2.1　绿色矿山系统科学概念与片面理解认知之

间的不均衡

矿山企业建设绿色矿山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如多数小型矿山对绿色矿山概念的理解以及建设

绿色矿山目的依然停留在形式和表面绿化上，即

以企业能不被淘汰为目标，以遴选入库为面子工

程，或以能享受奖励政策衡量建设投入多少。如

建设成效最显著的是绿化覆盖率，但“三率”、固

废利用率等指标提升幅度较少，而绿色开采方式

的是绿色矿山建设中的“牛鼻子”。

我国的绿色矿山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特殊发

展阶段和矿业国情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

念，包括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

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指公园式矿山或者单纯环

保式矿山，也不是一味强调不断进行人、财、物

等投入的进行污染治理。绿色矿山从系统性、全

要素和全产业链上考虑，强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力，发展绿色综合利用技术，促进发展动能转变

和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模式。

 3.2.2　建设格局与矿产资源禀赋特征之间的不

均衡

我国绿色矿山现阶段建设成效与资源禀赋特

征不匹配。我国矿产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

异性特征 [16]。如西部地区是重要的矿产集聚区

域，但该区域绿色矿山在全国绿色矿山中的占比

低于该区域矿山在全国矿山中的占比。近年来矿

业经济持续不景气，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升级难度

大，对西部地区矿山影响甚大，其中 47.25%原绿

色矿山试点单位没有通过遴选，主要原因为积极

主动性下降、被迫停产、处罚后整改不到位等。

而与此同时，浙江省通过矿业权人必须建设绿色

矿山、创新矿产规划与土地利用以及城乡建设规

划融合方式、加大科技创新扶持力度等一系列措

施，涌现出 26家矿山被评为全国矿产资源节约与

综合利用“以奖代补”示范工程，湖州仁皇山、宁

波吉利赛车场矿山治理样板工程等一系列典型成

功案例。

同时，非金属和能源矿产行业的绿色矿山建

设从整体上看成效显著，数量分别达到 494家和

346家。但贵金属、化工原料非金属、三稀矿产行

业绿色矿山占行业矿山总量的比例较高，建材及

其他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占比相对较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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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展也较不均衡。

部分地方和大型矿业集团积极发挥资源和管

理优势引导矿山进行绿色矿山建设，但“冷热不

均”的现象依然存在，全国其他地方和大型企业依

然尚有巨大潜力。地方政府积极探索绿色发展途

径，如湖州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和绿色矿山建

设的先行者，“湖州模式”吸引了全国各地前去参

观学习。大型矿业集团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如山

东黄金提出“生态矿业”理念，制定了《山东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标准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中

国石油制定了《油气田企业绿色矿山创建验收量

化评分表》《油气田企业绿色矿山创建验收标

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典型绿色矿山为标

杆和榜样，在集团内部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工作。

截止 2019年，小型及以下矿山占全国矿山总

量的比例达 82.1%，而其在绿色矿山中仅占 9.1%，

小型矿山是绿色矿山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难点[3]。

小型矿山在资源禀赋、管理、R&D投入等方面具

有一定的劣势，同时由于资源整合等矿业集约发

展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小型矿山的积极

性。如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等这一类指标大型矿山较容易

满足，对小型矿山而言相对较难。中大型矿床

少、小型矿床多是我国矿产资源分布主要特征之

一，大型矿床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但小型矿床

开发利用在现阶段依然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和作用[17]。

 3.2.3　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与矿山创建动力之间

的不均衡

生态文明建设是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必

然要求，绿色矿山是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动实践[8]。绿色矿山建设需要人力、资金等要素的

投入，建设初期势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且短期

效益不明显，造成企业生存压力加大。矿区范围

与新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临近或重叠，增加了

矿山进行绿色升级改造的顾虑，如北京市矿山企

业都被要求于近年政策性关闭，陕西要求秦岭生

态保护区内的矿业权有序退出。矿业开发利用的

周期较长、行业波动较大等特征，致使部分矿山

企业创建动力不足。

 3.2.4　标准体系、考评机制与矿产资源国情之间

的不均衡

我国已颁布实施了 9个行业的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河南等省（区、市）也颁布实施了地方标

