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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是人类社会

经济 发 展 的重要 物质 基

础
,

随着工业化发 展和人

口 的增长
,

对 国土资源的

需求和大规模 的开发
、

消

耗 已 导 致 资源 基 础 的 削

弱
、

退化
、

枯竭
。

甘肃省在

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

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
,

如何 以最低的成本确

保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

是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乃至

更长远的未来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问题
。

一
、

甘肃省 国土资源

口 甘肃省地矿局副局长 张 种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土资源反映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空间

大小与权限范围
,

体现了财富的蕴藏量及经济

价值的潜在量
。

它作为社会生产过程 中的重要

要素资源
,

其直接产出效益表现为人类通过开

发利用 自然资源获得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以及创造的财富
。

国土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

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国土资源作

为生产要素投人形成直接的投人产出的效益 ;

二是国土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
,

对整

个社会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

形成基础效益
。

甘肃省是一个以农业
、

矿业等资源型经济

产业为支撑的省份
。

经测算
,

甘肃省国土资源

直接相关的产业
:
农业

、

矿业 (不包括与矿产品

相关的原材料加工业 )
、

地产业等资源型产业对

国民经济的支撑度在 85 % 左右
。

另外
,

全省每

年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也形成社会财富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截至 199 7 年底
,

矿产资源保有储量

潜在经济价值 7 983
.

80 亿元
。

甘肃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

省情决

定 了国土资源的直接相关产业 对社会经济生

活具有重要 的影响
,

尤其在就业
、

吸引外资
、

稳定物价
、

对外贸易等方面
。

在现阶段农业
、

矿业等是省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
,

农业
、

矿

业
、

地产业吸纳 的就业人员 占全省总就业人员

的 65 %
,

这对缓解就业压力
,

保持社会稳定意

义重大
。

甘肃省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 的发展过 程

中
,

基本上是靠资源起家的
,

在拥有丰富资源的

基础上
,

形成了甘肃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
。

特

别是矿业开发
,

形成了以有色和黑色冶金
、

石油

加工和化学工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

白

银
、

嘉峪关
、

金昌三座新兴工业城市都是依托资

源建立起来的
。

此外
·

,

通过矿业开发
,

尤其是金

矿开发
,

使一些贫困地 区迅速脱贫致 富
,

如玛

曲
、

肃北
、

安西
、

成县
、

徽县
、

礼县
、

西和
、

敦煌等

县
,

其中玛曲
、

安西
、

肃北
、

礼县
、

西和
、

敦煌 已成

为产金万两县
。

由此可见
,

国土资源的质量
、

赋

存状况
、

开发利用水平决定着省的经济结构
、

产

业发展模式
、

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等经济发展

诸方面
。

二
、

甘肃省国土资源的形势
1

.

土地资源

甘肃省土地总面积为 45
.

4 万千米
2 ,

居全

国第七位
,

人均 占有土地 28
.

07 亩
:

其中
,

农用

地 3麟26 万 亩
,

建设 用地 155 1 万 亩
,

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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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万亩
,

未利用土地 2罗汉珍
.

抖 万亩
。

土地

资源的主要特点是
:
土地资源总量大

,

垦殖率

低
,

难利用土地比重较大 ; 山地丘陵面积大
,

平

川面积小
,

土地质量差
,

生产力水平低 ; 水土资

源空间分布不均
,

地区差异显著
,

但土地资源开

发尚具较大的潜力
。

甘肃省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土

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
,

土地利用效益低 ;

重利用轻保护
,

土地生态环境脆弱 ;土地利用短

期和盲 目行为多
,

资源浪费破坏严重 ;土地整治

有效投人少
,

基础条件改善缓慢
。

2
.

