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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找轰,1君一ù、

黑龙江
、

吉林两省地矿局实行地质项目

管理起步较早
,

管理的基础工作也比较扎实
,

而且是以地质勘查成果商品化和地质勘查单

位企业化为方向实行地质项目管理的
。

把他

们的经验和作法加以总结
,

对推动地质系统

地质项目管理将有一定意义
。

这两个省局实

行地质项目管理的基本点可概括为五条
。

现

介绍如下
。

一
、

两省地矿局对地质项目的含义
、

类

别的划分
,

作出了明确的统一规定
,

凡列为
.
地质项目

”

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
,

如至少

是可独立编写设计和独立提交报告者才称之

为项目
。

不能大小由之
、

含糊不清
,

从而为

实行项目管理
,

提供了一个
“
规范化

”
的基

础
。

在此基础上
,

他们在地质勘查过程中
,

自始至终把地质项目作为基本管理对象
。

包

括地质项目的设立
、

任务下达
、

地质设计
、

设计预算
、

投资分配
、

组织实施
、

监督考核
、

费用考核
、

成果验收等
,

都是按照地质项目

进行管理的
。

突出了地质工作的 目的性和地

质项目的整体性
。

现在
,

在各地质勘查单位

和广大地质职工中
,

地质项目的概念已被广

泛应用
。

这是对过去按照工作项目核算
、

考

核的重要改进
。

也是实行地质项 目管理最起

码的条件
。

二
、

地矿局通过地质项目管理
,

使地质

工作正在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
。

长期
.

以来
,

地质部门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

体制
,

地质工作任务和投资分配
,

一直是由

上级下达的
。

可是实行地质项目管理之后
,

通过招标投标和委托承包
,

就会把市场机制

引到预算内地质工作中来
。

这种管理同地质

市场相配合
,

可能构成地质工作
“

双渠调控
,

互相渗透
”
的好形式

。

招标投标是一种间接管理方式
。

它是以

提高地质勘查成果质量
、

降低成本
、

提高经

济效益为目的的具有竞争性质的经济手段
。

它由招标单位提出要求和条件
,

利用投标者

之间的竞争
,

达到优选的 目的
。

因此
,

凡能

够招标的 地质 项目
,

都应 当 实行 招标
。

从
1 9 8 4年开始

,

黑龙江地矿局在所属单位实行

招标的地质项目占地质项目总数的 15 另
。

委托承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间接管

理方法
,

是现行的主要管理方式
,

选择承包

资料基础上 进行
,

一般不 需投 人新 的工作

量
。

通过第一轮
“

论证
” ,

就可 以 发现有那

些规划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说不清楚
,

这就指

明了今后城市地质工作的方向
,

作为工作部

署的依据
。

如此不断地研究
、

不断地深化
。

城市规划工作也是不断变化的
,

随着规划的

调整
,

又可能对地质上作提出新的要求
,

所

以
, “
论证

”

工作处于不断完善之中
。 “
论证

”

的面最好是综合性的
,

也可以针对具体城市

规划
哪

如 j必城
中突出的地质问题

,

进行专题论证
。

市缺水严重
,

就可以专门进行城市

水资源供需平衡和解决水资源途径的专题论

证
。

通过工作的不断深化
, “

论证
”

工作的多

次反复
,

就能使
“

论证
”

趋于完善
,

在城市

规划
、

建设和现代化管理工作中发挥出更好

的经济
、

社会和环境效益
。

(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 )



对象的条件是
:
第一地质资料的占有程度

。

谁占有的地质资料充分
,

就优选谁 , 第二统

一的项目 价格
。

承包者必须接受规定的价

格
,

不能讨价还价 , 第三承包单位的技术素

质必须符合承包地质项目的藉要
。

只有同时

具备这三个条件
,

才能被委托
。

上述两种发包形式
,

使地质勘查单位从

过去的争投资变成了现在的争项目 (但本质

上还是争投资
,

因项目多投资亦多 )
.

