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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监督管理中的经济杠杆
云南省矿管会办公室 唐尚涛

本文论述了矿产储量的货币价值
,

给出了各种计算公式
:

讨论了矿产资源的有偿开采
,

介绍了我

国
、

加拿大 澳大利亚
、

头国 等征收资源税的办法
; 提 出了实行资源有偿开采宜取的两种税

、

费
,

最

后讨论了资源损失价值的补偿问题
.

世界人 口的迅猛增长与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急剧减少
,

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一大矛盾
。

即使是资源大国争不再无忧无虑地夸耀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了
。

苏联是较早关注 自然资源利

用和保护的国家
, 1 9 7 2年最高苏维埃

、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 自然资源保护和

改善自然资源利用间题的决议
,

19 75 年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 资源保护和改进矿产利

用的措施的决议
, 19 7 6年颁布了

“ 全苏和各加盟共和国地下资源法纲要
” 。

美国在 19 10 年针

对 当时矿产资源浪费严重的状 况
,

为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建立 了矿业局
。

但因长期从第三世

界获取廉价的矿物原料
,

对本国形产资源的管理似乎仍有些漫不经心
。

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使

依赖进 口原料的美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
,

迫使政府强化对矿物原料经济的国家垄断调节作

用
。

我国矿产资源虽然 丰富
,

但按十亿人 口计算
,

人均拥有的矿产储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一半
,

石油
、

铁
、

锰
、

铜
、

铝等主要矿产只相当于
一

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

随

着经济建设 的发展将加速矿产资源的消耗
。

尽管地质工作还会不断增加新的储量
,

但要看到
,

找矿勘探的难度越来越大
,

储量的增长要赶上消耗速度已非易事
,

因而
,

合理利用和保护矿

产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当前
,

矿产资源的损失浪费还是相当严重的
。

不 仅 乡 镇 集

体
、

个体采矿资源的利用水平普遍还比较低
。

实行经济承包的一些国营矿山也片面追求近期

直接 的经济效益而忽视资源利用效益
。

这种倾 向的发展有可能使矿产资源遭受更大的损失
。

对
4

珍奇野生动物资源
,

社会上已有较强的保护意识
,

而对矿产资源的损失和浪费还缺乏应有

的关注
。

《 矿
一

产资源法 》 的颁布实施
,

标志着我国的采矿活动进入了法制管理的新阶段
。

在

依法监督管理中经济杠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

经济调节手段不完善
,

矿 山企业和采矿者对保

护和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是不会有多大积 极性的
。

一
、

矿产储 t 的货币价值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中
,

经济手段的应用必然涉及到资源价值的问题
。

矿产

资源是自然财富
,

当其未成为人类社会劳动成果时本无价值可言
,

所谓储量价值是对资源开

发予期效果的估量
。

当然
,

矿产资源的经济意义是不能完全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的
。

设某一矿床有用羹盯于全部储量百分之百的得到回收利用
,

则该矿床的潜在价值为
:

C = A x B

式中
:

A

— 有用组分的储量 , B

— 产品价格
。

探明的矿产资源不可能全部被回收利用
,

在采
、

选
、

冶过程中必然要损失一部分
,

因而



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扣除损失后的那部分才是可转化的价值
,

即
:

C e = A x B x P x q x r

式中
:

P
、 q 、 r

分别为采
、

选
、

冶回收率
。

事实上
,

以上公式所计算的价值都并非矿产资源 自身的价值
。

矿产资源转化为可以销售的

矿产品 总是要经过社会劳动
,

矿产品的价值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其所需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
。

矿床的贫富程度及其它自然条件不同
,

开发所能获得的利润也有差别
,

故其经济价值也不一

样
。

在矿床经济评价中是 以矿床开发总利润的期望值即级差地租作为矿床储量的货币价值
。

` C E 二 C e 一 K 一 m

式中
: K

—
勘探建设投资

; m

— 生产经营费用
。

矿床价值是要通过矿床的开发逐步实现
,

这往往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

而矿山建设的

资金却是要先期投入的
。

一般来说资金在流通使用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增量
,

通货膨胀也要求

对原有的基金不断进行补偿
,

这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
,

它是 资金和时间的函数
。

矿业投资者

和经营者理所当然的是要在计入时间价值的情况下来衡量矿床开发的价值
。

1 8 7 7年 H
·

霍斯

科尔德在 《 工程师的评价助手 》 一书中
,

首次提出了以矿床开发予期 总利润按一定的复利率

贴现后的现值作为矿床价值的计算公式
:

v =

一一卫全一一 一

( 1 + i )
’ 一 1

+ i ,

式中
: V

—
矿

一

床价值
, E

— 年利润
; i

—
通 常的利率润 ; i `

— 风险利率 ;

t

— 开采年限
。

后来其他一些学者对霍氏公式进行了修改
,

派生出形式各样的公式
,

但基本原则未变
。

近年来
,

西方国家矿床经济评价广泛采用了
“
净现值法

”
计算公式为

:

t = n

N o v ·

写
A t

;

