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产 资源

法 》实施九年来
,

通过各级矿管机

构 的努力
,

矿 产

资源开发与保护

的监督管理工作

已经取得了长足

进展
。

矿产资源

麟保护矿产资源

努力深化矿山监督管理工作

侯 振 才

用水平提高的重

要环节
。

对在监

督工作中发现有

资源 破坏
、

浪 费

和严重损失行为

的矿 山
,

要 进行

现场跟 踪 督察
,

要通过警告
、

停

开发监督管理的法规体系框架 已基本形成
,

并

不断充实完善
;
矿山监督管理的四项制度 (矿产

开发年报制度
、

矿产开发利用情况的年度检查

制度
、

矿产开发
“

三率
”

指标制定考核制度
、

矿产

开发督察制度 ) 已经建立并运作
,

为深入开展矿

产开发的监督管理工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

各地 (市 )
、

县矿管部门在多年的矿产开发

监督管理实践 中
,

探索
、

积累 了一些经验
,

有的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1
.

通过对矿山系统的抽样调查
,

摸清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现状
。

很多省或地 (市 )
、

县

都通过调查
,

提出开发与保护资源的技术措施

和政策建议
,

为地方矿业经济振兴做出了贡献
。

2
.

对
“

三无
”

(指无正式地质勘探报告
、

缺

乏矿山开发系统设计
,

没有或缺乏技术人员的

矿山 )矿山的块段储量管理方式
,

促进了资源合

理开发和充分利用
。

例如山西省晋城市矿管局

把储量块段管理和征收资源补偿费结合起来
,

既顺利地征收了补偿费
,

又促进 了企业 充分回

收利用矿产资源 (见《中国地质 》 1 9 9 3
.

9 期 )
。

3
. “

年检
”

工作与
“

三率
”

重点督察的有机结

合是深化年检工作的重要措施
。

山东泰安市矿

管局将年检普查与
“

三率
” 重点督察有机结合的

作法
,

为年检工作深化开创了新局面
。 “

年检
”

是

矿山企业自查和监督部门抽查结合进行 的
,

是

对矿山企业资源利用状况抽查了解
。

由于时间
、

内容限制
,

只能发现存在的问题
。

而对产生这些

问题的原因
,

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解决
,

还要进

行深入的现场调查
、

研究和分析
。

所以在年检工

作 中
,

为 了解决间题
,

就要进行
“

三率
”

重点督

察
,

以求解决间题
。

4
.

矿产开发跟 踪督察是促进资源开发利

产整顿
、

经济制裁
、

通报批评
、

吊销采矿 许可证

等行政处罚手段
,

督促矿山进行整改
。

通过督察

不断完善矿山
“

三率
”

考核指标
,

尽量延长矿山

服务年限
,

提高企业投资效益
。

辽宁省矿管处对

全国有名的瓦房店市金刚石有限公司选矿过程

的跟踪监督的有益作法
,

是值得各省借鉴的
,

跟

踪督察过程是促进矿山企业逐步地
、

不断进行

整改的过程
,

跟踪督察不是 一次性的监督
,

而是

互相衔接
、

多层次现场的督察行为
。

5
.

充分运用矿产品运销 环节 的监督管理

手段
,

制止滥采乱挖
,

促进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

收
。

凡是执行这项监督工作的
,

矿管部门就有权

威
,

本地区矿业秩序好
,

资源利用好
,

资源补偿

费收的多而且顺利
。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矿管处
、

广西武宣矿管局
、

湖北钟祥矿管局
、

江苏徐州市

矿管局等
,

积极开展这项工 作
,

取得 了显著成

绩
。

特别是统一矿产品发货票和在矿区出入 口

设矿产品检查站
,

是分别与 国家税务局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协商后
,

按他们的建议提 出

来的
。

采取这种办法是有依据的
。

6
.

在矿产开发监督管理 中坚持监督与服

务相结合
。

通过技术服务
、

业务咨询
、

产销信息
、

市场规范指导为先导
,

开展矿产资源开发的监

督管理工作收效好
。

如四川雅安地矿局
、

陕西黄

陵矿管局都为地方经济振兴做出了贡献
,

受到

地方政府
、

矿 山企业的好评
,

既提高了资源回收

利用水平
,

同时也使整个矿管工作得到 了地方

政府及矿 山的理解
、

支持
、

配合
。

7
.

