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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个体小矿资源储量分类管理框架

地矿部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局局长 胡 魁

改革开放以来
,

乡镇矿 业异军突起
。

到

1 9 9 5 年度
,

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年

报 》
,

我国的集体
、

个体矿山 (点 )达 27
.

43 万个
,

年产矿石量 37
.

72 亿吨
,

从业人数 8 63
.

25 万

人
,

现价产值 7 50
.

49 亿元
,

分别为国有生产矿

ilJ 的 2 7
.

4 倍
、

2
.

8 倍
、

1
.

5 3 倍和 0
.

5 5 倍
。

以上

统计数据表明
,

集体
、

个体矿山 (点 )为数众多
,

其矿石产量
、

从业人数已远超过国有矿山
,

在我

国矿业中已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

是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地矿行政管理工作如果忽视

了这一块
,

管理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

形势分析及

政策制定难免失之偏颇
,

矿业秩序的好转也无

从谈起
。

《矿产资源法 》 规定了
“

国家对集体矿山企

业和个体采矿实行积极扶持
、

合理规划
、

正确

引导
、

加强管理的方针
” 。

多年来
,

政府管理部

门和社会各界为贯彻这一方针进行了不懈地努

力
,

促进 了集体个体矿业的快速发展
,

基本维

持了其与周围环境的大体协调
,

这是个了不起

的成绩
。

但是
,

我国集体个体矿山 (点 ) 绝大

部分是小矿
,

所存在的科技水平不高
、

经营粗

放
、

后备资源匾乏
、

秩序不好等问题并没有根

本性改变
,

在矿产资源行政管理方面仍然是个

薄弱环节
。

同时
,

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方面
,

集体个体矿山又蕴有巨

大的潜力
。

因此
,

抓住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和

《矿产资源法 》 修正案实施的机遇
,

加强对集体

个体小矿的管理
,

应当列人各级领导的重要议

事日程
。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是矿产资源行政管理的

基础部分
,

其基本管理环节有矿产储量的审批
、

登记统计
、

规划分配和资料汇交等项
,

这些管理

环节对集体个体小矿如何实施 ? 本文提出分类

管理的框架
。

1 9 8 6 年 3 月 19 日颁布的《矿产资源法 》
,

将乡镇集体个体采矿管理的立法权授予省级人

大 (原法第 14 条 )
,

各省级法规对办矿的资源条

件要求
,

一般表述为
“

具有必要的地质资料
” 。

但

矿法对储量审批
、

统计
、

规划
、

资料汇交等项管

理规定
,

并没有把集体个体采矿排除在外 (原法

第 1 1
、

1 2
、

6
、

2 2
、

2 4 条等 )
。

1 9 9 1 年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提出矿产储

量管理三项原则
,

其中第三项全面管理原则明

确指出
“

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
,

顾及各级各类

矿业
;
不能只管国营矿业不管乡镇矿业

;
不同

类型的矿业
,

储量管理的要求
、

方式也应有所

区别
” 。

1 9 9 2 年开始制定小型矿矿产储量管理

办法
。

1 9 9 4 年 4 月地矿部矿管局在 1 9 90 年与中

国地质大学联合科研报告的基础上
,

编发《乡镇

矿业办矿条件及采矿登记技术规定指南 》 ,

其中

对不同规模
、

不同矿种乡镇矿 山必要的地质矿

产资料及储量级别提出了指导性要求
。

1 9 9 5 年 3 月全国储委第 n 次全委会通

过
、

发布《县办国有及乡镇集体小型矿矿产储量

审批若干规定 ))( 储发 39 号文 )
,

规定开办小型

矿必须有储量报告作依据
,

储量报告必须经过

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或其委托机构批准
。

并规定

了分类指导
、

分级管理办法和委托权限
。

1 9 9 5 年 1 月地矿部第 20 号部长令发布了

一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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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 》
,