许多单

位把争取地质项目当成生存的条件
,

千方百

计地多占有地质资料
,

努力改善经营管理
,

降低成本
,

在合理的范围内争取更多的
“

利

润气 重视自身 建设
、

重视 技术人员
,

全面

提高队伍素质
。

这就是地质工作运行机制改

革带来的动力
。

如黑龙江地矿局一
、

二地调

所
,

为了拿到地质项目
,

充分占有地质资料
,

用自有资金开展 地质勘查
,

动员一些年龄较

大退居二线的地质人员
,

重返第一线
。

还有

一些地质勘查单位的领导
,
木惜用优厚的条

件聘用地质技术千部
。

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

有的
。

三
、

地矿局通过地质项目管理
,

在地质

工作调控手段上正在渗人经济管理办法
。

当

前主要是运用内部价格进行调控
。

两省地矿

局在实施地质项目管理中都着重抓了内部价

格的建立和健全
:

1
.

按照成本利润原则 建立 价格
。

黑龙

江
、

吉林地矿局分别各制定了六类 62 种及三

类 14 种工程
、

手段的内部标准价格
,

以及相

应的调整系数
。

2
.

以成本利润原则计价为 基础
,

结合

成果效益
,

制定了发现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

矿产地
、

经评价可供详查的矿产地及砂金储

量承包价格
。

现在
,

尽管作为价格的构成还缺少合法

利润
,

但它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
。

今

后应当继续抓好上述两个系列价格的研究
,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各种工程
、

手段的标

准价格
,

包括相应的调整系数
。

当前要抓好

地矿局和地质勘查单位之间的价格
,

在健全

各项工程
、

手段价格的基础上
,

研究提出构

成地质项目价格的组合模式
。

与此同时
,

搞

好地质勘查单位内部的价格
。

第二要研究建立各种地质勘查成果的标

准价格
,
及其相应的调整系数

。

如新发现有

价值矿产地价格 , 经评价可供详查矿产地的

价格 , 地质储量的承包价格 , 工业储且的承

包价格等
。

调整系数可以有
:

不同矿种
、

不

向地区
、

不同规模
、

不同成因类型
、

不同勘

探类型
、

不同自然丰度等系数
。

这种价格可

变因素多
,

要深入进行探素
。

两个局建立内部价格的实践证明
,

按成

本利润原则定价
,

地质工作的风险要由国家

承担
,

比较容易推行
。

但它要有优化设计相

配合
,

不然可能出现人为的过多使用工程手

段
,

从而提高地质项目造价
。

所以比较大的

地质项目
,

应当搞两次招标
。

一次是地质设

计招标 , 一次是施工招标
。

按成本效益原则

定价
,

虽然比较复杂
,

但激励作用大
,

经济

效益好
。

有鉴于此
,

在运用价格这个杠杆时
,

可以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

使其更好地发挥

作用
。

四
、

地质勘查单位通过中标和承包取排

地质项 目之后
,

在内部要抓好地质项目管理
,

主要是
,

1
.

以地质项目的整体进行承包或招标
.

例如吉林地矿局第一调研所对新开地质项目

全部实行招标
。

中标人领标后
,

实行有领导

的 自由组合
,

组织了精千队伍
,

紧紧围绕地

质项 目的目的性
、

整体性开展工作
。

2
.

对各项工程
、

手段
、

方法实行作业承

包
。

如对钻探工程实行全额承包 (以内部价

格计算的直接费用为准 )
,

包 钻探 工作量
、

包工程质量
、

包施工期
、

包工程总费用
、

包

下年度生产准备等
。

在全面完成承包指标的

基础上
,

节约费用留用或分成
。

这种承包方

法
,

有力地调动了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



3
.