准，但这些标准仍然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矿产资源

区域分布差异性明显、种类齐全等特征。饰面石

材等行业和“三稀”、天然气、地热矿泉水等矿种

依然缺乏可供直接参考的行业标准或矿种标准，

部分地区依然缺乏符合本地区矿业发展实际、优

势矿种等特征而“定制化”地方标准。如有色金属

行业标准覆盖面太广，针对性不强，难以体现稀

土等矿产开发利用特征。再如锂是“推动世界进步

的能源金属”，以及石墨、石英等矿种在科技创新

等方面独具特色，但目前单矿种方面的绿色矿山

建设标准极为缺乏。

目前，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已形成了标准引

领、矿山自评、第三方评估、实地抽查、社会监

督的发展模式，以各省（区、市）为单位进行遴

选，但存在评价指标仍不够完善、定量指标较

少、评价方法单一等问题，考评机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

 4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对策建议

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推动形成符合“十四五”要求的绿色矿山建设

模式[18]。

 4.1　持续加强绿色矿山相关理论、政策宣贯

绿色矿山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建设是一项长

期坚持的过程。绿色矿山理论是基于矿业国情和

行业发展新阶段而形成的理论体系。通过公益广

告、科普宣传、新媒体等方式向矿山企尤其是中

小矿山，以及群众传播绿色矿山理念，政府、企

业、社会团体等应建立绿色矿山建设学习交流平

台，展示建设成效，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进一

步推动我国的绿色矿山建设。

 4.2　完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制定绿色矿山发展规

划，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政策落实落细。

1）在国家层面，制订绿色矿山相关税收、金

融、矿业权等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建设绿色

矿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矿业国情制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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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如大型矿山侧重于鼓励工艺技术创新，

中小型矿山侧重于消除政策性关闭顾虑，强调规

避潜在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法律成本等。

2）地方政府层面，应因地制宜综合本地区的

矿产资源特征，与国家政策较好的衔接和过渡，

有针对性的制定地方性法规、标准、规范性文件

等，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如西部地

区地方政府应加强对矿山企业的引导，应更加严

格按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地方绿色发展有

关规定，制定矿山企业发展规划，积极开展科技

创新，重视绿色矿山建设，避免被政策性整顿

关停。

3）在部门协作方面，财税部门在融资、税收

等方面给予绿色矿山企业政策倾斜；能源、生态

等部门在政策性临时停产限产时，减少停产限产

天数；安全、生态等部门在开展安全、环保督察

等监管工作时，不将绿色矿山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或免于检查绿色矿山。

4）在行业方面，制定小型矿山、战略性矿产

等绿色矿山专项政策，实行差别化管理，如萤

石、磷矿、石墨等非金属矿以及镍矿等小型矿山

居多，但其属于战略性矿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至关重要，对避免这些矿山因政策性关闭对

我国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链造成不利影响。

 4.3　进一步完善绿色矿山建设评估标准体系

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制定层次分明、科学合

理的标准规范和评估体系，构建绿色矿山建设评

估标准体系。

1）加快建立涵盖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

企业等各个层次的绿色矿山标准体系，实现各个

层面的标准全覆盖，且不同层面间的标准应相互

衔接。

2）进一步完善绿色矿山评价方法和考核指

标，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搭配合理、易考核，指

标间相互协调，能体现对矿山企业软硬实力的综

合考量。

3）建设标准和评价考核指标等应充分体现不

同规模、不同矿种的差异性，结合行业特点和地

方区域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指标，增强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4）完善绿色矿山第三方评估机构管理制度，

体现遴选过程的公正性，从而保证绿色矿山遴选

质量。

 4.4　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

加强对绿色矿山名录（库）中矿山企业的管

理和监督。

1）对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的矿山企业要及

时准予入库，并要求矿山企业定期将生态恢复治

理、废水与矸石综合利用等信息列入公示系统，

发挥监督作用。

2）对已入选绿色矿山名录库的矿山企业要加

强监督管理，完善中期考核、惩戒、清退机制，

并可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对绿色矿山进

行核查，坚决杜绝入选前后“两张皮”的现象。

3）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借助举报监督平台

等，及时曝光违规违法行为和活动。

 5　结　论

（1）我国的绿色矿山建设发展可以分为思想

萌芽、探索发展和全面实施三个阶段。绿色矿山

主要包括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

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数字化、企业管理与

企业形象共 6个方面的要求。

（2）绿色矿山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已有

1254家矿山被纳入到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形成了

50个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土地批复、矿业权转

让、财政、融资等政策体系已初步建立，建设标

准体系和评价遴选机制不断完善，并实现了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间的协调统一发展。初步形

