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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矿产资源的严峻形势

大力加强 《 矿产资源法 》 的宣传教育

邵 国 庆

(江西省地矿 局矿 管处 )

新中国建立 四十年来
,

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 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

事业得到飞速发展
,

大量的矿产资源被勘查

探明
,

及时得到开采利用
,

矿业产值已占工

业产值的 7%
。

目前
,

70 %以上的工业 产 品

是直接用矿产品加工的
,

现在乃至可 以予见

的将来
,

80 %的工业原料
,

95 % 以上的能源

将取自于地下
,

矿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

支柱产业之一
。

可以说
,

现代工业生产
、

地

方经济的振兴
、

人 民群众的利益都与矿业紧

密相连
。

而且
,

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及许

多地区的人 民群众脱贫致富有相当部分是依

靠矿业
。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已探明矿床 (点 )

2 0多万处
,

矿种 1 60 余种
,

煤
、

铁
、

钨
、

锡
、

硫
、

磷等 20 多种矿产资源的储量名列世界前矛
,

矿产资源总量按折算的潜在价值仅次于苏联

和美国
,

居世界第三位
,

事实证明
,

我国是

世界上矿种配套比较齐全
,

储量规模可 观的

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

但是
,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
,

我国人

口多
,

底子薄
,

人均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
,

不及 世界平均水平的写
,

屈居世界第 80 位
,

我国人均占有能源矿 物 仅 相 当 于 美 国 的

1 / 10
,

苏联的歼 ; 水资源人均占 有 量不到

世界人均占有量的恤
。

还有一些国家急缺的

矿产
,

目前 尚没有重大发现和突破
,

有些可

供开禾的矿户后备储量却又相当紧张
,

部分

矿山资源枯竭
,

钢铁
、

有色金属与化学工业

部分的大宗矿产
,

虽然已探明的储量基本保

证我国建设所需
,

但进一步的储量不足
。

石

油
、

天然气
、

铜
、

金等重要矿产资源
,

虽有

一定的潜力
,

但 目前可供规划开发利用的缺

口很大
。

对 2 。。 o年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保证

程度的预测研究表明
:

大庆等主力油田和万

的有色金属统配矿山主金属生产已到了中晚

期
,

现有铁矿山生产能力将消失 10 %
,

铅锌

矿山生产能力将消失 37 %
,

如果在今后若干

年内
,

随着地质找矿难度加大
,

找矿周期延

长
,

人口 的不断增长
,

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及对矿物原料的需求长期持 续 增 长
,

那

么
,

人 口与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
,

经济

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的压力
,

矿山企业超负

荷生产与后备资源缺乏的问题都 将 日趋 尖

锐
。

同时
,

我国矿产资源具有地区分布不匀

衡
、 “

贫
” 、 “ 杂” 、 “ 难选冶

”
等特点

,

80 % 以上的矿床具有共
、

伴生多 种 有 用 成

分
,

这些共
、

伴生矿 物 的 价 值 往 往 是 主

矿 经 济 价 值的几十倍
。

长期 以来
,

综合回

收利用率太低一直困绕着我国的矿业界
,

大

量的有用成分被浪费了
,

比如 白云鄂博铁矿

中
,

就有包括稀土在内的伴生元 素 达 20 多

种
,

稀土回收利用率仅 2%左右
,

每年 仅 稀

土就约有 60 万吨损失到废石堆
、

尾矿和高炉

渣中去了
; 江西某钨矿共生钥的 回 收 率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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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

秘 27 %
、

锡 37 %
。

据框算
、

全国统配

煤矿的平均回采率只有 0 5 %
,

地方国营煤矿

仅
.

3 0~ 4 0%
,

主要有色金属矿采选冶总回收

率约 55 %
,

铁矿采选总 回收率约 65 % ( 以上

据 1 9 8 7年统计数据 )
。

特别是自1 9 8 4年下半

年经济开始出现
“ 过热

”
现象以来

,

片面强

调
“
大矿大开

、

小犷放开
、

有水快流
” ,

疏

于法制
,

忽视管好
、

珍借和保护矿产资源
,

加之管理 体制出现的一些薄弱环节
,

一些农

民脱贫致富心切
,

蜂拥进入国 营 矿 区
,

哄

抢
、

倒卖
、

走私矿产品
,

环境污 染 十 分 严

重
,

资源浪费触 目惊心
。

如我国西北的祁连

山
、

昆仑山脉
,

金脉丰盈
。

前几年
,

西北五

省 ( 区 ) 蜂拥到该山脉采金 者
,

高 潮 期 达

十几万人
,

井下巷道密如蛛网
,

一些安全装

置根本无法安装
,

不能进行机械化开采
。

由

于技术
、

工具
、

工艺都异 常落后
,

专 家 估

算
,

个体采矿者每拿到一两黄金
,

就要损失

80 多两
;
再如 目前矿业纠纷已基 本 解 决 的

赣南鸿矿
,

以西华山
、

大吉山
、

岿美山和浒

坑等四个国营钨矿为例
,

解决前的 1 9 8 6年至

1 98 7年间
,

据不完全统计
,

有 2万多农 民 在

矿 区内乱采滥挖
,

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

国家

损失钨金属量相 当于江西钨矿一 年 的 总 产

量
.

同时使 2 0 0 0多吨金属矿石无法开采和外

运
,

累计经济损失以当年不 变 价 计 达 3 0 0 0

多万元
,

西华山钨矿开采年限将缩短 5年
,

岿

美山钨矿缩短 10 年
,

矿产资源的破坏浪费的

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

长此下去
,

我国矿产资

源将面临着全面危机
,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

而是我国的基本矿情
。

然而
,

多少年来
,

矿产资源的严重危机

一直未能象土地资诉
、

森林资源
、

环境资源

危机那样
,

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普遍关

注
, “ 矿情 ” 的国民忧患意识长期以来 难以

树立
。

其实
,

矿产资源危机的后果并不亚于

任何其它自然资源
,

加之它的储存有限和不

可再生性
,

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远发展和

子孙后代将会产生更大的威胁
。

拥有十多亿人 口的映映大国
,

地大并不

物博日

《 中塑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 第一 章

总则开宗明义地指出
“
为了发展矿业

,

加强

矿产资源的勘查
、

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
,

保

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 长 远 的 需

要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特 制 定 本

法
” , “ …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

。

禁 止 任 何 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

者破坏矿产资源
。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犷

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 ” 觉醒始于忧患

,

作为

共和国的每个公民
,

都应有强 烈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
,

保护矿产资源是每个公 民的义务
。

当前
,

治理整顿已成大气候
,

为治理整顿矿

业环境和矿业秩序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

我们

要不失时机地将
“ 十分珍惜

、

有效保护
、

节

约使用矿产资源
” 的基本国策贯 彻到矿业开

发乃至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

在全民中大力

开展矿产资源的法制宣传和国情教育
,

进行

“ 节约矿产资源光荣
,

浪费犷
一

产资源可耻
”

的新的道德观教育
,

宣传矿产资源的国家所

有以及矿产资源不可再生性
,

宣传国家保障

国营矿山的巩固和发展
。

同时
,

抓紧抓好矿

业的清理整顿
,

把矿业 体制改革逐步引向深

入
,

使矿业活动沿着
“ 依法办 矿

,

科 学 采

矿
,

安全采矿
” 的轨道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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