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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工作如何适应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专题讨论

论黄金地质勘查成果如何进入市场

崔 德 文

地质成果的有偿使用是我国矿产勘查工

作的改革方向
,

对此已为社会所认同
。

但是问

题提出已多年
,

至今实际进展不大
,

且使理论

界一度出现迷惘
。

率先实现地质勘查成果有

偿使用的黄金储量承包制也已走过了八年的

历程
,

实践证明
,

此条道路也难以与市场经济

接轨
。

这样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和重新

认识
:

什么是矿产勘查成果的有偿使用 ?重构

黄金地质勘查成果进入市场的改革框架 已势

在必行
。

一
、

黄金地质勘查成果有偿使用的传统

思维模式及内涵

众所周知
,

矿产资源的耗减补偿是对矿

产资源物质耗减和价值耗减的补偿
。

消耗的

矿产资源不可再生
,

因此
,

矿产资源的物质补

偿只应理解为资源的更替
。

矿产资源的价值

补偿包括矿山开发前
,

为准备劳动对象所投

入的劳动耗费的补偿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

补偿
。

前者的补偿就是我们所谓的地质勘查

成果的有偿
,

后者的有偿则是通过资源补偿

费和资源税两部分来实现
。

地质勘查成果如

何补偿 ? 目前主导性的认
一

识是把勘查所发现

的矿产储量做为地勘成果有偿使用的载体
。

沿着这样的思维
,

我们改革路子必然是
:

按成

本加利润的模式
。

确定单位储量的有偿使用

价值
,

与发现的储量之乘积
,

做为资源使用者

对地勘部门投入进行的补偿
。

自然
,

黄金地质

勘查成果的有偿使用
一

布黄金储量承包制
,

就是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设立的
,

通过计算

其成本与利润
,

以每吨黄金储量补偿地勘部

门 1 5 0 万元
。

黄金地质储量承包走出了地质勘查成果

有偿使用的第一步
。

虽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

的有偿
,

但毕竟在解决地质勘探吃国家大锅

饭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

从实际效果来看
,

黄金

地质储量承包
,

也确实调动 了地勘部门找金

的积极性
,

实现了黄金地质储量的大幅度增

加
,

保证了黄金工业发展需要
,

黄金地质储量

承包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
。

现在的问题是
,

黄金地质储量承包不能

与市场经济实现对接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

逐步推进
,

这种承包办法的作用将逐步减弱
,

其负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

当黄金工业进入全

面走向市场阶段
,

黄金地质储量承包制就走

到 了尽头
。

再难以维持
,

必须加紧改革
。

1
.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

效益为中心
,

但储量不等于效益
。

黄金地质储

量承包制对于地勘部门来说发现储量越多
,

获得的效益也越多
,

从而可以刺激地勘部门

找矿增储的积极性
。

但是对于资源的使用部

门来说
,

使用资源是逐年分期的
。

在资源无偿

使用的情况下
,

资源的使用者对资源的占有

是多多益善
; 而当资源有偿使用时

,

资源的使

用者由于要承担资金压力
,

他就不会把十年
、

二十年的资源 一次买下
。

这样做就会积压资

金
,

极大地影响矿山投资者的经济效益
,

何况

如此巨大的投资也难以筹集
。

在市场经济中
,

买卖双方利益机制不同
,

交易难以完成
。

地勘

成果的有偿使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

2
.

地勘投资是一种高风险
、

高报酬的投



资
。

而储量承包对于地质队来说却恰恰相反
,

是低风险低报酬
。

地勘费由成果使用部门预

支
,

风险自然也由成果使用部门承担
。

同时
,

地质队即使发现再好的矿产
,

他们也不能从

矿山开发收益中得到优厚的报偿
。

地质队的

效益仅与发现的矿产储量有关
。

因此
,

受利益

的驱动
,

地勘部门往往会利用地质
_

[ 非确 定

性因素多
,

储量标准复杂的特点
,

千方百 计多

算储量
,

从而造成金矿储量在矿 山实际开 发

中负变严重
,

甚至落空
。

对于负变
,

不少人主

张以更严密的监控机制来解决
。

但是
,

实践证

明
,

这种办法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弊端
,

因

此
,

必须改革黄金储量承包制度
。

二
、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矿业机制给我们

的启示

西方 发达国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

在矿

业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探索 实践 了一个多 世

纪
,

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初始时期的教训值得

我们借鉴
。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

没有
“

有偿

使用
”
这个概念

。

因为他们的矿业机制是勘探

开采一体化
,

利益主体是一致的
,

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
“

谁投资
、

谁受益
”