成了以矿山企业自建的绿色矿山为点，以矿产资

源开采利用全过程和当地矿业领域相关产业链为

线，以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为面的绿色矿山建设

新格局。

（3）现阶段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水平的不均衡

性问题较为突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绿色矿山

系统科学的概念和片面的理解认知、建设格局与

矿产资源禀赋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与矿山

创建动力以及标准体系、考评机制与矿产资源国

情之间的不均衡。

（4）建议采取加强绿色矿山理论政策宣贯、

完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完善绿色矿山建设评

估标准体系、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等措施，逐步

形成符合“十四五”要求的绿色矿山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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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of Green Mines
Ding Guofeng,  Lv Zhenfu,  Cao Jinche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CAGS, Key Laboratory of
Evaluation and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Polymetallic Ores of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Laboratory for Polymetallic Ores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MNR, Zhengzhou, Henan,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n  essay  in  the  field  of  mining  engineering.  Green  mines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y country's mining industry,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my country's mineral resources.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green min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in  my  count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deological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full  implementation.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etc.  The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four  aspect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and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en  mine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mines  in  my  country,  the  existing
construction patter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 resources endowment, the dem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mine  Create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power  and  standard  system,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ineral  resources.  Finally,  in  terms  of  green  mine
theory,  top-level  design,  standard  system,  normalize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tc.,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my country's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Keywords: Mining  engineering; Green  mines; Green  mining;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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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tation Technology Test of Refractory Copper Ore in Xinjiang
Dou Yuandong1,  Wu Kai1,  Wang Tao2,  Tang Junjie3

(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Yantai gold College, Yantai, Shandong, China;
2.Laizhou Ruihai Mining Co., Ltd, Yantai, Shandong, China; 3.Hexi Gold Mine in Zhaoyuan City,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n essay in the field of mineral processing. Copper ore in Xinjiang was refractory oxidized
copper ore,of which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was complex. In the ore copper sulfide accounts for 35.97% of
the total copper, free copper oxide and combined copper oxide account for 64.03%. There were many gangue
minerals, the intercalation of useful minerals and gangue minerals was complex. The technical conditions of
mineral processing were studied by the principle flow of flotation copper sulfide minerals and then copper
oxide minerals.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the ore, a flotation condit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best process parameters. And the optimum process parameters that grinding fineness -0.074 mm accounted
for 65%, the amount of lime was 2500 g/t, the amount of collector Z-200 was 100 g/t, the amount of sodium
sulfide was 1750 g/t, the amount of ammonium sulfate was 550 g/t, the amount of sodium amyl xanthate was
160 g/t were obtained. When the grinding fineness was -74 µm 65% and the best pharmaceutical system was
adopted,  two  kinds  of  copper  sulfide  concentrate  and  copper  oxide  concentrate  can  be  obtained  by  closed
circuit  process.  The Mixed copper concentrate  with copper grade of  25.59%,silver  grade of  507.27 g/t,and
copper recovery ratio of 73.07%, silver recovery ratio of 70.27% was obtained.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pper oxide resources was provided by this study.
Keywords: Mineral processing; Copper oxide; Copper sulfide; Sulfur before oxygen; Sulfide flotation

第 5期

2023 年 10 月 丁国峰等：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水平不均衡性分析及对策建议 •  173  •


	1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发展历程
	1.1 思想萌芽阶段
	1.2 探索发展阶段
	1.3 全面实施阶段

	2 我国绿色矿山的建设要求
	3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现状分析
	3.1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
	3.1.1 绿色矿山
	3.1.1.1 全国绿色矿山建设概况
	3.1.1.2 绿色矿山成效——以黄金行业典型绿色矿山为例

	3.1.2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3.1.3 绿色矿山相关产业政策
	3.1.4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3.2 绿色矿山建设水平的不均衡性
	3.2.1 绿色矿山系统科学概念与片面理解认知之间的不均衡
	3.2.2 建设格局与矿产资源禀赋特征之间的不均衡
	3.2.3 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与矿山创建动力之间的不均衡
	3.2.4 标准体系、考评机制与矿产资源国情之间的不均衡


	4 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持续加强绿色矿山相关理论、政策宣贯
	4.2 完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4.3 进一步完善绿色矿山建设评估标准体系
	4.4 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

	5 结　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