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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营

是地勘单位当

前和今后较长

时期吸收社会

资金的重要手

段之 一
,

也 是

安置富余职工

的主 要 渠道
。

多种经营项 目

投资的多少
、

规模大小
、

产

出高低
、

效 益

好坏等
,

对地

勘单位和职工

个人都有直接

影响
。

因此
,

多

种经营项 目的选择
、

论证
、

决策和投资规模
、

约

束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规范
。

一
、

项目的选择

多种经营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
,

在地勘

单位
,

地质找矿主业以外的其他项 目都可以划

归到多种经营项 目里
。

范围大
,

选择起来就难
。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
,

地勘单位在项 目选择上

应遵循的原则
:

一是因地制宜
,

要考虑 自身所处

的环境
、

条件
,

不能为了争投资
,

超越自己所能
,

上力不从心的项 目
; 二是要有战略眼光

,

看到长

期效益
,

把主要精力用在能长期开发的项 目上
,

不要有侥幸心理
,

盲 目地去从事投机生 意
;
三

是尽量在比较熟悉
、

有把握
、

能发挥专业技术特

长的领域去发展
; 四是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

,

不

要贪多
,

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
,

投入要重
,

起

点要高
,

选一些大项 目投资
。

二
、

项 目的论证

论证是为决策做准备的
。

论证的充分
,

决策

就有了依据
。

地勘单位在计划内地质项 目的论

证方面具有一定经验
,

但在多种经营项 目的论

证方面往往不那么得心应手
。

许多论证报告采

用的还是计划内项 目立项的方式
,

缺少原材料

来源和产品销售方面的内容
;
有的在市场调查

、

市场分析
、

市场预测方面投入不够
,

所提供市场

信息不全
,

准确性差
,

对市场走势的了解和预测

不准 ;
有的提供的全是理想数据

,

避而不谈市场

风险
,

论证报告用词含糊
,

操作性不强
;
有的可

行性论证报告水分很大
,

与事实不符
,

说产品供

不应求
,

实际根本没有销路
,

说年利润十分可

观
,

实为亏损项 目
。

这些论证报告
,

听起来
“

喜

人
” ,

建厂时
“

难人
” ,

投产后
“

气人
” 。

都属于不可

行的
“

可行性论证
”
报告

。

在项目投资上
,

可行性

论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

这一关出了问题
,

常常会导致决策失误
。

因此
,

一定要选派品行端

正
、

责任心和业务能力都很强的人从事这项难

度大
、

责任亦大的工作
,

并通过相应的制度来保

障
,

以求得论证的准确性
、

充分性和可行性
。

三
、

项目决策

项 目决策是对经过充分论证的项 目做最后

的决断
,

是一种实现最优化方案的有组织有 目

标的自觉活动
。

一般是从多个项 目中选择最优

项目
,

从多套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
。

决策正确
,

项 自就有 了成功的把握
,

决策失误
,

就会带来
“

全盘皆输
”

的后果
。

地勘单位 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决策体系不完备
,

制度不健全
,

责任不明

确
。

决策正确得不到奖励
,

决策失误得不到处

罚
,

决策风险无人承担
。

要提高决策的成功率
,

避免决策失误
,

必须在提高决策者素质和建立

健全决策保证措施上下功夫
。

四
、

投资规模

市场竞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
,

项 目过小
、

过

于分散
,

无法形成规模优势
,

成本无法降低
,

效

益难以提高
,

必然影响竟争力
。

地勘单位这些年

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

为了谋求未来的发

展
,

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腰带
,

挤出一些钱上

项 目是十分必要的
。

但上项目一定要有长远打

算
,

要考虑资金利润率
,

把有限的资金 用好用

活
。

过去我们看到的是
“

船小好调头
”

的长处
,

忽

视了
“

船大抗风浪
”
的作用

,

把精力和财力用在

了分散的小项 目上
,

成为
“

马太效应
”

的受害者
。

另一种情况是上的项 目过多
,

把全部或绝大部

分资金用在 了固定资产投资上
,

投产后因流动

资金不足
,

原材料不能批量进
,

产 品无法批量

销
,

生产不能正常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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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不断消耗等
。

2. 2
`

类岩浆
’

的基本特征

前已述及
,

慢源 C一H一O 流体在与地慢

橄榄岩发生溶解反应时
,

各种元素存在不一致

溶解现象
。

另外
,

压力对不同组份的溶解度的影

响也有差异
,

从而使 C一H一0 流体分异过程

中不同元素的行为也不一致
。

推测在不一致溶

解过程中进入溶液的组份会优先进入分异出的
`

类岩浆
’

