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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矿产资源
·

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现状与对策

周

一
、

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分

析

我国金属矿产资源基本特点之一是共
、

伴生有用组分多
,

矿石组分复杂
,

多为多元

素复合矿床
。

据 19 9 0年矿产储 量 表 统 计
,

铁
、

汞
、

锑共 (伴 ) 生金属矿产储量为 29 ~

4 7% ; 铝
、

铂
、

锡
、

钒
、

钨
、

铜
、

镍
、

铅
、

锌等共 ( 伴 ) 生金属组分储 量达 80 % 以 上

( 占保有储量 的82 ~ 99 % ) ; 而钦
、

银几乎全

为共 ( 伴 ) 生矿产
。

金属矿 产 中 多 元素的

共
、

伴生组合为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提供

了前提
。

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虽然开

始较晚
,

发展不平衡
,

但已有 30 多年采
、

选
、

冶工业生产实践
,

对金属矿石和金属矿山的

尾矿也进行过较多的试验研究工作
。

一些矿

业部门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已取得了一定成

效
,

有一定经验和各具特点的技术
。

如一些

国营统配铜矿除生产铜外
,

能回收铁精矿
、

秋 兰

硫精矿
、

钥精矿
、

金
、

银等 ; 白银有色金属

公司冶炼厂可回收铜
、

硫
、

铅
、

锌
、

金
、

银
、

硒
、

蹄等 18 种元素及产品
;
金川有色金属公

司以产镍为主
,

同时生产铜
、

钻
、

金
、

铂族

金属等 1 4种产品
。

目前我国综合回收的黄金

占黄金总产量的 1/ 4~ l / 3 ;
综合回收的白银

占白银总产量的 3 4/ 以上
; 铂族金属和稀散

元素几乎都由综合利用中产出
;
近 3 4/ 的硫

酸原料也是从金属矿生产过程 中 综 合 回收

的
。

特别是我国三大综合利用基地— 金川

铜镍矿
,

攀枝花钒
、

钦磁 铁 矿
,

白 云 鄂博

妮
、

稀土
、

铁矿的综合利用工作已获得大量

经验和显著经济效益
。

在地质经 济 评 价 和

选
、

冶技术上
,

我国正逐步形成一些从我国

金属矿资源特点出发的先进技术
。

我国在 70

年代初期就开展了自然和人造矿物 ( 渣
、

尘
、

合金等 ) 中稀散金属物质组成与赋存状态 的

研究
,

居世界领先地位
。

由于综合利用技术和水平的提高
,

综合

铁交椅
、

铁饭碗
、

铁工资不能调动积极性
。

当前改革的实践又证 明
,

凡是端掉了
“
大锅

饭
”
的单位

,

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

单位

的活力明显增强
。

因此
,

要抓住当前有利时

机
,

深化劳动
、

人事
、

工资制度的改革
,

转

换地勘单位内部经营机制
,

做到干部能上能

下
,

职工能进能出
,

工资能高能低
,

克服平

均主义
,

适当拉大分配差距
,

使职工不吃地

勘单位的大锅饭
。

在转换 内部经营机制 中
,

端掉
“

大锅饭
”
又是关键

。

没 有 大锅 饭可

吃
,

铁交椅 自然坐不成
,

铁饭碗端不成
,

铁

工资也拿不成
。

第三
,

完善经济责任制
,

加强管理
,

挖

掘潜力
。

有些地勘单位
,

经营总 量 不 算太

低
,

但效益差
,

甚至亏损
。

其原因
,

一是分

配过分向个人倾斜
, “

富了和尚穷了庙
” 。

二是

浪费严重
,

漏洞不少
。

三 是 消 耗 大
,

成本

高
。

虽然赚得多
,

但没有 一 个 好 的
“

内当

家
” ,

照样富不起来
。

管理出效益
。

经济责任

制既是调动积极性 的重要措施
,

又是加强内

部管理 的有效手段
。

要以完善经济责任制为

重点
,

加强岗位责任制
、

定额管理
、

现场管

理等基础管理
,

统一开支标淮
,

既增收又节

支
,

双管齐下
,

必事半功倍
。

关于搞活地勘单位的主要矛盾的文章所

见不多
,

本文借此机会
,

谈点自议
,

和李保

忠同志商榷
,

以求共识
。

( 湖南省地矿局水文 一队 )



利用的元素越来越多
,

综合利用程度也不断

提高
。

以铜矿为例
,

目前已综合回收利用的

共 ( 伴 ) 生有价组分达 30 余种
。

可选为单独

精矿的有铜
、

铁
、

硫
、

铝
、

锌
、

铅
、

锡
、

钨
、

锤
、

镍 (或铜镍混合精矿 )
、

钻等 11 种 ;
.

