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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陇南小有色金属矿山开采的

规 范 化 管 理

李春魁 辛继升

甘肃陇南行 署矿 管办 ) ( 甘肃成县矿业 管理局 )

本文栏据陇南小有色金属矿 山的开采现状
,

提出了规范化管理的构想
,

介绍了规范化管理的内容及

实施办法
.

一
、

陇南矿产资源及其开采状况
甘肃省陇南地 区处于我国气候南北分扩

的秦岭山系与眠山之间
,

地质条件复杂
,

成

矿条件优越
,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
,

形成和

蕴藏着丰富
、

贵重和鲜为人知的矿产资源
。

目前已探明的储量较大
、

前景可 观 的 有 黄

金
,

白银
、

锑
、

铜
、

铅
、

锌
、

汞
、

铁
、

锰
、

大

理石
、

石灰石
、

煤等32 个矿种
。

铅
、

锌已探明

储量仅次于云南
、

居全国第二位
。

陇南矿产大致可分为北
、

中
、

南三个带
。

北带以铅
、

锌为主
,

中带以锑
、

汞为主
,

南带

以金
、

铜
、

锰为主
。

北部铅
、

锌带东起徽县洛坝

西到西和县洛峪
,

南自成县王磨北至黄诸
,

东西长 s s k m
,

南北宽 7一 1 2 k m
,

面 积 1 2 0 0

k m
Z 。

矿床分布集中
,

矿石类型简单
,

水
、

电资源丰富
,

亡;然条件优越
,

交通运输方便

〔北近陇南路
,

东接宝成线 )
,

有关专家认

为
,

是近期开发利用极为理想的矿田
;
中部

矿 带 是 西 和县一礼县一宕昌县 锑 矿 优 势

带
,

其中西 和县崖湾锑矿一处锑金属量达 14

四
、

几个问题的探讨

1
.

从 目前辽宁省采掘费的征收 制 度来

看
,

没有把征收工作作为一种管理 手段加以

运用
,

起不 到督促矿山企业提高
“ 三率 ” 指

标的作用
。

矿产 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应与矿山

的 “ 三率 ” 指标
,

综合利用情况紧密挂钩
,

促进矿山企业
“ 三率 ” 指标的提高

,

最大 限

度地回收矿产资源
。

2
.

国外征收资源补偿费有的按 矿 山保

有储量来计算
,

在相同保有储量内
,

不论矿

山采 出多少矿石
,

均要缴纳相同 数 量 的 费

用
。

我们也应根据矿产资源的 自然丰度
、

埋

藏深度
、

分布等情况 确 定 资 源补 偿 费 的

多少
,

建立一个以 矿产资源价值论为理论基

础的矿产资源经济核算体系
。

3
.

从辽宁的实践看矿管部门最 好 纳入

政府序列
,

行政开支
,

资源补偿费由财政部

门管理
,

矿管部门提出计划使用
。

4
.

对于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 地 区
,

应

免交或少交资源补偿费
,

以扶植这些地区的

矿业发展
。

5
.

征收资源补偿费是一项政 策 性强
,

涉及面广的工作
,

尤其在目前矿产品价格体

系不合理
,

价格长期偏低
,

生产矿山微利经

营
,

煤炭全行业亏损
,

有色矿山 亏 损 面 达

3。% 的情况下
,

确定好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比

例更显得十分重要
。

因此
,

征收矿产资源补

偿费应慎重
,

逐步实行
,

逐步完善
。

一 9 一



万吨以 上
,

为全国第三大矿床
,
南部矿带为

代表的是康县一文县的共生金矿带
,

矿产资

源相当可观
,

闻名遐迩的金三角的大部分地

区在这里
。

仅砂金已控 12 个矿床储量即达 29

吨之多
。

陇南采矿业 由小到大
,

有色金属工业从

无 到有
。

据 1 9 8 8年底统计
,

全区有各类采矿

点 6 17处 ( 铅锌 3 9 1处
,

锑 4 4 处
,

铜 3 处
,

铁

43 处
,

汞 5处
,

黄金 10 处
,

煤 85 处
,

大 理 石

11 处
,

石灰石 14 处
,

其他 11 处 ) 仅徽
、 一

成
、

西
、

礼四县统计
,

从 事 矿 业 生 产的 1 1 3 0 0

余人
,

矿业产值 5 5 4 9万元
,

约占全区工业总

产值的她
。

采矿业的兴起和发展
,

对振兴全

区经济
、

改变山区贫穷面貌
,

支 援 国 家 建

设
,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
,
无

疑也是加速当地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

二
、 “ 规范化管理

”
问题的提 出

随着资源的开发和矿产业的发展
,

陇南

出现了一系列不可 忽视的弊端
。

例如
:

受 “
大矿大开

、

小矿放开
、

有水快流
”

的影响
,

重视了 “
放开

” 、

忽略了
“ 管好

” ,

宏观管理
_

仁失控
;

缺少地质资料
,

矿产资源不清
,

滥采乱

挖 ,

群采矿点较 早
, 《 矿产 资源法 》 颁布较

晚
,

管理跟不上
,

出现了无证采矿
、

违章作

业
;

行政执法与经营环节职责不清
,

产销渠

道不顺
;

管理体制不适应
,

财经制度混乱等等
。

突出和严重的一是 乡镇集体企业与群采

矿点
,

有工期短
、

投资少
、

见效快之优势
,

但却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源的缺点
。

徽县

几个矿点将品位 10 %以下的铅锌矿石采 出后

全部抛弃
,

回收率只有 30 % ; 成县一矿区 43

个矿铜
、

经测量计算
,

矿石回采率不到 40 %
,

实际上有许多矿
一

洞回采率远在 30 %以下
,

甚

一 1 0一

至只有 15 %
,

将大部分资源丢弃
,

实在可借
。

二是个体与集体
、

集体与国营
、

各矿山

企业之间争抢资源
。

毕家山塘子沟矿区两个

集体
,

两个个体万
一

桐向毕家山铅锌矿迅猛推

进
,

使国营矿山有可能在大面积剥离后成为

无米之炊
;
徽县谢家沟 13 个矿炯争抢一个矿

体
,
西和大窑湾 9个矿峋 威 胁大 矿 日 后前

途
;
成县天子山 12 个矿碉都向零线掘进

,

群

众称为十二龙斗宝
。

据某矿 区实测
,

几十个

矿炯横古竖八
、

纵横交错潜伏着更大的安全

隐患
。

三是大小矿山不注意综合治理
,

严重的

造成了水土流失与环境污染
。

按甘肃省水保

岛19 8 9年 9月调查
,

成县开矿 后
, : 00 0多 亩自

然林遭 到破坏
, 3 0 0 0多亩山坡植被被毁

,

一亿

多立方米矿渣倾入沟道
,

一个矿区就使 3 5 0 0。

多人
, 1 0 0 0 0多头牲畜的饮水受到严重污染

。

人们预测
,

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

加强综合治

理
,

几十年后矿 区将是穷山恶水废楼
,

秃岭

荒坡石头
。

矿产优势也将付诸东流
。

究其根底
,

采矿无设计
、

生产无规范
。

针对陇南地区小有色矿业发展的现状
,

扭转和改善上述局面
,

提出矿山 规 范 化 管

理
,

是 目前和长远矿业开发
、

保护
、

管好三

同时的关键
,

也是治理整顿矿 山 的 根 本 条

件
。

三
、

研究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

小有色矿山生产的主体是县乡村社及个

体农民
,

而一系列弊端的出现尽 管 原 因 很

多
,

但就其本身而言是法制观念淡薄
,

尤其

是矿产资源国有意识模糊
,

国家
、

集体
、

个

人三者之间关系处理不 当
,

认 为
“
靠 山 吃

山
、

靠水吃水
”
天经地义

、

合 情 合 理
多
同

时
,

矿产资源
“
放开

” 之后
,

有些矿山既无

管理经验
,

又无行之有效的操作
、

技术
、

生

产规程
,

取一丢三
、

急功近利
。

所以 笔者认

为
,

提出小有色金属矿山的规范化管理除指



导矿山的顺利开采
、

提高效益
、

节约资源
,

协调解决相邻
!犷山争端以及安全生产有所借

鉴外
,

还能 帮助解决一些人知法
、

懂法
、

有法

可依和有章可循的问题
。

四
、

何谓小有色金属矿山的规范化管理

规范化管理的基本含义
,

是指在矿业管

理和矿山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

全面

地
、

科学地
、

有计划
、

有规律
、

有标准的在

一定范围内从事活动
,
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

它 主 要 包 括以 下 几 层 意
J

思
。

1
.