的体制
。

因此
,

无所谓
“

有偿
” ,

有偿使用是我国针对原
一

汁划

经济条件下矿产 资源无偿开采
,

地质成果无

偿占用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提 出的
,

即有

偿是相对无偿而言的
。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矿业机制
,

给我 们

的启示是
:

黄金地质储量承包的改革已势在

必行
,

而新的改革方向就是
:

以伴有附加投入

的矿业权作为黄金地质勘查成果进入市场
。

地勘成果以矿业权的形式进入 市场
,

或

者说以矿业权为载体实现勘查成果的有偿使

用
,

比以储量或地质报告为载体更符 合市场

经济和矿业活动规律的要求
。

首先
,

是做到了高风险 与高报酬的统
-

业主承担一切投入的风险
.

同时也获得 了一

切取得高报酬的权利
,

投入的风险与最终的

回报做到了统一
。

其次
,

是做到 了勘查
、

开采利益机制的统

一
,

使整个矿业生产形成了一个协调运作 系

统
。

地质报告和矿产储量只是地勘成果的可

见部分
,

以这种形式进入市场属利益 主体分

离的做法
。

如储量承包
,

由于
“

储量
”

吨数与经

济效益挂钩
,

承包方势必争取尽可能多交储

量
。

储量购买者 (发包方 ) 由于预支了勘探成

本
,

从而陷入被动的非 自由买卖
.

即买也 得

买
,

不买也得买的局面
。

再次
,

是有利于明确产权关系
,

有利于保

护投资者的权益
。

矿产勘查具有地域性和非

重复性特点
,

属于垄断性质
。

如果没有矿地产

权作 为法律保障
,

同一区的勘查纠纷就无法

解决
。

只有有了矿地产权
,

勘查投资者的权益

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

从而不会 出现抢地盘
、

重

复勘探的混乱局面
。

另外
,

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和优化
,

矿产勘查开采登记制度中
“

在规定时间里
,

必

须投入足够的地勘费
”

的规定
,

有利于促使勘

查 念业慎选靶 区和租地面积
,

从而提高勘查

的准确性和效率
,

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浪费
。

如

果没有这些量化的限制
,

矿产勘查就会变 成
“

圈地运动
” ,

只占不探
,

不利于包括黄金 1讨卜

在内的矿业发展
。

还有
,

按规定
,

取得勘查权

的地勘企业有义务每年向政府递交一次地质

报告
。

若前景不好
,

停止投入
,

租地被政府收

回
、

年度报告则公开上架
。

这样做
,

有利于后

人对这块地的继续研究和避免在同一地方重

复工作
。

三
、

黄金地质勘查成果以矿业权形式进

人市场时所需的配套改革

1
.

金矿地质勘探规范的改革

地质勘探规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

具有

法规性
、

技术性双重功能
。

计划体制下的法规

性使地质队成 了
“

规范
”
的奴隶

。

地勘工作不

是 为矿山开发
、

建设服务
,

而是 为
“
规范

”

服

务
。

矿业投资者对矿床勘查的度 (如勘探程

度
、

深度等 )
、

量 (如工业品位
、

储量等 )没有自

卜权
,

责权利得不到统一
。 《岩金地质勘探规

范 》 ( ” 8 4
、

3 )距今已近十年
。

岩金的开采冶炼



技术
,

10 年来 已有相当的变化
。

尤其是黄金 的影响
,

问题较多
。

如
:
l( )矿产品价格长期背

在国际上的地位
,

黄金的国际价格 已发生了 离价值
,

矿山经济效益低下
,

不能自我积累
,

很大的变化
,

加上产品经济体制的局限
。

规范 自我发展
; ( 2) 资源税

、

费制度也不健全
,

如尚

中的一些关键性指标 (如最低工业品位 )显然 未 建 立 矿 业 优 惠 政 策一折 耗 计 提

已不再适用
,

必须修改
。

可见
,

规范的法规性
、

( D叩 l e t io n) 等
,

不利于矿产资源耗竭一补偿

技术性功能都需要改革
。

我们认为改革的方 的 良性循环
; ( 3) 我国现有工业部门

,

各自为

向应是
:

废除其法规性功能
,

修改其技术性功 政
,

按矿种条块分割
,

形成行业垄断
,

不利于

能
。

在技术性功能方面
,

一些经过长期实践并 资金的合理流向和 自由竞争
,

达不到 资源的

取得成功的技术性规定
、

做法
、

手段 可以保 最佳配置
。

而且各工业部门的地质队
、

矿山分

留
。

通过修改
、

补充
、

完善后
,

编制地勘技术参 散
,

没有形成企业集团
,

抗风险能力弱
,

不适

考范本
,

以供公众在从事矿床勘查时参考 (注 应矿产地质勘查高风险
、

高效益的特点
; ( 4)

意是参考而不是执行
,

故属咨询性 )
。

在取消 矿山长期无偿使用地质成果形成的低生产力

法规性功能方面
,

引进新的机制
,

使勘查权与 水平
,

给地质勘查成果有偿使用设置了经济

采矿权之间在法律上存在经济连接点
,

则规
_

L的障碍
,

使地勘成果市场需求力弱
,

不利于

范的法规性功能 自然消失
。

因为勘查业主一 推动有偿使用
;
(5 )我国矿业管理体制也不尽

旦找到矿
,

就拥有了该矿的开采权
。

说白
一

J
”

就 合理
,

我国矿业管理部门拥有自己的地质队
,

是勘查业主在为自己干活
,

因此
,

一切有关地 这条脐带必须割断
。

只有这样
,

主管部门才能

质成果质量方面的强制规定都是多余的 所 站在政府 的角度
,

公正地对待包括各工业部

以
,

伴随着黄金地勘新机制的建立
,

金矿地质 门地勘企业在内的所有勘查企业
,

执行和监

勘探规范的内容和作用也要改革
。

督矿业法规的实施
。

2
.

整个矿业休制的改革 黄金做为一个矿种
,

其地质勘查属于整

地质勘查是整个矿业活动 中的一个部 个矿产地质勘查的一部分
。

因此
,

整个地质勘

分
,

故它的改革必然依赖于整个矿业体制的 查的改革
,

也是黄金地质勘查改革不可缺少

改革
。

我国的矿业体制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 的条件
。

( 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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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科学家发明浓雾炼水新方法可解决沙漠饮用水困难
替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

,

终年 见不到一滴雨水
。

加拿大科学家最近宣布
,

他们发明

了 一 种从浓雾中提取饮用水的新方法
,

并成功地解决 了阿塔卡马沙 漠附近 35 0 户居民的饮水 问题
。

这一方法

的问世立即受到世界的有关方面的关注
,

它为解决沙漠
、

沿海及山区居民的饮 用水 问题
,

提供 了有益经验
。

加拿大以罗伯尔
·

舍姆诺尔教授 为首的科研小组经过长期研究
、

实践
,

发现的浓雾尤其是山区
、

沿海一带

的浓雾中含有大量水分
,

充分利用雾中的水分
,

可为长年缺少淡水的海湾及沙漠地区的居民带来福音
。

他们

经过多次改进
,

终于试 制成功一种新型设备
,

这是一个宽 12 米
,

高 4 米的丝网状装置
,

将其迎风放置在离地面

2 米的海边
,

这个高度雾最浓
,

湿度最大
,

产水量最高
。

加拿 大科学家在太平 洋沿 岸设 立了 7 5 个这样的设备
,

每天可生产 1
.

1 万升的饮用水
。

据分析
,

用该方法提取出的饮 用水纯度很高
,

无任何污染
.

是上乘的饮用水

据悉
,

加拿大科学家发明的这种新方法具有造价低
、

操作简便
、

易推广等优点
。

罗伯尔
·

舍姆诺尔教授拟

将此方法向全球各 海湾及沙 漠
、

山区等国家和地区广泛推广
,

使长年饱受无水之苦的居民们能品尝到甘甜的

雾中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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