` 1 + r
,
一 ” 一 ,

1 = 0

式中
:

N P V

— 矿床的净现值 ; t
;

— 年度
; A t

:

— 第 t
;

年度的利润
,

r

—
贴现率 , J

— 基建投资
。

这个公式在计时分项中没有扣除基建投资
,

但实际上也完全是按
r
值对投资进行了贴现

。

矿床的净现值是扣除了企业经营和建设投资通常利润后的那一部分残值
,

即额外收益或超额

利润
,

它不仅取
,

决于总利润的多少
,

还在于贴现率的高低
。

需要指出
,

矿床的净现值是反映矿

床开采对贴现起始年来说的
“
现值

” ,

这主要是为矿床开发的投资决策服务的
,

也并不是一

定代表矿床
“
真正

” 的价值
。

对于以净现值来评价矿床经济价值
,

法国学者让
·

马特隆认为这会损失有现实工业意义

的贫矿
,

违背矿业道德原则
。

苏联地质矿产部门的一些权威人士也反对这种评价方法
,

认为

计时评价会使矿山企业经营者更有理由去追求近期的
、

直接的经济效益
,

造成矿产资源的大量

损失
。

1 9 7 5年苏联科学院在出版的 《 矿床经济评价基本原则 》 一书中所提出的公式考虑到资

源的利用和保护
,

不是 以予期获得的利润
,

而是 以极限费用 与该矿床的生产建设费用之差来

计算级差地租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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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R
P

—
贴现的级差地租 ; T

—
开采年限

; E H 月

—
钻现率 ( 取 8% ) ;

Z

—
汲限费用

; S t

— 矿床开发费用
。

式中极限费用是指开采自然条件最差而又必须维持企业生产的矿床所需的生 产 建 设 费

用
。

这在实际运用中是很难确定的即使确定了的话
,

由此计算的级差地租
,

往往比按利润贴

现所计算的价值高得 多
,

这对矿产投资者和企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

因为评价认为有经济价

值的矿床
,

实际经营可能是无利可得甚至是亏损的
。

另外
,

这 样计算的矿床价 值 只 能 在 同

一 类矿产的矿床中作相对的比较
。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完全相 同
,

经济评价的原则和标准也应有差

别
,

遗憾的是 目嘟还没有公认地适合社会主义条件和我国国情的矿床经济评价方法
。

尽管对

西方国家的评价方法颇有非议
,

但借鉴利用还是必要的
。

坦率地说
,

社会主义的许多经济管

理办法又何尝不是从 资本主义移植
、

演变过来的
。

其实以上几种公式所计算的结果都在不同

层次或不同意义上
,

反映了矿
一

产资源的经济价值
,

关键在于对评价方法的合理利用
。

二
、

矿产资源有偿开采

我国 《 矿产资源法 》 第五条规定
:

`

“
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

。

开采矿产资源
,

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 。

这不仅体现了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
,

也是

合理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的一个重要经济调节手段
。

一些集体
、

个体采矿户尽管所使用的工具
,

方法比同一矿区开采相 同矿种的国营矿 山要

落后得多
,

而他们的经济收益却比国营矿山工人高出许多倍
。

这其中有付出的劳动量不等以

及其它一些不可 比因素
,

但集体
、

个体主要开采浅部富矿
,

占有优越的 自然条件
,

能获得较

多的超额利润
,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 因
,

级差地租同样在采矿业中得 到了鲜明的体现
。

马

克思指出
: “ 级差地租有这样一个特点

,

土地所有者在这里仅仅取去超额利润
,

否则这种超

额利润就会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已有
” 。

这当然是针对私有制经济的论断
。

社会主义 条件下
,

矿山企业实行租赁承包
,

集体
、

个体采矿
,

与国外 合资或由国外独资办矿等
,

也同样应付给

资源所有 者—
国家所应得的那部分超额利润

。

我国颁布的资源税条例 ( 草案 ) 规定
,

资源税的统计依据为应税产品的销售收入
, 并按

销售收入利润率
,

超率累进税率计算纳税额
。

销售利润率小于或等于 12 %免税
; 12 ~ 20 %每增加 1 %

,

税 率 增 加 0
.