呈

分散 状 态 在精 矿中富集并可在冶炼中回收

的有金
、

银
、

徕
、

硒
、

啼
、

锢
、

铭
、

镐
、

汞
、

秘
、

徐
、

锗
、

钻
、

铂
、

把
、

钉
、

锗
、

铱
、

饿

等 19 种金属和硫酸
、

硫磺等产品
。

金属矿资

源的综合利用
,

不仅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多种

金属和非金属原料
,

还增加了矿床的经济价

值
,

大大提高了矿山 ( 企业 ) 的经济效益
。

综上所述
,

可以这样认为
,

我国金属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提高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也存在一些问题
,

与发达

国家相比
,

还有一定差距
。

二
、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其原因

目前
,

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
:

①开展综合利用的矿山企业

比例低
。

据 1 9 8 6年对全国 60 个矿种的工业普

查统计
,

其中34 个矿种的 5 15 个矿 山具有综

合利用价值和条件
,

但是综合利用得较好的

矿山只有 16 0 个
,

占31
.

1%
,

部分综合利用

的矿山为 1 32 个
,

占2 5
.

6%
,

完全没有开展

综合利用的矿山 2 23 个
,

占43
.

3%
。

②矿床

中共
、

伴生组分的综合利用指数低
。

据 1 9 84

年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调查和 198 6年

工业普查的资料
,

目前我国回收利用的矿种

只 占可以开展综合利用的50 写左右
,

冶炼企

业对原料中的一部分有用组分至今仍不能回

收
。

③综合利用回收率低
。

据工业普查部分

资料统计
,

共
、

伴生组分综合回收率 70 %以

上的矿山企业不足 40 %
,

个别矿山只有百分

之几
。

据一些有色金属矿山初步统计
,

我国

有色金属矿 的金属回收 率 多在 35 ~ 50 % 左

右
,

少数先进企业可达 70 %
。

另外我国稀有

金属矿山的大量非金属组分的综合利用也研

究得很少
,

利用程度很低
。

据对株州
、

沈阳

等国内大冶炼厂的调查
,

冶炼综合利用回收

率仅有 40 ~ 70 %
,

与 前 苏联 ( 80 % )
、

日本

( 85 % ) 相差很远
。

④矿山的表外矿
、

尾矿
、

围岩
、

废石
、

废渣等二次资 源 综 合 回收工

作
,

除极少数大型矿山
、

企业外
,

多数未很

好开展
,

至今
,

我国矿 山的围岩
、

夹石
、

尾

矿
、

废渣的物质成分和利用可行性普遍未作

查定和研究
,

大量非金属矿物原料和贵金属

未予利用或回收
,

综合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

不够
,

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
。

造成上述向题 的主要原因是
:

1
.

封闭式 的矿业管理体制和 管 理上的

落后状态
,

阻碍 了矿产资源综 合 利 用 的发

展
。

我国矿山管理体制是按矿种分属各个矿

业主管部门
,

各部门一般只考虑本部门的需

要
,

有关主管部门下达地勘
、

采
、

选
、

冶任

务时
,

只下达主矿种和主矿产品的指标
,

人

为地把 自然资源割裂开来
,

导致地质勘查单

打一
,

矿山生产单打一 ; 考核技术指标不健

全和不合理
,

如矿山隶属某一行业
,

主管单

位沿用加工行业八大指标管理矿山企业
。

矿

山生产的
“

三率
”

要求
,

长期未列人考核矿

山企业经营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中
,

使矿产资

源的回收利用程度失去考核控制
。

2
.

政策和分配上的不合理
,

影 响 矿 山

对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
。

矿产品价格偏低
二是影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分配制度方面
,

我国矿山企业的工资水平

总的偏低
,

难以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
,

另外在矿业内部利润分配也不合理
,

冶炼
、

加工企业远高于矿山
,

一些副产品产值
、

利

润不返回给矿山
,

多回收的金属不给投资和

奖金 ; 综合利用项 目没有专项资金
,

资金主

要靠矿山 (企业 ) 自筹
,

这对经济效益差的

企业是突出问题
,

特别是投资大
、

技术难度

高的综合利用项 目
,

企业更是无力负担
。

由

于资金短缺
,

也造成有些明知可以利用的资

源也弃之不管
,

大大的影响到资源的综合开

发和合理利用
。



3
.

