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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出发，分析了甘肃中小矿山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在经营

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提出了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要求的经营机制的

一些看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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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ight of new trend of economy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d，

the development actualiti髓of middle and 1ittle minir培e11terpris皓in Gansu

Province and main abuses in its management system are analy就d，and same view·

points and counte珊ea5ures such as setting up management system meeti“g to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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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我国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之

一。建国以来，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呈“乘数

型”增长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省

中出现了成本增大，效益下滑，发展速度减缓

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

主要是中小矿山企业的发展还跟不上市场经

济变化的要求，经营机镧缺乏活力。笔者认

为．中小矿山企业要放开搞活，关键在于经营

机制的创新力度。

1经营机制创新，是中小矿山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人口、资源、环境”是21世纪全球性的

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的合理

开发利用与保护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

问题。我国也不例外。中小矿山企业的发展，

不仅受这种“大气候”的影响。而且还处在千

变万化的大的市场环境之中。因此，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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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是新世纪中小

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1．1经营机制的基本涵义

企业的经营机制。一般是指“企业机体经

营活动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协调运

转，具备灵敏反映外界变化，有效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的机能”。

企业经营机制创新．是指企业为了适应

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及时对经营思想、经营战略、企业制度、组

织结构、生产结构等方亟进行自我调整与推

陈出新的过程。

1．2经济大环境的要求

第一．经济全球化及地区经济一体化，是

21世纪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战后科学技

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世界人

口剧增，矿产资源相对匮乏，对人们生存和发

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以合理配置和有效利

用有限的矿产资源。不断提高竞争力为目的

的矿业经济一体化，必然会将中小矿山企业

的发展间接或直接地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

起。换句话说，21世纪的企业都将是置身于

国际经济大环境之下的企业。所以，企业经

营机制的创新，是适应经济大环境的客观必

然。

第二．知识经济兴起和高科技的发展，将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经济的增长方式。信息与

知识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知识、技术、产品

的重新组合，并使其更新速度日益加快。这

种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对于中小矿山企业来

说。必须从过去那种简单地、以量的扩张为主

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以质的提高、产品科

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增大以及市场占有份额等

新的增长方式上。这是信息、知识经济时代，

对中小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就国内

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前景来看．由于国有大型

矿山企业的资金、人才、设备、技术、信息、管

理等综合能力有一定优势，目前还在进行战

略性改组。这就必然会对在短缺经济条件

下，靠“小打小闹”、“滚雪球”等方式发展起来

的中小矿山企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威协，由

此．市场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2甘肃中小矿山发展概况

2．1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甘肃是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较早的省份。

除白银、金川等大型国有矿山企业建矿较早

外，七十年代以来。陇南、白银、兰州、酒泉等

地区相继发展了一批中小矿山企业，开发矿

种从初期10多种发展到现在的58种。尤其

是近三年。中小矿山企业个数、开采规模和产

量、产值连年增大(详见表1)，己成为我省矿

业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

衰l近三年全省矿山企业发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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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统计，到1998年底．全省共有矿山

企业总数2885个，其中：中小矿山企业2667

个．占92．4％。中小矿山企业从业人数

75816人，年产矿量5281．41万吨，矿业现价

总产值约7000多万元，分别占全省总数的

41．89％、61％和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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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肃中小矿山企业对矿产开发利用的