乡镇集体矿
、

私营矿
、

个体矿 的规范化

监督管理是促进矿山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措

施
。

全国嵘泅乡镇矿山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后
,

各

省 (区
、

市 )纷纷制定了乡镇矿山监督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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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明显效果
。

如河北省迁安县地矿局制定

了
“

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实施 目标化监督

管理的试行意 见
” ,

变定性管理为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的管理方式
,

主要包括立项
、

建矿准备
、

办

证
、

生产
、

闭坑等八项 24 条全方位监督管理内

容
,

在实践运行中
,

使量化管理有了一定的可靠

性和操作性
,

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见哎中国地质 》

1 9 9 4
.

1 2 期 )
。

矿产开发监督管理工作是一项技术业务很

强的工作
,

由于 目前部门分割管理
,

矿业管理体

制没有根本改变
,

执行这项监督工作有 一定难

度
,

但也应该看到监督管理的几项基本制度 已

经建立
,

并正在向制度化
、

规范化方向迈进
,

积

累了很多经验
,

特别是 1 9 9 4 年国务院 1 50
、

1 52

号令的发布贯彻
,

为深入开展监督管理工作创

造了条件
,

根据部矿管局的工作部署
,

今年矿 山

监督应抓紧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第一
,

抓紧进行
“

三率
”

指标制定与核定工

作
。 “

三率
”
指标制定与核定工作是贯彻落实国

务院 1 50 号令
,

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一项非常

重要的技术基础工作
,

据部要求全国国有矿 山

今年全部完成
。

比较正规的 乡镇集体矿 山
,

1 9 9 5

年要完成 50 %
,

其他类型乡镇矿山要随着乡镇

矿山监督管理试点工 作的逐步扩大
,

争取 1 9 9 6

年基本完成指标制定与核定工作
。

国有矿山
“

三率
”

指标制定程序应根据市场

经济发展需求进行简化
。

由矿山提出指标方案
,

由矿山企业法人批准
,

报送地矿主管部门复核
、

确认备案
。

确认的指标做为征费和监督的依据
。

制定的
“

三率
”
指标是一个不同时期

,

不同

开采地点
,

不同开采技术条件
,

不同采矿方法的

阶段性指标
,

所以它要根据上述条件变化而不

断进行调整
、

修正
。

而且这个值要随着技术进步

而不断变化
。

对于暂不需要制定
、

核定
“

三率
”

指标的生

产矿山
,

为适应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的需要
,

应

进行确定开采回采率系数工作
,

这是一项深入

细致的技术工作
,

不应该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办

法确定
。

开采回采率系数确定的原则
:

通过确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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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数有利于体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和国家合

理的收益
,

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
,

提高资

源利用率
,

合理 的系数确定能真正体现资源耗

竭的补偿
,

使矿产开发真正做到良性循环
。

确定系数的步骤
:

第一
,

要对该矿种在本地

区开发利用现状
、

水平做一全面摸底调查
,

进行

统计
、

分析
,

求出该矿种 目前开采回采率的平均

指标
;
第二

,

考虑国内该矿种同类矿山平均利用

水平指标
,

结合本地 区近期对该矿种这类矿山

的开采回采率指标的起码要求
,

确定该矿种
,

该

类矿山开采回采率系数数值范围
。

其公式为
:

应确定的开未回 未率系数 ~

本地区要 求达 到的开采回 采率最低数 值

目前本地开采回 采率的平均数 值

该公式所求的数值是确定开采回采率系数

的平均值
,

在这个数值左右进行确定
。

这个确定

的系数也只是相对稳定的
,

将随着开采技术进

步和对该矿种回采率要求的变化而变化
。

第二
,

深化
“

年检
”

工作
,

促进年检工作法制

化
、

规范化
。

今后年检工作要逐渐的把
“

证
、

界
、

表
、

费
”
和开发利用一般情况的检查过渡到对矿

山依法合理开发利用情况为重点的检查上来
,

国有矿山抽检率每年要达 20 %以上
,

争取 1 9 9 6

年完成第一轮抽检
。

每年的年检内容有所侧重
,

国有矿山 1 9 9 5

年年检要侧重核实矿山保有储量底数
。

乡镇矿

山的年检以核定开采回采率指标
,

确定开采回

采率系数
,

建立规范化监督管理制度办法为主
,

使乡镇矿山纳入 目标管理的轨道
。

第三
,

积极开展矿产督察工作
,

定期发布考

核通报
。

全 国矿产督察队伍的组建工作已基本

完成
,

矿产督察工作为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

各省的两级矿产督察员

积极参与重点矿山的开发利用情况调查和跟踪

督察工作
,

各省矿管处要对矿产督察员
、

矿产监

督管理人员提出明确要求
,

分配其具体调查任

务
,

调查结束后要在省内发布考核通报并报部

矿管局监督处备案
,

并形成制度
。



;戈 谈

对 乡

镇 矿

山 的

监 督

管 理

庆

如何对乡镇矿

山企业进行切实有

效的监督管 理
,

随

着矿产资源法规的

逐步 实施到位
,

也

显得越 来越 紧迫
。

经过八年的矿产资

源管理 实践
,

笔 者

认为对乡镇矿山的

监督管理应从 以下

3 个方面进行
。

1
.