同年 9 月

发布实施意见
,

要求 1 9 9 7~ 1 9 98 年用两年时间

基本完成集体矿山企业
、

私营矿山企业
、

个体采

矿占有矿产储量的登记工作
。

1 9 9 6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通过修改 《矿

产资源法 》的决定
, 1 9 9 7 年 1 月 1 日施行

。

新法

对开采审批发证事权改按储量规模划分
,

小型

矿开采管理办法授权省级人大依法制定
。

十几年来对集体个体小矿立法执法的实

践
,

是一个对其一般普遍性规律与自身特殊性

规律认识逐步提高的认识过程
,

是一个逐步把

它纳人管理范畴的发展过程
,

是一个对它的管

理方式与管理要求由笼统到具体
、

并具有可操

作性的转变过程
。

在小矿储量审批
、

登记管理的

探索中
,

河北
、

河南
、

湖北
、

吉林
、

江西等省走在

前面
,

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

集体个体小矿特殊性规律之一
,

就是办矿

的资源基础条件千差万别
,

必须进行适当的分

类
,

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

才能达到预期的

管理目标
。

我们在河北省进行调查研究时
,

根据

他们进行小矿登记与审批的试点经验
,

总结出

集体个体小矿储量有 6 种类型
。

一日分割储量
。

小矿占有的储量实际上是

经过审批的大矿储量 的一部分
,

进行储量登记

时需要按照采矿登记划定的矿界加以分割计

算
,

各归其主
。

此类储量有较高的控制研究程

度
、

相当的储量级别
,

是小矿资源基础条件最好

的一类
。

在河北省所占的比重约为 10 %
,

以煤

矿为主
。

虽然此类储量的管理难点不在技术方
’

面
,

而在于妥善处理好大小矿之间的关系
。

二日扩大储量
。

此类储量依托大矿储量边

缘
,

又向外有所扩展
,

内一半外一半
。

由于有已

批准的大矿储量可资借鉴对比
,

利用外扩部分

采矿工程新获得的地质资料
,

不难求取有相当

级别的储量
,

但要注意内外
、

老新账 目算清
,

以

免引起储量统计的重复或遗漏
。

此类储量在河

一 1 0 一

北省约占 5%
,

也以煤矿居多
。

三日新增储量
。

办矿之前没有经过审批的

储量
,

在储量登记过程中
,

需要专门编制报告
,

履行法定审批程序批准新增的储量
。

虽然此类

储量是小矿资源储量管理的重点
,

上节所述储

量审批机构
、

储量登记机构
、

采矿登记机构对小

矿管理的规定
,

主要是针对此类的
。

此类小矿约

占总数的 10 %
,

包括各种类型的甲类矿产
,

矿

床类型与勘探程度千差万别
,

需要进一步划分

亚类
,

分类施政
。

四日残采储量
。

有的小矿复采
“

大矿
”
已核

销的残余储量和矿柱
,

其可回收的矿量称为残

采储量
。

其计算技术不难
。

从充分利用资源的

角度应当鼓励
,

但进行储量登记时须十分注意

其开采的合法性和不致影响大矿安全与正常作

业
,

不致影响矿山环境
。

在进行储量统计时要注

意此类储量的
“

死而复生
”

性质
。

此类储量在河

北约占 5%
,

主要是煤矿
。

五日乙类矿产储量
。

乙类矿产指用作普通

建筑材料的砂
、

石
、

粘土
。

河北省集体个体小矿

以 乙类矿产为开采对象者约占 60 % 以上
。

乙类

矿产储量可以简易方法求取
,

储发〔1 9 9 5」3 9 号

文规定由省 (区
、

市 ) 矿产储量审批机构委托市

(地 )
、

县有关部门审批
。

六 日劣质储量
。

有的小矿的开采对象是一

些厚度极薄
、

质量较差
、

或分布极为零散的
、

常

规难以开采的劣质资源
,

如鸡窝煤
、

裂缝金之

类
。

其占有的储量称为劣质储量
,

只能大致估

算
。

此类储量约占不到 10 %
。

通过上述分类
,

理清了小矿资源储量管理

的脉络
,

明确了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是占总量十

分之一的第三类— 新增储量
。

现以第三类储量为主
,

结合河北省的经验
,

探讨一下管理思路
。

对集体个体小矿进行资源

储量管理的方式与要求
,

应与其当前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相适应
,

管理的目标应有利于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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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与保护
。