程度看，其产矿量占全国2％以上的矿种达

14种。其中：钒矿、铅矿、铜矿、萤石分别占全

国5．08％、6．05％、4，64％和7．27％；铸型用

粘土、石棉、麦饭石等矿种分别占全国

23．53％、41．31％和19．74％(详见表2)。这

就充分说明．中小矿山企业对省内部分优势

矿种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寰2 1998年全国与甘肃中小矿石产量对比(万吨

泥炭 1．7 0．05 2．94

钒矿 15．17 0．77 5．08

铜矿 346．806 16．1 4．64

铅矿 336 591 20．37 6．05

金矿 1400．066 35．19 2．5l

萤石200．066 7 76 3 88

铸型用粘土 5．1 1．2 23 53

芒硝(含钙芒硝)105 48 6 5．69

光学萤石 2 75 0 2 7 27

石棉(温石棉) 23．968 9 9 41 31

长石 97．16l 3 57 3．67

建筑石料用灰岩18242 365 777．3 4．26

建筑用砂 21099．663 1352．18 6 41

麦饭石 O．76 0．15 19 74

从甘肃中小矿山企业的发展现状看。大

体有4个特点。一是小矿山多。近三年小矿

绝对数呈上升态势；二是开发矿种多，中小矿

山企业开发矿种大体保持在50～60个左右，

比国有大型矿山企业多开发15～20个矿种；

三是开发过于集中。由于全省具有明显优势

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煤炭等矿种的矿产地过

于集中，导致部分地区中小矿山布点过于密

集．出现与国有矿山争资源的现象较多；四是

企业综合实力脆弱。集中表现在员工素质、

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经营机制、设备技术、企

业效益及管理水平等方而，与大型矿山企业

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资源的利用上，还存

在一定的浪费现象。

2．2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矿业快速发展，特别

是中小矿山企业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在

甘肃矿业经济中己占有很大比重．对于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安置剩余劳动力、

支援农业生产、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据调查，1989年甘肃省县

(市、区)中小矿业产值，一般占县(市、区)工

业产值的15．28％，少数县(市、区)达40％以

上；到1990年，资源重点县(市、区)已占

60％以上；1998年全省非国有矿山企业吸收

农村剩余劳动力58万人；1989年甘肃有零

星分散矿产地约2100处．被中小矿山企业开

发利用的约占60％；1997年达到年3000多

处，开发利用的占70％左右；这几年中小矿

山企业的矿产品出口量不断增加，全省中小

矿山企业生产的钨、铅锌、元明粉、芒硝、萤

石、大理石、石膏、硅铁等十多种矿产品，已经

打入国际市场，年出口创汇额上千万元。成为

矿业行业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2．3经营机制上的主要弊端

目前，全省中小型矿山企业通过多年的

资源开发实践，摸索和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取

得了一定效益。但是，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

足。比如存在资源保证程度低、开采技术落

后、资金紧张等共性问题外，尤其是经营机制

上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五

个方面。

2．3．1决策机制简单

大多数企业以经验决策为主，盲目性较

大，缺少能够准确反映市场动向的信息依据．

没有建立起科学化决策程序和决策手段，具

体反映在以行政手段处置企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使企业发展滞后于市场变化。

2．3．2 引进高科技人才的力度不大

一些中小矿山企业吸纳高科技人才的力

量不足。即使引进了一些人才．但为他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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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条件、文化环境不足．造成人才浪费。

2．3．3管理方式落后

一些中小矿山企业沿用经验管理较多，

对现代先进的科学管理方式引入和应用的甚

少。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自身知识更新较慢，

还不适应高信息、高科技、瞬息万变的外部外

境。

2．3．4部分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

作为所有者的中小矿山企业，事实上无

法承担对资产保值、增值、风险不受侵犯等责

任．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责权关系模糊，以至

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短期化。

2．3．5产品结构单纯

大部分中小矿山企业存在单一化产品结

构。有些企业纯粹是卖原料的初级生产企

业，矿山“挖完卖完”．资源枯竭，企业关门，或

如遇市场变化，产品压库．企业停产放假。

3改革企业经营机制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国有

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

出：“要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使它们向

‘专、精、点、新’的方向发展。⋯⋯继续采取

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

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

⋯⋯对那些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

污染严重的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

小火电等，要实行破产、关闭”。这是新世纪

推进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新的

要求，我们必须依此为指导，从甘肃中小矿山

企业的实际出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经

营机制，使中小矿山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3．1转变发展方式，注重规模效益

甘肃矿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中小

矿山企业点多线长，规模小而分散，缺乏规模

效益。困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即：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分散型向规模型转变，由

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把中小矿山

企业组成“联合舰队”，培育出“团体箍军”，从

而形成规模优势，促进企业资本扩张和周转，

从整体上提高企业规模效益和主动参与市场

的能力。当前，中小矿山企业实现规模效益

可采取两条途径：一是继续发挥“滚动发展”

