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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下
“
三率

”

管理对策的探讨

彭延康 周青枚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

摘要 介绍了广西当前矿产开发管理 中的
“
三率

”

管理现状
,

分析 了
“

三率
”

管理困难的原

因
,

提出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搞好
“

三率
”

管理的对策
。

关键词 市场经济体制
“

三率
”

管理 对策 广西

随着国营矿山核 (划 )定矿界工作的基本

完成
,

矿管工作的重点已转至矿产资源开发

的监督管理上
,

而监 督管理的重点是对
“

三

率
”

进行考核
。

近几年来
, “

三率
”
作为考核矿

山企业
,

对矿 山企业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监督

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

但随着当前经济体制

改革
,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

原
“

三率
”
监督管理办法

,

如何适应市场经济

体制
,

笔者根据广西
“

三率
”

管理的现状
,

提出

市场经济体制下
, “

三率
”

管理的对策
,

与同行

商讨
。

一
、

广西
“
三率

”

管理现状

据 19 9 1 年广西对 3 81 座国营矿山的地

测机构设置
,

地测人员编制
, “

三率
”

指标制订

及考核情况的调查
,

设置地测机构的矿山有

34 座
,

仅占 8
.

9% ; 建立附属地测机构的矿山

附表 地测人员在各级矿山中分布情况

隶属关系 矿山数
矿山全 其中地测 地测人员占

员 数 人员数 全员比例
,

%

1 6 5 8 0

3 9 6 6 4

1 5 81 9

2 2 5 8 9

9 4 6 5 2

3 3 5

3 3 8

1 7 0

2 3 3

1 0 7 6

2
.

0 2

0
.

8 5

见附表
。

矿山地测机构是矿山生产技术管理 部

门
,

又是矿山采掘 (剥 )生产
、 “
三率

”

的技术监

督验收部门
,

它在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
,

资源

保护和矿山生产正规作业中发挥着指导和监

督作用
。

而广西目前只有 8
.

9 %的国营矿山设

立了地测机构
,

18
.

9写的矿山设立 了附属地

钡l机构
,

还有72
.

2%的国营矿山没有设立地

测机构
。

这些矿山根本谈不上
“

三率
”
管理

,

开

采无设计
,

采 (掘 )后不编录
,

为填报 《矿山企

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年报 》
,

将每年

的采掘矿量作全年的消耗储量填报
,

损失多

少谁也说不清
。

根据国家有关矿山地质与测量工作条例

规定
:

各矿山必须建立与生产相适应的地质

测量机构
,

配备足够的人员
、

仪器和设备
,

并

规定矿 山地测人员属矿山生产人员
,

地测技

术人员的定员应按矿山全员的 2 %一 3 %配

备
。

全区的调查情况表明
,

除中央直属矿山地

测人员配备比例接近规定要求外
,

其余矿山

均不足应配地测人员的一半
。

而有些矿山的

地测人员
,

还不从事地测技术管理工作
。

在 乡镇集体矿山
、

个体采矿中地测人员

配备 比例更低
,

据 19 91 年度统计
,

全区仅有

47 人
,

占乡镇集体
、

个体采矿总从业人数的

0
.

0 3%
,

即使这样少的人员
,

也并非都从事矿

勺产J任城传00
, 1.

98661225381中 央

自治区

地 (市 )

县 (市 )

合 计

72 座
,

两 者 合计为 1 06 个
,

占矿 山总 数的

27
.