采
、

选
、

冶
、

分析技术 及工艺设备

的落后
,

以及选
、

冶工艺流程确定不合理
,

使许多资源无法综合利用
。

现代矿山企业管

理已进入 自动化
、

电子计算机管理的时代
,

而我们的矿山绝大部分装备落后
,

不能适应

生产发展的要求
。

如有的矿山地质部门因无

仪器设备而无能力查定伴生组分分布
、

赋存

状态和工艺特征等
,

不能做出工业评价
,

导

致伴生组分损失或流向不明 ; 有的矿 山企业

弄不清矿石中还含有哪些有价矿物或元素
,

整个生产过程中分析工作跟不上
,

或因选
、

冶工艺流程确定不合理而严重影响了资源的

综合回收利用
。

4
.

产品销售不畅是影响综合利 用 水平

的另一重要原因
。

由于产品滞销
,

企业效益

受到影响
,

有的综合利用产品被迫停产
。

其它如长期以来资源实行无偿开采
,

采

用长期不变的静态工业指标
,

科研工作跟不

上矿业发展
、

基础工作差以及 缺 乏 统 一规

划
、

统一组织等等
,

也是造成资源综合利用

程度不高的原因
。

三
、

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对策

据上述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
、

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

1
.

矿业管理体制要适应矿 业 活动客观

规律和特点
。

我国共
、

伴生矿床多
,

为了更

好的综合利用矿产资源
,

要打破现行部门分

割的管理体制
,

广泛实行横向与纵向联合
,

逐步建立矿产地质
、

采
、

选
、

冶联合公司和

地 区性 的矿业开发公司 (或联合体 )
,

对开发

当地矿产进行全面和长期规划
,

统一设计
、

统一开采
,

由单一经营向采
、

选
、

冶联合生

产体制过渡
,

这将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的综

合利用程度
,

从而促进由单一产品向多种产

品的生产发展
;
在工艺上由简单工艺向着选

、

冶联合过渡并逐步向无排放工艺过渡
。

2
.

制定适合我国矿业特点的 管理和考

核办法
:

①我国矿山企业必须切 实 贯彻《矿

产资源法 》 、
穿矿产资源监督管理 暂 行办法 》

和 《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千问题 的暂行

规定 》等有关规定
。

各部门要建立专 门 的综

合利用组织
,

大中型矿山特别是重点矿业部

门的地质测量机构要肩负起矿山综合利用的

监督管理任务 , 计划部门和矿业主管部门应

根据各矿山资源条件和实际生产能力
,

科学

确定和下达产品产量
、

利润指标要求
,

认真

制订长远规划和年度综合利用计划
,

按计划

指标进行考核
。

矿山企业每年要向主管部门

和矿业监督部门填报综合利用情况表
; 主管

部门要对综合利用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奖励
,

搞得不好的单位给予批评
、

通报等
,

以促进综合利用工作的发展
。

②制定合理的

考核指标和标准
。

考核矿业部门综合利用的

指标除矿山
“

三率
”

外
,

应加上综合利用率
。

为保证上述指标达到国家和设计要求
,

必须

加强矿山企业生产过程的全面管理和矿山地

测人员的监督作用
。

要把上述考核指标与矿

业部门经济承包责任制紧密挂钩
。

3
.