全面地遵循客观规律
,

按标准办事
,

是规范化管理的核心
。

所谓全面地遵循客观

规律
,

按标准办事
,

是指小有色金属犷山管理

不仅要遵循 自然规律
,

而且要遵循经济规律

和上层建筑 作 用 于 经济活动的规律 ( 即标

准规范 )
;

自然规律是人们容易理解和重视

的
。

但其它两个规律在矿业管理中是不容忽

视的
。

如果忽视了经济规律的作用
,

就会象一

些小矿山只顾眼前利益
,

一味追 求 经 济 指

标
,

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合理

的利用
,

采取掠夺式的开发
,

势必对 自然生

态造成破坏
。

如果忽视了上层建 筑 作 用 于

经济活动的规律 ( 即标准规范 )
,

就会象一

些小矿山不技法规
,

不采取技术手段
,

开采

程序倒置
,

无规则
、

无标准的盲 目生产
,

既

效益差
,

又浪费资源
,

安全也无保障
。

2
.

矿山管理科学化和矿 山企业生 产 经

营管理科学化是规范化管理的两 个 基 本 方

面
。

比如大中型矿 山企业有一定操作规程
,

安

全规程
,
以 及与其有关的各种技术规范和规

章制度
,

基本上是科学地有程序管理
,

而 许

多乡镇小矿就缺乏这些内容
,

或 者 很 不 完

善
。

因此
,

只有将 犷山管理与科学技术协调

地
、

有机地衔接起来
,

走科学管理的路子
,

才 会使管理工作规范化
。

3
.

抓 山规范化管理是一个多 层 次
、

多

方面的完整体系
,

它贯穿于扩业管理和矿山

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

决不能把它仅仅理解

为某些管理 方 法 和 手段的现代化
。

比如认

为只要实现了电子计算机
、

程序控制等就达

到了科学化
,

规范化
。

其实规范化管理还涉

及许多重要环节
。

诸如开矿指导方针
、

经济

法规
、

政策
、

人财物的管理制度
,

这些环节

搞不好
,

对能否实现规范化管理
,

也有极大

的影 响
。

4
.

规范化管理 目 的 之 一
,

是 要 提 高
“ 三率 ” 管理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取得最佳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此目的实现与否
,

也是检验规范化管理的客观标准
。

五
、

小有争金属矿 山开采如何进行规范

化管理

如何使陇南较多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变为

经济优势
,

怎详进行小有色金属矿山开采规

范化管理
,

结合 目前开发利用现状
,

据实际工

作的探索
,

可采取 以下对策
。

1
.

建立宏观管理系统工程
。

矿业 开 发

的规范化管理
,

要 “ 明确一个观点
、

坚持两

条原则
、

处理好三个关系
、

走四条路子
” ,

可

称 “ 1 2 3 4工程
” 。

一个观点
:

就 是 要 明 确
“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 有

” 的 观 点
; 两 条原

则
:

是坚持有色金 属矿山开采要 以 国 营为

主
,

集体为辅的原则
。

坚持大
、

中
、

小结合
,

国家和地方共同合作开发的原则
;
从大局出

发
,

正确处理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之间的关

系
,

开发与保护同步
,

当前与长远结合
; 四

条路子
:

一是国营矿 山为主
,

采选配套
,

规

范管理
,

富国富民 发 展 的 路子
; 二是县办

为主
,

由小到大
,

滚动发展
,

富县富乡的发

展路子
; 三是统一指挥

,

形成群体
,

联合开

发的企业集团路子
; 四是 lljJ 工增值

,

提高效

益
,

发展有色系 列 产 品 的 路 子
。

通 过 抓

a1 23 续工程 ” ,

使矿山开发有规模
,

多层次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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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统筹规划
,

