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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规划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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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循环经济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导出循环经济理论在矿产资源规划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
能性�进而针对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矿产资源规划在发展矿产资源循环经
济中的几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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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发布实施了
首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各地也先后编制完成了
不同层级的矿产资源规划。2008年12月�国务院
批复了《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08－2015年 ）》。近
十年的实践证明�制定实施矿产资源规划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其重要作用正在日益凸显。2005年12
月13日�促进矿产资源循环经济发展研讨会在京召
开。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在会上发表的书面讲话
中指出�应用循环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规
划�合理有序地勘查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是矿产资源
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任务。
1　循环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就是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大系统

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
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
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

源循环发展经济的模式。以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
基础�以从生态系统中取得自然资源�来支撑社会子
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发展。各系统之
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达到动态平衡�以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

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型的闭环经济�系统内部
形成合理的封闭循环�与传统的开放型的线型经济
相区别。资源利用的减量化 （Ｒｅｄｕｃｅ）、产品生产的
再使用 （Ｒｅｕｓｅ）、废弃物的再循环 （Ｒｅｃｙｃｌｅ）�是支撑
循环经济理论的3大基本原则�又称3Ｒ原则。

∗ 收稿日期：2009－10－09；修回日期：2009－11－10
作者简介：陈丽新 （1978－）�女 （满族 ）�河北承德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土资源经济与区域规划。

DOI:10．13779／j．cnki．issn1001－0076．2010．01．012



1．1　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
在投入端实施资源利用的减量化�通过综合利

用和循环使用�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
1．2　产品生产的再使用原则

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产品在尽可能多的场合
下�用尽可能长的时间而不废弃。
1．3　废弃物的再循环原则

从材料选取、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和产品使用到
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实行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
少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实
现再循环。
2　循环经济理论在矿产资源规划中应
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矿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矿业经济的发展
直接关系到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与国家安全。据一些
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3000
美元的经济发展时期�是矿产品消耗强度最高的时
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个时期。只有矿业自身做到
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持续地提供矿产资源保障。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
发展�资源消耗强度急剧增加�资源与能源总体保障
程度有所降低�中央适时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
总目标。循环经济理论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理
论基础。

广义的矿业涉及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选冶和
矿产品的深加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就
是针对矿业开发利用的全过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通过运用地质和经济等理论方法�对矿产资源开发
规模、地区布局和结构调整及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合
理利用等进行统筹安排�引导矿山企业开发利用符
合市场需要的矿产资源�提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矿产资源的调控措施�形成鼓励矿产资源集约
生产和合理利用的法律性文本。矿产资源的开发利
用与保护规划的编制�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基础性
工作�因而�将循环经济理论引入这一规划�不仅是
可行的�而且非常必要。

当前�循环经济理论的实现途径�已由企业内部
逐步向工业园区内的企业间乃至某一行政区域甚至

全国发展。将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矿产资源规划�
就是要遵循3Ｒ原则�以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选

冶和初加工乃至深加工为主线�在满足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
用�减少废物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矿业经济
的持续发展�使矿业生产成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
一部分。
3　矿产资源规划保障资源长期稳定供
给的主要途径

3．1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实现找矿重大突
破�增加资源储量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仍然存在不适应市场
经济要求的问题�统筹和配置资源缺乏制度保障�规
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通过科
学规划�有利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方式改革�提高矿
产资源管理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
性作用�优化配置资源。矿产资源规划主要是强化
宏观调控作用。

加强矿产资源调查与勘查�统筹协调公益性和
商业性地质工作�加大公益性地质工作力度�按照市
场经济原则�引导和鼓励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活动。
其次是鼓励开采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

且国内供给相对不足的矿产。主要包括能源矿产�
铁、优质锰、铬、铜、镍、铅、锌等金属矿产�以及重要
非金属矿产。如规划提出：力争2011～2015年新发
现约10个亿吨级油田和8～10个千亿方级气田�新
发现和评价大型重要矿产地约200处�提前5～10
年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资源基础。通过切实加强油
气、煤炭、煤层气、铁、锰、铜、铝、铅、锌、锰、镍、钾盐、
磷、硫等重要矿产勘查�提供可供规划建设的大型重
要金属矿产资源基地�并为化工和建材行业发展奠
定资源基础。
3．2　科学调控矿产资源开采总量�优化布局

与结构�提高开发利用水平�增强矿产
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

　　将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铁、锰、铜等国内急需
矿产列为鼓励矿种�努力提高可供能力。明确钨、
锡、锑、稀土等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和一些重要优势矿产的限制性开采要求。对这些保
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提出了限制开采的调控措施�
保证资源优势和效益。通过优化勘查开发布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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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促进矿业有序发展。各地依据规划对矿山企业
规模结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据统计�2008年
全国大中型矿山企业数较1999年增长了257％�小
型矿山及小矿数减少了30％。同时推进建立矿产
资源储备和保护机制。建立石油、特殊煤种、国家规
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等的矿产地和矿产品

储备�为调控市场、应对突发事件和保障资源供应安
全奠定基础。
3．3　强化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高矿产资

源利用水平

　　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具有很大潜力。
规划要求大力提高资源回采率和综合利用率�推进
科技进步和发展矿业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开发利用
水平。按照规划�到2015年�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与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均提高约5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
本改变�一些矿产资源利用方式还比较粗放�一些地
方采富弃贫、一矿多开、大矿小开的现象较为普遍�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尚未根本好转。矿产资源规划在
促进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提高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中发挥作用。

加大对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支持力度�尽快建立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如浙江省按照规划下达了矿山
数减少年度目标�暂停新批采矿权�关闭禁采矿种和
部分限采矿种矿山�合并相邻或相近的矿山�进而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出现了矿业产值增长幅度高于产

量增长幅度、利税增长幅度高于产值增长幅度的良
好局面。规划在充分考虑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的前提
下�提出了加强矿山环境保护的措施�从矿产资源勘
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结构和效率等方面�努

力做到减少矿山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因矿产开发而引发的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为了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
低�规划提出到2015年�历史遗留的矿山环境恢复
治理率达到35％�新建和在建矿山的地质环境得到
全面治理。

规划通过划定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或

禁止勘查开采区�强化对矿山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监测�严格规划准入条件
和责任制�加强矿山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控制�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3．4　突破单一的行业规划的圈子�实现资源

的大循环

　　坚持矿产资源规划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衔接�
与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总体布局相衔接�与
乡镇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相衔
接的原则。在既不增加区域经济发展总成本�又能
满足企业生产最低利润指标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与复绿
费的收缴�督促矿山企业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治理�防
止人为地质灾害的发生。对于以往遗留的问题�采
用多种途径进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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