中
,

例如 H
2
0 流体中溶解 的 M g O

、

F e O
、

aC O 等会 比其它组份在分异过程中优先

进入
`

类岩浆
’ ,

并使这类组份在
`

类岩浆
’

中的

比例比在溶液中所有升高
。

虽然尚缺乏元素分

配的实验数据
,

但从元素在 H
2
0 一玄武质熔体

之 间的分配情况 (于国梁
,

1 9 9 3) 可以得到与上

述情况类似的启发
。

由于 C一H一 O 流体在分

异前就富含不相容元素
,

使这类元素在
`

类岩

浆
夕

中的含量仍然较高
,

只是所占的比例有所下

降
。

因为慢源 C一 H一 0 流体的成分很复杂
,

再

加上流体发生分异的深度不 同
,

致使
`

类岩浆
’

的成分也复杂多样
,

目前我们只能作定性的讨

论
。

笔者认为
`

类岩浆
’

的成分因元素不一致分

异作用 的存在 而不 同于慢源 c一H一 O 的 流

体
,

同时与地慢熔体也应有很大差别
,

它更富含

挥发份和大离子不相容元素及轻稀土元素等
。

其物理性质及活动能力应介于 C一H一 O 流体

与熔体之间
。

.2 3 与
`

类岩浆
’

有关的岩石

既然慢源 C一H一 O 流体可以分异出
`

类

岩浆
’ ,

那么与
`

类岩浆
’

有关的岩石又是什么

呢 ?这同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

限于篇幅这里

仅作简单讨论
。

煌 斑 岩 (包 括金 伯利岩 ) ( R o e k
,

1 9 8 7
,

1 9 9 1 )
,

以富含挥发份和不相容元素且其它成分

变化大为特征
。

对其成因
,

人们已经做了长期的

探索
,

但仍未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

笔者认为
`

类岩浆
’

可以 比较合理地说明各类煌斑岩的形

成
,

并认为造成不同类型煌斑岩特征差异的原

因是慢源 C一H一 O 流体成分的多样性及
`

类

岩浆
’

形成深度的不同
,

对此笔者等有专文探讨

(孙丰月等
,

1 9 9 4
,

待刊 )
。

目前在地慢岩石包体中已经发现了较多的

含水 矿 物 为 主 的脉
,

如金伯利 岩 包体中的

M A R ID 脉 (M一云 母
,

A一角闪 石
,

R一金 红

石
,

I一钦铁矿
,

D一透辉 石 )
,

W
a t e r s ( 1 9 8 7 )研

究发现 M A R ID 脉的主要化学成分相当于钾镁

煌斑岩
。

我们认为这种脉体正是定位于上地慢

中的
`

类岩浆
, ,

而各类煌斑岩是不同成分的
`

类

岩浆
’

在地壳中定位的产物
。

N a v o n
等 ( 1 9 8 8) 在金刚石中发现的显微流

体包裹体为我们提供了在大于 1 5 k0 m 深度上

慢源 c一 H一 O 流体的直接证据
。

这类流体与

金伯利岩相比
,

K
Z
O

、

N a ZO
、

A 1
2
O

3 、

5 10
2

的含量

较高
,

而 M g O
、

C a O
、

F e O 则较低
。

我们认为金

刚石的捕获
,

阻止了流体发生分异作用
,

当这类

流体可以发生分异作用时
,

理应会产生成分相

当于金伯利岩的
`

类岩浆
’ 。

总之
,

自然界中除了 C一H一 O 流体及熔

体外
,

还可能存在第三种流体
,

即
`

类岩浆
’ ,

并

形成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岩石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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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 )分紧缺的资金被无效吸纳
。

今后

在多种经营项 目投资上
,

应重点发展规模大
、

产

出高
、

效益好的项 目
,

并不断扩大其规模
,

在市

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

五
、

投资约束

项 目投资是项 目成败的关键
,

为了确保投

资的正确性
,

避免投资失误
,

必须建立多种经

营项 目投资责任制度
,

对项 目投资的论证者
、

决

策者
、

管理者的责权作出明确规定
,

运用行政

的
、

经济的和法律手段对投资参与者的行为加

以约束和监督
,

强化科学论证
、

科学管理
、

科

学决策制度
,

完善审计监督职能
,

推行项 目后

评价制度
,

对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励
,

对有关

责任者进行处罚
,

把项 目投资建立在可靠的基

础上
。

(甘肃省地矿局 第六地质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