合理布局
。

矿山开 发 必

须进行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
,

正规开采
,

保

护和利用资源
。

特别是对乡镇集体矿山
,

必

须按矿体赋存及地质构造
,

结合地表矿区和

地下采区的实际情况
,

划清矿 界
,

做 出 井

上
、

井下对照图
,

避免越界与争抢资源
,

采

富弃贫的现象
。

并在企业生产中
,

经常不断

地进行技术咨询
,

开展踏勘
、

跟踪监测
,

及

时掌握回采
、

开拓
、

倾角
、

方位 等 技 术 数

据
,

以求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
,

取得最佳效

益
。

3
。

明确乡镇小矿属性
,

使其依法 从 事

生产经营活动
。

除大 中型矿床由国营企业开

采外
,

小矿床开采的主力是乡镇集体小矿
,

而这些小矿普遍存在属性不清
,
缺乏行之有

效的管理方法
,

我们认为
,

作为乡镇集体小

矿
,

应有相应的 资金
、

劳动
、

工具及设备投

入
,

参与管理等
,

同时应具备一定的生产
、

安全技术
、

财务等基础管理制度
,

依法组织

生产经营
。

4
.

加强矿山巡回检 查
。

对重点矿区定期

开展巡回检 查
。

检查执法
、

规划
、

开拓
、

安

全等情况
,

及时掌握三级矿量和矿石损失及

贫化率
。

观测由于开矿引起的环保
、

水源
、

森林植被消长变化
。

掌握矿产资源开采的动

态变化规律
,

监督检查资源档案
,

作出预测

预报
。

5
.

对小矿山实行挂牌制度
。

陇南 地 区

矿洞较多
,

特别 在一 些 重 点 矿 区 矿 洞密

集
,

不 易 辩 认
。

为 了便于工作和监督
,

拟

逐矿洞实行挂牌制度
,

牌上应标 明 企 业 名

称
,

性质
,

负责人
,

矿 区范围
,

采矿许可证号

码等
。

6
.

建立矿管档案体系和数据 库
。

地 县

两级矿管部门和矿山企业
,

建立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档案
。

矿管部门所管的矿山企业档案

中
,

应包括地质资源
、

科研及设 计 批 复 方

案
、

生产经营
、

组织程序
、

行政法律文书等

资料
。

并由专人管理
,

建立 制 度
,

定 期 考

核
,

及时记载资源利用
、

浪费情况
,

为矿业

决策
、

规划
、

设计生产提供 依据
。

7
.

严格矿山安全
,

保障生产
。

这 是小

有色矿山规范化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

除

开采
、

乱采滥挖
、

采富弃贫除造成资源浪费

外
,

还隐藏着事故的苗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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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崖湾林场锑矿因抢 资源
,

忽视安全造成

塌陷事故
,

伤亡多人的惨痛教训应该牢记
。

因此
,

必须明确规定安全指标
,

审查安全生

产基础条件
,

建立健全各级安全责任制
,

经

常监督
、

检查
、

布置
、

决策安全生产工作
。

8
。

建立矿山规范化管理和技术监 侧 体

系
。

小有色金属矿山规范化管理 体系应坚持

政企分开
,

条块结合
,

行业管理
,

执法监督

的原则
,

走两条线管理 的路子
。

一是行业管

理体系
,

以有色行业管理为主
,

省
、

地
、

县

设立有色公司或矿业公司
,

主要 负 责 企 业

( 含地方小有色矿山企业 ) 的生产经营
,

并

兼负必要的行政职能
;
二是执法监督体系

,

以矿管部门为主
,

省
、

地
、

县设立矿产资源

监督管理局 ( 处 )
,

主要负责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的监督管理
,

既是各级政府 的 序 列 单

位
,

也是执法机关
。

在资源开发集中的地方

设立中心试验室
,

加强技术监测手段
,

强化

矿产资源的管理职能
。

总之
,

为了充分利用陇南丰富的矿产资

源
,

应该扎扎实实地从才 油工作入手
,

广泛深

入学习贯彻 《 矿产资源法 》 及有 关 配 套 法

规
,

坚持统一规划
,

依法规范管理
,

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率
,

使之为振兴 当地经济作出应

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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