8环
。

各级国营矿山中地测人员分布情况



山地质测量管理工作
。

综上所述
,

目前广西各类矿山企业地测

机构极不健全
,

地测人员配备 比例严重不足
,

与生产管理很不相适应
。

加之 目前实行矿长

任期经济承包责任制
,

他们为了眼前的经济

效益
,

放松了对
“

三率
”

的管理
,

从而造成了大

部分矿山开采无设计
,

采掘后不编录
,

贫化
、

损失没有监督管理的混乱局面
。

二
、

原因分析

形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矿产资

源的无偿使用
。

由于矿产资源长期处于无偿使用的局

面
,

导致矿山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

不珍惜

和节约使用矿产资源
,

不重视
“

三率
”
的监督

管理
,

经营上表现为短期行为
,

采富弃贫
,

采

大弃小
,

采易弃难等
,

以无偿消耗国家资源
,

来换取矿山眼前的经济效益
。

甚至不少矿山

企业把原有的地测机构撤消
,

将地测人 员安

排做其它工作
。

原因之二是当前实行矿山企业的经济承

包制
。

“

三率
”

管理与提高矿山经济效益在一定

条件下是互相矛盾的
。

在 目前实行经济承包

后
,

矿山企业和工业主管部门不能不考虑 自

身的经济效益
,

于是有的就放弃对
“

三率
”

的

管理
。

他们为了眼前利益
,

采富弃贫
,

以牺牲

国家资源来换取眼前的经济效益
。

甚至
,

有的

工业部门和政府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有关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权益矛盾与纠纷中
。

原因之三是管理体制不顺
。

对
“

三率
”

的管理在理论和技术上均具可

行性
。

但由于这种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
,

必须

依赖于矿山地测部门来操作
。

而在当前实行

经济承包体制下地测人员作为矿 山企业的一

员
,

同样关心 自身的经济利益
,

他们的命运与

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息息相关
。

同时
,

地测机

构作为矿山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

必须执行

矿长的指令
,

否则就有可能被撤换
。

鉴于此
,

矿山企业的地测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

难于对矿山的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
。

原因之四是矿产品价格不合理
,

部分矿

产价格过于偏低
,

造成矿业经济效益差
、

矿山

亏损
。

目前矿产资源破坏严重
、

资源利用率低

与矿产品价格不合理
,

严重背离价值有很大

关系
。

矿山企业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

专采富

矿
、

好矿
,

提高出矿品位
,

以达到提高自身经

济效益的目的
。

三
、

市场经济体制下
“
三率

”

管理的对策

现有的
“

三率
”

管理办法
,

是在长期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
。

随着我

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

原计划经济

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现实客观经济形势的需

要
,

必须采用市场经济的管理办法
,

用经济的

手段
,

促进矿山企业 自觉地珍惜和节约使用

矿产资源
,

提高
“

三率
”
水平

。

1
.

征 收 资源补偿费
,

实现 资源有偿开
-

人们的私利观念普遍存在
,

凡是 自己的东西
,

花钱买来的东西均会自觉地加以珍惜
。

而对

于
“

阿公
”

的
,

无偿 占用的则存在吃
“

大锅饭
”

的思想
。

故实现矿产资源有偿开采是促进矿

山企业 自觉提高采
、

选回收率的重要经济手

段
。

但如何征收值得探讨
。

目前部分省 ( 区 )制订的资源补偿费征收

办法
,

均采用实际采出矿产品数量计征
,

这样

的征收办法不利于资源保护
,

对于该 回收而

没有回收的那部分资源 (非正常损失 )
,

矿山

不负经济责任
。

另外
,

计价的方式是采用
“

从

量
”
法

,

即按每吨收多少补偿费计算 (元 /吨 )
。

这样计价方式在矿产品市场价格多变
、

逐年

上涨的情况下
,

对国家不利
。

笔者建议采用
“

从价法
”

即按矿产品销售价格的百分比征收

矿产资源补偿费
。

资源补偿费计算公式按
:

一 1 3
一



资源补偿费 = 消耗储量 x 回采率 x 每吨销售价

x 价格百分比

式中
:

回采率以设计的或工业主管部门

下达的为依据
。

2
.

提高矿产品价格 我国长期来执行的

原材料价格低
,

产品价高的逆反价格体系
,

已

不适应现实客观经济形势的需要
,

为此
,

必须

改变这种价格体系
,

提高矿产品价格
。

矿山企

业可根据市场供需情况
,

调节生产和矿产品

价格
,

自由选择买矿单位
。

3
.