对职工实行多种形势的 奖动 和工资

形式
,

有的联责
、

联产
、

联到浮动工资
;
有

的工资含量包千 ; 有的计件工资
。

不管实行

哪种形式的工资
,

吉林地矿局都缩小了工资

的固定部分
,

增大了浮动部分
,

因而有力地

发挥了工资杆杠的作用
。

·

五
、

以地质项 目为主体
,

进行了配套改

革
。

黑龙江地矿局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
。

1
.

地质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

从地质项目

管理全过程的各项内容及每项内容的基本要

求
、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

对地质项目管理

作了具体的规定
,

以保证地质项目管理达到

既定的要求
。

2
.

地质项目拨款结算办法 和成 本核算

办法
。

主要是从勘查资金上保证按地质项 目

拨付
,

按地质项目进度监控
,

按地质项目形

成
。

同时为了提高地质项目成本核算的质量
,

他们还具 体规 定了
“

累计法
” 、 “

组合法 ,’t
“

归集法
”
和

“
比价法

” ,

使地 质项 目的投

人和产出
,

在货币价值上得到比较真实的反

映
。

3
.

地质成果质量管理办 法和 成果验收

办法
。

保证地质项目的在实施全过程 中
,

把

住质量关
,

为最终成果的检查验收
,

规定了

明确而具体的质量标准
,

以确保 国家 的利

益
。

黑龙江地矿局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地质

项目管理的配套改革
,

无疑是正确的
。

但是

从全面配套要求来看还是不够的
,

主要是在

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必须与地质项目管理相适

应
。

如果地质任务的分配已从直接管理向间

接管理转移
,

那么劳动力分配
、

物资设备分

配
、

流动资金供给等还按老办法管理
,

势必

造成矛盾
。

所以配套改革要继续抓生产要素

的间接管理
。

在调查黑龙江
、

吉林地矿局实行地质项

目管理的过程中
,

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
,

需

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

主要有
:

第一
,

地质项 目管理是地质工作运行机

制改革的重要工程之一
。

它把地矿局和地质

勘查单位之间的关系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变

成了一种
“

商品交换
”

关系
。

于是那些地质

找矿效果好
、

经营管理好的地勘单位就活起

来了 ; 而那些地质找矿效果不好
、

经营管理

差的地勘单位
,

就越来越困难
,

以至亏损 (黑

龙江地矿局有三个地勘单位
、

吉林地矿局有

两个地勘单位亏损 )
。

地矿局和地勘单位之间

现在仍然是行政隶属关系
,

所以对亏损单位

要予以扶植
。

但如果长期不能解决亏损单位

的面貌
,

将会影响改革的深人发展
。

第二
,

实行地质项目管理
,

为地勘单位

提供一个
“

内部市场
” 。

但它不能 代替 地质

勘查单位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
。

对此
,

近几

年各局
、

各地勘单位也进行了许多探索
。

但

还远远不够
。

因此
,

当前要对地质勘查单位

经营机制的改革
,

进一步提高认识
,

也应把

它列入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程
,

深入进行探索
。

第三
、

施实地质项目管理
,

地质项 目的

立项权只能由地矿局来确定
。

地质勘查单位

不能立项
。

但是
,

地质勘查单位不能坐等地

质项目
。

为了取排地质项 目的承包权
,

必须

积极主动搜集和占有地质资料
。

然而在投资

跟着项目走的情况下
,

做这些工作是没有资

金垫付的
。

这部分资金相当于工业生产的半

成品和成品储备金
,

地质勘查单位的现有流

动资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

应当通过逐步筹

集勘查基金的办法加以解决
。

第四
、

为了实行地质项目管理
,

有些地

质勘查单位要做必要的调整
。

有些地质勘查

单位
,

没有条件参加预算内地质工作的投标

和承包
。

如黑龙江近两年中没有机掘坑探任

务
,

机掘坑探队就没有工作可做
,

社会上的

市场也非常有限
。

所以省地矿局应抓好地质

队伍结构的调整
,

适应地质工作的需要
。

(地矿部 计划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