的优势，自我投入、自我发展；二是运用市场

机制，靠资本聚集来发展规模实力。如陇南

成县、西和等县组建的矿业集团公司。集中多

种经济成份参加．形成矿业整体实力的做法，

应当说是中小矿山企业发展的方向。

3．2改革、再造机制优势

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在中

小矿山企业改革中，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

准，因地制宜，不搞一个模式，不一哄而起。

在经营机制的创新上，可以选择四种形式。

一是<决定)中指出的“改组、联合、兼并、租

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

式”；二是与大型矿山企业建立经济协作关

系，实现优势互补；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资产重

组。比如．对于有一定采选能力的中小矿山

企业。应当打破县域、乡域界限。按照相同矿

种实现地区性联合或资产重组；四是对“五

小”矿山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对于资

源有保证，基本达到采选规范要求，并且已形

成一定规模的中小矿山企业，应当进一步完

善提高．促其改造联合；对于更有效益，但达

不到采选规范要求，缺乏竞争力的，应当撤

并；对与国有矿山争资源、污染环境的小矿山

企业，应当实施关井压产．或直接关闭。

3．3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培植新的经

济增长赢‘

从甘肃中小矿山企业的发展情况看，由

于受自然条件、经济地理及其资金技术的制

约．大部分企业还处在低层发展阶段，产业、

产品结构不尽合理，资源消耗大，成本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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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低。因此．要按照市场、资源、产业政策的

导向，及时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由过去那种

能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的顺向思维，调整到

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逆向思维上来。

由单一的矿业开发逐步向县城和小城镇经济

中的农业、林业、基础设施，第三产业等产业

拓展，实现矿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培植

新的经济增长点。

3．4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增强竞争力

中小矿山企业提高素质，是经营机制创

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包括：提高企业领

导者的自身素质，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以及提高企业现代管理水平等三个方面。企

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

提高，包括提高企业领导自身素质和职工队

伍的紊质；要适应瞬息变化的市场，企业领导

和职工队伍就必须敏捷捕捉各种信息．紧跟

时代前进的步伐；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就必须一方面及时准确地吸纳适合本企业生

产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按照自身

企业的特点。经常性地组织科技攻关与创新，

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企业现

代管理水平，首要的是吸纳人才和充分调动

人的积极性，并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吸

引资金，进行多元化主体的资本投入；建立～

种以市场信息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与人的主

观能动性为基础．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提高企业效益的

内部管理运行机制，使中小矿山企业的发展

永葆生机和活力。

4结束语

中小矿山企业是甘肃矿业经济发展中～

支重要力量。对于全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的发展，尤其对下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按照国家对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从省

情实际出发，借鉴国内外中小矿山企业的先

进经验，不断改进和完善与我国企业改革与

发展战略相适应，并能够充分体现不同地域

企业个性，具有独到之处的刨优方向与经营

机制。

参考文献(略)

孙村矿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国际领先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矿业大学

合作完成的“孙村煤矿煤炭地下气化技术研究与应

用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具有广泛的推广应

用前景．2000年9月8日已经由山东省新科学技术

委员会主持通过了专家的技术鉴定。

煤炭地下气化是世界煤炭开发利用的方向之

一．是我国“九五”期间的科技攻关前沿项目。这项

技术是将处于地下的煤炭进行有控制的燃烧，通过

对煤的热作用和化学作用而产生可燃气体的过程。

它将传统的物理方法采煤变为用化学方法采气，使

煤炭一次性转化为清洁的可供终端用户应用的能源

与化工原料，实现了地下无人、无生产设备采煤．达

到建井、采煤、气化三大工艺的合而为一。该技术与

传统的采煤和煤气化工艺相比较，具有显著的经济、

环保和社会靛益．可以节省开采投资78％，节约开采

成本64％。提高工效3倍以上，吨煤价值可以增加

10多倍。另外，煤炭气化以后。灰渣留在地下，避免

丁传统采煤和煤炭气化造成的废气、废水、废渣等污

染，并且可以避免地面的下沉。迄今为止。全世界只

有几个国家掌握此项技术。此项技术还可以极大地

提高资源回收率。由于受到传统开采技术、安全问

题及环保政策的制约．大鸯的边角煤、深部煤、“三

下”(河下、桥下、建筑物下)压煤、已经或者即将报废

矿井遗留的保护性煤柱和按照国家环保规定不准开

采的高硫、高灰劣质煤均难以得到开采利用。目前，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用范围内这样的煤

量约有5亿吨。推广此项技术可以使新汶集团6个

衰老、报废、高硫、高灰的“夕阳矿井”重新焕发青春，

整个公司的可采煤量将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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