犷产 资源

全省共发现矿种达 173 种
,

矿产地 3 5( 幻余

处
,

有 51 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前十位
,

有 32

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前五位
,

有 n 种矿种保

有储量居全国第一
。

一些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占

有量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2倍以上
,

资源丰度

较高
。

矿产资源的主要特征是
:
发现的矿种多

,

探明储量丰富
,

人均占有量高 ;有色金属矿产资

源得天独厚
,

贵金属和非金属丰富
,

且储量分布

高度集中
,

其中有色金属矿产组合
,

在全国占有

重要地位 ;伴生
、

共生矿床多
,

组分复杂
,

综合利

用难度大
。

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开发程度较高
,

探明

矿种利用率 和探 明矿产地利用率分别高达

73 % 和 56 %
。

能源
、

有色
、

化工类矿产储量占用

率一般在 so % 一 100 %之间
,

到 加10 年
,

保证程

度较高的金属矿产有镍
、

钻
、

铂族
、

钨
、

锑
、

铀矿

等
,

非金属矿有硫
、

菱镁矿
、

芒硝
、

重晶石
、

石膏
、

石墨
、

膨润土
、

水泥灰岩等
。

保证程度较差且供

需矛盾十分突出的金属矿产有铜
、

铅锌
、

锰
、

金
、

银
、

稀土矿等
,

非金属及能源矿产有石油
、

钾盐
、

磷
、

盐矿
、

滑石矿等
。

一些支柱性矿产
,

基本上

没有可供利用的后备资源
。

3
.

水资源

甘肃省境内全年平均降水量约 13招亿来
,

水资源总量为 叹刃
.

26 亿米
3 。

入境水资源量为

3 (B
.

47 亿米
3 ,

自产水资源总量约 义巧
.

e 亿来
,

其中自产地表水为 四7
.

2 亿米
3 ,

不重复地下水

为 8
.

47 亿米
3 。

甘肃 自产水资源为全国水资源

总量的 1
.

1%
,

居全国二十四位
。

河川径流量为

143 亿米
3 ,

居全国二十七位
。

年人均和年耕地

占有径流量分别为 151 3 米
”
和 550 米

3 ,

分别相

当于全国平均数的 印%
、

32 % 和世界平均数的

巧%
、

解%
。

甘肃省地下水可开采资源量 49
.

盯

亿米
3 ,

占天然补给资源量的 82
.

4%
,

地下水分

布极不均匀
,

河西走廊平原区可采量为 36
.

44

亿米
3 ,

占全省可采总量的 72
.

9%
,

全省其余地

区 地 下 水 可 采 量 仅 占 全 省 可 采 总 量 的

27
.

1%
。

甘肃省是水资源 比较贫乏的省份之一
,

水

资源地区分布十分不均
。

人均占有量和国土面

积占有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目前
,

年需水

量约 144 亿米
3 ,

而平均每年可供量仅为 1巧亿

米
3 ,

年缺水量达 29 亿米
3 ,

到 加 10 年
,

总需水

量将达 163
.

6 亿米
3 ,

缺水程度将由 5
.

2%提高

8
.

6%
。

部分地区水质污染严重
。

三
、

国土资源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体系

甘肃省国土资源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

体目标为
: 以国土资源为基础

,

以市场为导向
,

逐步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土资

源规划
、

开发
、

节约
、

消耗
、

储备制度和保护与合

理利用的政策体系
,

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及 为10 年远景 目标对国土资源的

需求
。

优化国土资源结构和配置
,

保持国土资

源总量的动态平衡
,

发挥国土资源在国民经济

中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
,

促进全省经济
、

社

会
、

环境协调发展
。

为保证上述 目标的实现
,

我们将国土资源

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分解为分项 目

标
,

建立国土资源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体系
。

1
.

土地资源保证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全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见表 1
。

2
.

矿产资源保证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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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地类别别 1 9 9 6年 ~ 2 0 0 0年年 2 0 0 1年 ~ 20 1 0年年

耕耕地地 7 4 8 5
.

83万亩亩 7 4 8 7
.