依靠科技进步
,

提高矿 石 物质成分

的研究程度
,

不断改进采
、

选
、

冶工艺
,

提

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程度和水平
。

①贯彻执

行
“

四个综合
”
(即综合勘查

、

综合评价
、

综

合开发
、

综合利用 )
,

首先要加强矿石物质成

分的查定
,

查明不同共
、

伴生组分的赋存状

态和分布
、

富集规律
,

与此同时
,

要做好综

合利用技术经济评价工作
。

另外
,

要加强矿

产动态工业指标的研究和核定工作
,

及时根

据矿 山生产发展情况调整工业指标
,

应采用

综合品位指标
,

使矿山企业既能充分利用资

源
,

又能始终保持企业的最佳经济效益
。

特

别是进入开发后期的老矿山
,

经过试验
,

适

当降低开采品位是完全可能的
,

我国一些矿

山生产实践已证 明这是可行的
。

②要利用各

研究机构的力量
,

对我国现有生产矿山
,

逐

个查明具有经济价值未被利用的资源
,

确定

利用的可能性
。

③ 围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这一中心
,

组织地
、

采
、

选
、

冶联合攻关
,

把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

开拓资源综



合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

要抓好重点厂矿企业

的资源综合利用 ; 研究解决少工序少尾矿或

无尾矿的生产工艺
,

开展对表外矿
、

尾矿
、

废石等的重新评价
、

重新利用的研究
,

充分

回收利用二次资源
,

不断提高矿 山的经济效

益 ; 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
,

特别是对稀有金

属新用途的研究
,

使我国优势矿种的钦
、

稀

土
、

钨
、

铂
、

钒
、

铿
、

妮
、

钮等在各个领域

里得到广泛应用以扩大市场
。

,
.

研究市场需要
,

确定综合利 用 产品

品利
, 。

综合考虑产品品种要建立在市场需求

的基础上
,

并随市场需求变化不断研制和改

变产品品种和规格
。

这样才能使综合利用工

作持之以恒
,

立于不败之地
。

综合利用产品

的产销要进行以下方面研究
:

①研究有价回

收元素系列产品的内容
、

用途及国内
、

外需

求和供应情况
。

②研究各产品主要生产厂家

的生产能力和产量
,

预测综合利用产品投产

后是否有销路
,

研究市场竞争能力及打人市

场的经营战略
。

③加强价格信息预测工作
,

研究各系列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价格趋势
,

在

进行最佳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优化确定产品品

种
。

④研究可能生产产品用途的发展趋势
,

紧跟新用途及时试制新产品
,

占领市场
。

5
.

进一步完善现行的综合利用 法 规和

政策
,

鼓励和扶植综合利用工作的开展
。

首

先应抓好综合勘探
、

综合评价
,

把好地质勘

探报告审批这一关
,

加强对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可行性研究
,

矿山设计时应当落实综合利

用的措施
,

要把提高矿产资源采
、

选
、

冶总

回收率作为考核矿山企业主要指标之一
,

同

时执行治理污染和综合利用相结合的方针
。

对于确有经济效益的综合利用项目
,

应当同

治理环境污染一样
,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产
。

其次是建立与健全矿

产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监察机构
,

制定具

体的细则要求
。

切实贯彻
、

执行国家经委
、

财政部 1 9 8 7年颁布的
“

关于对国营工业企业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一次性奖励的通知
”

中
`
的有关规定

。

国家应采取内部利润重新分

配;的办法
,

有计划的调整部分矿产品价格
,

为

以
.

后矿产品价格改革创造条件
,

在矿产品价

格改革前
,

建议先解决好矿山与加工企业单

位之间利润分配
“

一头沉
”
的向题

,

以适当

提高矿 山利润比例来维持部分亏损矿山自我

生
.

存和发展能力
。

要实行矿 产资 源 有偿 占

用
、

矿产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
,

利

用经济杠杆作用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

综合利用 ; 国家对综合回收副产品
,

要与同

类的主产品实行同质同价政策
,

以促进共
、

伴生矿产综合利用工作的开展
。

技术政策必须配合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

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
。

为此建议实施和完善

以下经济政策
:

①尽快落实
“

谁投资
、

谁受

益
”
的原则和

“

由企业 自筹资金建设的综合

利用项目生产的产品减免产品税
”

等有关规

定
。

并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定 减 免 税 期

限
,

如对效益一般的项目
,

可适当延长其免

税期限 (原规定为五年 )
,

对国家急需短缺产

品而微利的项目
,

其减免税期应更长些或实

行长期减免税政策
。

②给矿 山企业以资助政

策
、

低息贴息贷款政策
。

对具备共
、

伴生矿

产综合利用条件
,

尚未开展综合利用或综合

利用程度很低的矿山
,

在资金与设备上拨专

款给予扶植
; 对资源枯竭而开发老尾矿的矿

山
,

回收企业原设计的产品
,

也应列入综合

利用产品范围
,

实行优惠政策
。

③对矿山和

地质勘查部门职工实行高薪重奖政策
,

根据

不同情况
,

按标准工资百分比给予特殊补偿

费
;
奖金采取联产计奖

、

联利计奖和其它形

式
。

④建立综合利用开发基金
,

优先享受中
一

长期低息贷款
。

对有综合利用效益的
,

应予

优先立项
,

经济效益较差
,

但有 显 著 的 环

境
、

社会效益的项 目也应适当安排
。

( 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北京矿产地质

研究 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