立足当前
,

放眼长远
。

在其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
、

总体上 已经壮大的基础上
,

应注重提高

其科学办矿水平和集约化程度
。

为了记取因资

源不清而导致企业效益不好
、

甚至建矿失败
、

以

及浪费破坏资源等深刻教训
,

减少盲目性
,

对于

小矿办矿 的资源基础条件的要求不能定得太

低
。

一般要求必须具有 D 级以上储量
,

稍具规

模的还应具有不少于 2一 4 年开采量的 C 级储

量
。

在储量审批中
,

报告应强调其针对性
,

程序

也可以简化
,

但储量级别条件不得降低
,

以维护

国家标准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

在储量登记中
,

一

方面坚持法制
,

一方面组织好技术服务
,

使闲置

的地质勘查力量在小矿中找到用武之地
,

使科

技转化为生产力
。

在小矿群开发连片的矿产地
,

要做好资源的规划分配
,

在合理规划引导下
,

加

强对小矿的管理
。

小矿同样应建立资料汇交制

度
。

在管理尺度的具体掌握上
,

新办矿从严
、

老

矿从宽
,

对不同的矿种
、

不同的矿床类型要因地

制宜
,

因型制宜
,

宽严适度
。

通过河北调研和小矿分类管理框架的探

索
,

使我们认清了一笔帐
:

扣除占半数以上简单

易行的乙类矿产储量和别的可放宽尺度或底子

较好的类型
,

原来真正需要花力气进行储量审

批
、

登记的第三类小矿仅占总数的 10 %
,

其中

又只有一部分需要补作野外地质工作
。

从而使

我们增强了信心
:

只要小矿储量审批与登记密

切配合
,

象河北这样先进的省份
,

用 2 年时间完

成集体个体小矿储量登记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

其它省份有 3 年时间大约也可以完成
。

先此 已

基本完成了国有矿 山 的储量登记
。

那么
,

到

2 0 0 0 年
,

我们就可能完成全国各类矿山企业的

储量登记
,

同时及时与储量统计相衔接
,

就能提

供一份完整的储量表 (只有全面完整的
,

才可能

是权威的 )
,

进而实现矿产储量的全面管理
,

夯

实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这一基础
。

建立在这一基

础上的整个矿产资源行政管理工作
,

也将以全

面完整的新姿态迈向 21 世纪
。

(上接第 8 页 )

四
、

全面规划
,

争创一流

地矿部要求各省 (市
、

区 )要从实际出发
,

制

定在今后二三年内实现矿业秩序根本好转的规

划
,

这一决定符合新矿法的要求和形势发展的

要求
,

也符合山东的实际
。

按照省政府和地矿部

的要求
,

我们制订了实现矿业秩序根本好转的

规划
。

总的想法
,

全省用 2 年的时间实现矿业秩

序的根本好转
,

各市地不搞一刀切
、

齐步走
,

开

展竞赛
,

谁经过严格的检查验收
,

达到了地矿部

提 出的 8 项标准
,

谁就实现了矿业秩序的根本

好转
。

我们要将烟台
、

枣庄
、

淄博
、

临沂
、

济南
、

泰

安
、

莱芜 7 市作为重点地区 ;将金矿
、

煤矿
、

石材

等作为重点矿种
;
将无证非法采矿问题

,

超界勘

查
、

超层越界采矿问题
;
个体采金

、

采煤和偷采

国有矿山企业资源问题
;
环境和安全问题

;
少

缴
、

逃缴
、

不缴资源补偿费问题等作为突出治理

的重点
。

尤其要集中清理乱采滥挖和
“

矿霸
” 、

“

金把头
” 。

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思想
,

坚持为党委
、

政府决策服务
,

为矿山企业

和地勘单位服务
,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工作

方针
,

认真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
“

严格执

法
,

热情服务
”

的要求
,

在整顿和维护矿业秩序

的过程中
,

在其他各项管理活动中
,

一定要寓执

法管理于服务之中
,

把法律法规宣传到群众
,

把

地矿信息传送给群众
,

把矿业经济
、

技术发展动

态和政策交待给群众
,

紧紧围绕矿产资源法的

贯彻实施
,

推进地勘业
、

采矿业两个根本性转

变
,

加大地矿工作和矿业的对外开放
、

国际合

作
,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

两种资源
,

多做工作
,

多

办实事
,

真正使地矿主管部门在新的起点上
,

有

新的作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