4 6万亩亩

园园地地 适度增加加 不断增加加

森森林覆 盖率率 9
.

4%%% 10
.

4%%%

新新增 非农业建设用地地 不超过 2 6
.

7 6万亩亩 不超过 62
.

43 万亩亩

新新增治理土地流失面积积 2 4 0 0万亩亩 3 0 0 0万亩亩

治治理 土地沙化面积积 3 6 3万亩亩 7 0 6
.

5万亩亩

备备 注注 土地退化 得到控制制 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基本得得

生生生态环境 有所改善善 到控制
,

城 乡环 境有较大 改改

善善善善
,

抗 御 自然灾 害的能力 有有

所所所所增强强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

缓

解缺水局面
,

提高全省人民生

活水平
。

具体 目标
:
提高工业

用水的循环利用程度
,

提高工

业废水处理率和城市 污水集

中处理率
,

改善生态环境
。

工

业 废水排 放量 控 制 6
.

16 亿

吨
,

工业废水集 中处理率达

68 %
,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率

20 %
。

严格按计划开采地下

水
,

限制石羊河流域超量开采

地下水
,

遏制石羊河流域土地

沙化
、

草场退化等问题
,

改善

地质环境 ; 提高 中
、

东部地区

地下水开发利用率
。

从甘肃省矿产资源条件和现实工业基础出

发
,

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

有色金属工业和钢

铁工业
。

要巩固兰州
、

玉门 (含张掖 ) 和长庆三

大石油化工基地和金昌
、

玉门
、

华亭基本化学和

煤化工基地
,

保持甘肃省石油化工和基本化学

工业在国内的重要地位 ; 加速白银
、

金昌
、

兰州

和西成地区的铜
、

铝
、

镍
、

铅锌及金矿资源的开

发和选冶加工能力的建设
,

建成我国最大的有

色金属生产基地 ;搞好酒钢的改造和扩建
,

确保

酒钢在西北最大钢铁基地的地位
。

具体指标见

表 2
。

四
、

甘肃省国土资源保证可持续利用的战

略措施

甘肃省国土资源虽然相对量多
,

但空间分

布十分不均
,

利用配置不甚合理
,

资源呆滞
、

浪

费严重
,

开发利用难度大
、

投资大
。

因此
,

实现

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

就必须从行政管

理
、

市场机制二经济增长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

发展战略
。

1
.

利用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实现国土资

源可持续利用

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及组织能力可以

有 效地合理利用 国土 资

源
,

改进环境治理
。

实现国

目目标期期 产量 (万吨 ))) 新增 储量 (金属量万吨 )))

煤煤煤炭炭 钢钢 石油油 有色金属属 铜铜 金金 镍镍 铅锌锌 锰锰

1119 9 6 年一 2 0 00 年年 2 2 0 000 2 0 000 2 0 000 6555 3 OOO 6 000 匕匕匕匕

222 0 0 1 年~ 2 0 1 0 年年年年年年 8 000 1 6 000 1 555 5OOO 3 0 000

土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环

境的同步协调发展
,

需要

政府把国土资源合理利用

和保护环境的 目标纳人经

济规划中去
,

制定一系列

3
.

水资源保证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围绕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翻

两番的战略目标
,

基本解决农业生产灌溉用水

和全省农村和牧区的人畜饮水及病区改水 ; 采

取有效节水措施
,

加强水质污染的控制和治理 ;

法规制度
,

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国土资源
。

( l) 认真贯彻实施《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

源法》
,

加强土地和矿产资源的管理
。

在土地管理方面
:

—
要坚持

“

十分珍惜
,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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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保护耕地
”
的基本国策