05 % ;
20 ~ 25 %每

增加 1%
,

税率增加 0
.

6 % , 大于 25 % 每增加 1%
,

税利率增加 0
.

7 %
。

国外采矿税的征收办法是各有千秋
,

加拿大各省所实行的税制也五花八门
。

但从计算税

金的现金流量格式可看出
,

基本上都 以净收入 ( 税前利润 ) 为计税依据
。

以育空地区为例
,

现金流量格式是
:

(销售 ) 收益 一 经营成本
=
钊 右前净收入 一 折旧补贴 ( 矿 山开发费 ) 一勘探费用

= 应税

收入 x 适用税率
= 采矿税金

、

采矿锐所得 ( 应税收入 ) 小于一万美元免税 , 1一 10 0万美元
,

边际税率为 3 % 多 100 ~ 5 00



万美元为5 % ; 5 00 一 1 0 0 。万美元为6 % ;
大于 1 。。o万美元每 增加 5 00 万美 元边 际 税 率 提 高

1 %
,

最大到 2 %
。

澳大利亚各州是按净收入征收矿区使用费
。

如新南威尔士的布罗肯希尔矿山
,

其净收入

的第一个 40 万美元征收迄%
,

下一个 40 万美元征收 6 %
,

以此类推
,

直到超过 92 0万美元时征收

5 %
。

美国联邦政府所收取的矿区使用费只相 当于取得开采权所支付的租用费 (一般第一年每

英亩 0
.

25 美元到 1美元
,

以后逐年增加 )
,

并分矿产类别收取权利金
,

石油规定为产值的 10 ~

1 5 %
,

煤 8一 1 2
.

5 %
,

硫
、

磷
、

钾
、

锌铜等为 5 %
。

美国有的州除按总产值收取约 1 % 一 2
.

5 %

的采掘税外
,

还按犷山价值征收从价万犷
一

区税 ( a d V a l o r e m P r o p e r t y t a x )
。

矿山价值既

包括固定资产
,
生辟括犷床本身的价值

,

矿床价值的确定
,

一是将其视作矿山年 经 营 所 得
“ 收入 ” 的函数

,

以当年或数年平均的净收入来计算
; 或者是用矿床经济评价的

一

方法计算矿

床未来收入的现值
,

这实际是对储 呈征税 的方法
。

按实现的产值或利润计税虽然对经营者的实际所得有一定调节作用
,

但对资源的利用和

保护却无直接的柳拨
。

矿床开发所实现的产值和利润与犷床价值有关也与企业资源利用水平

有关
,

国家收取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应基于矿床储员的价值
,

既不迁就企业资源利用不合理

经济效益低而少收
,

也不因企业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更充分利用资源
,

增加经济 效 益 而 多

收
。

储量货币价假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

有 导致资源损失的弊端
,

而作为有偿开采的依据
,

正好以其之道还治其身
,

克服这种弊端
。

较富
、

自然条件较好的矿床
,

储量价值高
,

国家收

取的也多
,

相反则少
,

低于边际效益的矿床可 以不收
。

这就能起到经济杠杆的作用
,

抑制采

富弃贫
,

鼓励对自然条件较差的矿产资源的充分利用
,

刺激企业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

从资

源利用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上来讲
,

实行资源有偿开采宜收取
、

以下两种税
、

费
。

这无意为

已规定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正名
,

而是对 犷产资源监督管理经济手段的探讨
。

1
.

按批准 占用储量中年未保有储量的价值
,

收取适当份额的 资 源占用费
。

为了促进矿床

尽快投产
,

应从批准占用的年度起算
。

储量价值是按该矿山或参照条件相似的矿床可行性研究

报告
,

设计书所选取的有关参数进行计算
。

不 同级别的储量地质勘探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以及开

采的风险性不一样
。

因而其有偿占用的代价理应有差别
,

这可以 在现值计算中贴现率的取值

上来体现
,

低级别储量应包含较高的风险利率
。

通过缴纳 资源占用费
,

表示企业 向国家租用

了这笔储量而拥有开采权
,

由于是按占用储量的数量
、

质量
、

自然条件等有区别的计费
,

可

抑制企业过多占用件条优越的储量
,

避免有现实价值的储量长期积压
。

2
.