严 把 发 证

关 口 坚持依法管

理

为搞好发证工

作
,

首先
,

对境内的

各种经济成份的矿

山企业
,

进行全 面

的不定期的调查核实
,

同时
,

根据有关法规
,

明

确规定乡镇矿山领证条件
,

即
:

有一定资源
,

边

界划分清楚
,

开采技术
、

安全措施完善
,

地质 图

纸资料齐全
。

其次
,

分门别类
,

区别不同情况采

取不同的发证措施
。

对凡是符合开采资格
,

达到

生产条件
,

矿区范围清楚
,

手续齐备的
,

及时审

核发证
; 凡是符合开采资格

,

尚未达到生产条件

的
,

手续不齐全的
,

一律缓发
; 凡是没有开采资

格
,

不论其生产条件是否达到要求
,

一律不予发

证
; 凡是新开办的矿山企业

,

从严管理
,

不符合

发证条件的
,

坚决不予发证
。

2
.

采取有 力措施 整顿矿业获序

采矿的发展
,

最关键的是确保安全
,

保护国

有资源
,

整顿矿业秩序
。

因此
,

对滥采乱挖
,

采富

弃贫
,

采厚弃薄
,

影响大矿生产
, “

三证一照
”
不

全的个体矿 山及时制止
,

制止 不听的
,

强行关

闭
。

对不具备
“

三证一照
”

的矿山企业
,

限期停产

整顿
。

对影响大矿安全生产的
,

坚持顾全大局
,

主动关闭地方小井
,

维护大矿生产
。

每年由地方

政府组织有关单位
、

部门参加
,

对非法开采的矿

山企业给予清理整顿
,

稳定矿业秩序
,

防止事故

发生
。

3
.

严格
“
三率

”
监察 务求工作实效

强化
“

三率
”

监察
,

①必须建立三级管理体

系
,

即矿管部门
、

乡政府企办
、

各矿 山领 导三级

管理
,

实行定人定岗定责
,

并每年对乡镇企业和

矿山负责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一次
。

②实行目标

管理
,

奖优罚劣
。

对不同矿山
,

年初由矿管部 门

制定下发不 同的
“

三率
”

考核指标
,

年底严格检

查考核
。

先对中央统配矿
、

国营矿和乡镇集体矿

山进行考核
,

后对规模较大的村办矿山也列入

考核范围
。

对
“

三率
”

考核指标完成得不好的矿

山企业提 出整改措施
,

限期达到指标
。

③定期监

察
,

跟踪服务
。

每年组织专人对乡镇以及部分村

办矿山进行二次实地下井监察
,

年终进行一次

年检年审
,

并建立起开发利用月报表制度和采

掘平面图季报制度
,

强化跟踪服务
。

(江 西丰城市矿管局 )

.护保矿产资源

黄
、

又

矿产开发跟踪调查很重要
,

跟踪调查先从

资源开发利用不太好 的矿山做起
,

从今年起根

据年检普查结果确定各类有代表性的 10 个左

右矿山
,

连续跟踪调查 3 年
,

以取得基础资料
。

第四
,

抓好矿
一

产品运销环节监督管理
,

促进

资源合理 回收和资源补偿费的征收
。

各省既要

总结本省矿产品运销环节监督管理的好做法
、

好经验
,

又应注意学习
、

移植各省
、

地
、

县这方面

的监督管理经验和作法
,

使这些经验在本地开

花结果和推广应用
。

第五
,

按部矿管局的有关要求
,

做好乡镇矿

山监督管理扩大试点工作
。

第六
,

做好部分矿种第二轮资源开发利用

情况抽样调查工作
。

从今年开始要用 2 ~ 3 年时

间开展煤炭
、

黑色
、

有色
、

化工矿山第二轮开

发利用情况抽样调查
,

以了解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状况
,

以便提出对策及建议
。

(地矿部矿管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