,

把保护耕地放在土地

利用 与管理的首位
,

制定耕地保护规划
,

划定耕

地保护区
。

—
要认真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

利用计划
,

要在保障农业生产用地前提下
,

合理

布局和安排各业用地
,

建立上下衔接
、

层层控制

的省
、

地
、

县
、

乡四级规划管理网络 ;要以县
、

乡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分区为依

据
,

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

要建立农用地转用许

可制度
,

从严控制城乡建设占用耕地
,

切实落实

占一补一措施
。

积极开展土地变更调查和重点

地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

尽快建立 占用耕地的

预警预报制度
。

— 积极开展耕地后备资源
、

农村地籍
、

城

市各类用地现状等土地调查
。

在矿产资源管理方面
:

— 要 严格 矿业权审批程序
,

加强对矿

产 资源勘查
、

开发的管理和监督
,

足额征收

矿产资源补偿费
,

坚决维护矿产 资源 的国家

权益
。

— 开展新一轮矿产资源大调查
,

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证
。

矿产资

源调查要用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
,

积极探索

新地区
、

新领域
、

新类型
。

充分搞好资料二次开

发
,

力争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

在矿种结构上
,

把

勘查铜
、

铅锌
、

金等作为重点
,

确保贵金属和有

色金属的优势地位
。

加强地下水资源的勘查和

开发
,

结合
“
西北特别找水计划

” ,

增大对地下水

勘查开发的投人
。

( 2) 健全法规
,

强化执法
,

建立土地管理新

秩序
,

实现矿业秩序根本好转
。

要加强国土资源配套法规建设
,

通过制定

和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

建立起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地
、

地矿
、

测绘法规体

系
。

形成规范的国土资源管理运行机制
。

建立

和完善强有力的国土资源执法队伍
,

严格依法

行政
,

加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力度
。

严肃查处

各类违法案件
。

在土地管理方面
,

以开发土地

利用规划实施检查
、

土地证书检查为重点
,

严肃

查处违法批地
、

违法 占地的行为
,

建立土地管理

新秩序
。

在地矿管理方面
,

结合换发勘查
、

采矿

许可证
,

以有色
、

煤炭
、

黄金为重点进一步进行

矿业秩序的治理整顿
,

努力实现矿业秩序的根

本好转
。

2
.

利用 市场机制 实现国土资 源的可持续

利用

利用市场机制实现 国土 资源 的可 持续利

用
,

主要是通过调整国土资源价格使其反映资

源的经济成本
,

并通过征收污染税以反映国土

资源的社会成本
。

目前
,

市场配置机制在国土

资源的部分领域里已发挥了一定的基础作用
,

但面对
“

可持续发展
”

这一时代主题
,

国土资

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

其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

低
,

资源的有偿流动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
。

因

而必须建立一整套规范国土资源以资产形式在

市场中交易的行为规章
,

在培育和规范市场体

系上下功夫
,

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实施细

则
,

细化国土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

充

分发挥价格机制
、

供求机制
、

竞争机制的基础

作用
。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土资源

管理新体制
、

新机制
。

建立并不断完善国家宏

观调控下市场配置国土资源的机制
,

坚持供给

制约
,

引导需求
,

促进国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开发利用效率的提高
。

( l) 推行国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

完善土地

使用权和矿业权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
。

增加国

土资源利用的市场透明度
。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国土资源公开
、

公平
、

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
,

促

进国土资源的合理流转
。

( 2 )加强 国土资源潜力
、

开发利用
、

结构布

局
、

区域协调与供求平衡等基础理论的研究
。

从国土 资源开发利用及国土资源资产效益等

多方位进行理论研究
,

建立国土资源管理信息

系统
,

提高 国土资源开发利 用的科学管理水

平
。

( 3) 调整产业结构
,

促进矿产资源勘查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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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后续产业的协调发展
。

能源与原材料工

业的发展
,

取决于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
,

而矿

产品的供应能力又涉及地 质勘查
、

采掘
、

加

工
、

进出 口
、

消费全过程
。

甘肃省地质勘查
、

开

发工作滞后
,

选冶与矿产 品加工业急剧膨胀
,

矿产资源的勘查
,

开发与后续产业供需失衡
。

因此
,

要加大地质勘查投人
,

适度发展选冶及

加工业
,

从总体上宏观调节矿产资源的供需平

衡关系
。

3
.