按当年消耗储量的价值
,

收取适 当份额 的资源税或资源补偿费
。

消耗储量 的价值是以

核定的技术经济指标
、

经营参数和犷产品当年的销售价格来计算
。

因不涉及保有 储 量 的 价

值
,

无需作复杂的贴现计算
,

相 当于不计时的静态评价
。

以占用储量的价值和消稀储量的价值作为计税依据
,

能较鲜明的 体现资源税
、

费的特定

含义
,

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关系有较强的调节作用
,

与所得税和其他

调节税的区别也更为明确
。

国家从资源的应税收益中所取的份额应适当
,

份额太高不利于刺

激对矿业的投资和经营
; 大低不仅国家财政少 收

一

也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

矿床 ( 储量 ) 价值计算中
,

按理是要扣除了勘探费用
。

我国的地质勘探工作长期是靠国

家拨款
,

而且是按事业性质进行管理
,

储量也未实行有偿使用
,

矿山在计算经济效益时一般

都未扣除勘探费用
。

不少矿床因勘探周期和储量呆滞的时间很长
,

到开发时计算勘探费用的



现值很高
。

个 旧老厂锡矿
一

五十年代就开始脉矿的正规勘探
,

静态计算每吨锡金属的勘探费为
4 3

.

6元
,

如 按 10 % 的复利率贴现到 19 8 。年则尚未开采的储量每吨锡金属勘探费 ( 现值 ) 高达

33 0元
。

显然
,

按现值扣除勘探费用会大大降低 J 床价值
。

如 果要求犷山企业偿付这笔费用
,

既不合理也是难 以被接受的
。

所以对
一

过去用国家地质事业费勘坏的储量
,

开发后一般不宜直

接扣还勘探费用
,

可作为有偿开采所包含的一个 目的
。

三
、

资源损失价值的补偿

矿产资源和土地虽然都是生产要素
,

但不同的是土地可 以重复使用
,

矿产资源却是不可

再生的一次性资源
。

矿物原料生产与其说是使用毋宁说是消耗更为确切
。

资源消耗有两种不

同的倩况
,

一是被回收利用
,

二是被损失
。

被回收利用成为矿产品 的那部分资源实现了其价值
。

部分资源的回收利用 总是 以另一部分资源的损失为条件的
。

正常或合理损失的那部分资源虽

未直接实现其价卿 但可认为其价值是集中到 回收利用的资源上被间接实现了
。

非正常或超

标准损失的资源
,

由于其价值未能实现
,

不仅不能取得应有的利润
,

为其所耗费的勘探费用

和其它费用也付之东流
。

也就是说非正常损失资源的价值是其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
。

其它条件相同时
,

非正常损失一吨开拓储量 比非正常损失一吨地质储量多损失其所应摊销的

开拓费用
,

非正常损失一吨采准或备采储量又比开拓储量 多损失备采
、

采准费用
,

选矿非正

常损失资源就更多损失运输等费用
。

所 以
,

非正常损失储量的价值大体可以这样来计算
:

在

储量结算或报损年度以核定的技术经济指标和当年出厂价 ( 国拨价 )
,

计算非正常损失储量

的价值 ( 超额利润 )
,

加上前期其所应摊销的勘探和生产建设费用
。

考虑到勘探及其它前期

费用贴现到结算 (报损 ) 年度可能不合理或者根本无法计算
,

也可 以计算出这 笔储量的可转化

价值再减去形成计价矿产品尚待投入的费用
。

如果按批准占用储量的年未保有量和当年消耗储量的价值征收雀若源税和补偿费
,

其中就

包括了非正常损失储量的税费
,

其尚需补偿的是前期已投入而应摊销的费用
。

这笔费用中属于

生产建设费用的损失是矿山企业的经济损失 ( 实际也是摊销在回收利用资源所形成的矿产品

成本上 )
。

作为对非正常损失的经济制裁
,

罚款金额不一定严格等于损失价值
。

苏联规定
:

开采地下矿产损失超过标准时
,

按高于地质勘探工作费用补偿的 5 。%给予罚 款 制 裁
。

我 国

《 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第二十三规定
,

违章造成资源破坏损失的
“
可处以相当于矿

石损失 50 % 以下的罚款
” 。

正常损失资源与非正常损失资源所支付的补偿费是不同的
,

非正

常 损 失 除 按储量耗减支付补偿费外
,

还应支付相 当于损失价值一定比例的罚款
,

作为储量

替代所需增加的勘探费用和生产建设费用的补偿
。

在商品经济中
,

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最经常
、

最广泛的
。

只靠提倡矿业道德并不会使采矿

都符合社会规范
,

更不可能苛求企业摒弃经济效益去遵循道德原则
,

矿产 资源管理引入经济

机制
,

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

这也是矿业经济深化改革必将跨出的重大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