必须将
“
三率

”

与矿 山企 业的经济承包

责任制挂钩
,

作为企 业和企业 晋级 的考核 内

容之一 实行矿长任期经济承包责任制后
,

他们为了完成任职期间的经济目标
,

往往以

采富弃贫
、

采大弃小
、

采易弃难和只采不掘等

手段来提高眼前的经济效益
,

造成采掘 (剥 )

失调
,

废弃了大量可采资源
。

所以国家必须将
“
三率

”

与矿山承包经济责任制挂钩
,

并纳入

考核企业和企业晋级的重要内容
。

4
.

实行笑惩制度 (1 )对回收残矿
、

贫矿

和设计开采范围外的零星分散资源
、

二次资

源利用等的矿山
,

可减免资源补偿费
。

( 2) 对回采率达不到设计要求的非正常

损失储量
,

其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可高出正

常收费标准的 10 0% ~ 2 00 %
。

实行奖惩制度
,

利用经济杠杆迫使矿山

企业珍惜和节约使用矿产资源
。

5
.

建立
、

健全矿山地浏机构
,

强化
“
三率

”

管理职能 国家应明确规定所有矿山企业都

必须建立与其生产相适应的地质测量机构
,

配备相应的地质测量人员和仪器设备
,

以确

保全面完成矿山地质测量工作
。

并明确规定

矿山地测部门在行政上由矿山企业领导
,

在

业务上接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

督
。

当地测人员行使正常的监督职权遭到阻

挠或受到打击报复时可越级上告
。

政府应授

予矿山地测人员一定的行政执法权
。

6
.

国家应对矿 山企业从政策上进行扶持

一 1 4 一

矿业生产风险大
、

投资大
、

周期长
、

利润低
。

根

据目前国家对矿业开发实行拨改贷的政策
,

在矿山经济效益普遍差的情况下
,

矿山很难

还清借贷
,

偿付利息
。

为保证矿业持续
、

稳定

地发展
,

建议 国家对矿山企业实行长期低息

贷款
,

强化矿山企业财务基础
,

以鼓励矿业部

「1进行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矿产资源
。

(收稿 日期
: 19 9 3 年 8 月 9 日 )

国家调整黄金价格等有关政策

最近
,

国务院办公厅复函中国人民银行
,

同意对黄金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

调整后的一

些主要政策有
:

1
.

黄金收购价格
。

从 1 9 93 年 9 月 1 日

起
,

调整黄金收购价格
。

人民银行收 购价格

是
:

含金量不足 99
.

9写的
,

每盎司 3 0 0 0
.

37 元

(每克 96
.

46 元 ) ; 含金量达 99
.

9% 以上的
,

每

盎司 30 0 0
.

3 7元 (每克 9 6
.

9 6元 )
。

人民银行配

售价格是
:

含 金 量 不 足 9 9
.

9% 的
,

每 盎 司

3 3 3 3
.

7 5元 (每克 10 7
.

18元 ) ; 含量达 9 9
.

9%以

上的
,

每盎司 3 3 4 9
.

2 2元 (每克 1 0 7
.

6 8元 )
。

调

整黄金价格后
,

取消其它现行的政策性补贴
、

低息贷款和免税等优惠政策
。

2
.

金饰品用金管理
。

黄金生产单位所生

产的黄金都必须全部交售给人民银行
。

在国

家黄金交易市场建立以前
,

金饰品生产企业

所需黄金向人民银行购买
,

不得擅自向黄金

生产单位收购
。

金饰品生产企业的用金配额

仍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计划管理
。

金饰品生

产企业向人民银行购买黄金用人民币支付
。

3
.

黄金交易市场管理
。

严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 》
,

严禁黄金私下交易

和走私
,

对违反上述规定者依法追究责任
。

对

现有地方黄金市场进行一次全面清理
,

取缔

各地 自发的黄金交易市场
,

着手研究建立规

范的国家黄金交易市场
。

( 办 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