利用 经济增长机遇实现国土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

合
,

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
,

刺激并诱导企业投资

于资源节约型
、

效益型产业
。

省内企业素质和

整体效益不甚理想
,

国民经济粗放经营过多
,

农

副土特产资源为主的资源开发是省经济发展的

薄弱环节
,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逐年

下滑
。

因此
,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省经济发

展的关键环节
。

( l) 根据甘肃地理生态系统脆弱的特殊性
,

进一步搞好土地复垦
、

土地整理
、

土地开发和国

土整治
。

2 01 0 年要完成旧宅基地的复垦
,

滩涂

地
、

荒地等农业用地开发共 10 55
.

65 万亩
。

同

时
,

以控制生态环境恶化为核心
,

搞好跨流域调

水工程
,

重点是对定西
、

陇东
、

黄土高原和陇南

山区的小流域治理
,

减少水土流失 ;建立河西 内

陆河流绿洲的绿色屏障
,

防治沙漠南移和土地

沙化的发展
,

因地制宜采取排水
、

合理灌溉及平

田整地等防治土地盐碱化及次生盐渍化 ; 采取

切实可行的办法
,

对天祝
、

山丹
、

甘南等牧草地

进行退化治理
,

压缩草地载畜量
,

改变草地生产

性能
。

( 2) 要加大矿产资源开发 中的科技含量
。

在能源资源 中以煤炭
、

水 电
、

石油等能源开

发为先导
,

带动耗能型工业和基本原材料工

业的发展 ; 在 固体矿产资源开发产业 的发展

中
,

以有色
、

黑 色和基本化工原料为先导
,

推进矿产资源的精细化
、

高级化
,

扩展矿产

地 质 . 园髓 . 目派压翻

品等原材料的加工深度和广度
,

创建名牌企

业 和名牌产 品
,

提高投人产出效益和矿产 品

的 附加值及 市 场 占用率
。

针 对矿 产资 源贫

矿
、

难选冶
、

共生和伴生矿多 的特点
,

加强

采选 冶技术
、

设备
、

工艺 的研究
,

提 高资源

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

( 3) 要通过抓好石化
、

有色
、

钢铁
、

建材等基

地建设
,

推动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
。

( 4) 改善投资环境
,

吸引外资
,

促进矿产资

源的勘查开发
。

甘肃省地质构造复杂
,

成矿条

件好
,

但矿产资源 的勘查程度低
。

根据 《矿产

资源法》关于矿业权管理制度的规定及实施办

法
,

应尽快制订 吸引外资勘查开发矿产资源 的

办法
,

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
,

如可 以制定减免

探矿权
、

采矿权价款
,

探矿权
、

采矿权使用费

及矿产资源补偿费等方面 的有关优惠政策
。

以吸引国内外
,

尤其是国外矿业公司来甘肃投

资从事风险勘探和矿业开发
。

充分利用省 内
、

省外两个市场
,

两种资源
,

实现矿产资源的优

化配置
,

保障甘肃省 国民经济对矿产资源的需

求
:

( 5) 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
,

改善地质环境
。

鉴于省内地下水资源分布不均
,

开发利用程度

地区差异较大的特征
,

应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新

一轮地下水勘查
,

编制全省地下水开发利用规

划
。

提高黑河
、

疏勒河流域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率
。

限制石羊河流域
,

中
、

东部部分地区地下水

超量开采
,

改善因地下水过度开采引发的地质

环境问题
。

( 6) 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开发资源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
,

尤其是矿业

开发
,

不能走先污染
,

后治理的路子
,

通过促进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矿山
“
三废

”

资源化
,

防止

或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实现矿业开发
、

综合

利用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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