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产资源法是合理开发利用

扩产资源的必要保证

地质犷产部犷产开发管理局剐局长 减胜远

一九七九年以来
，
我国开始 了 矿 产 资

源法的制订工作
，
经过细致而艰苦的努力

，

矿产资源法正式颁布了
。

讨论一下矿产资源

法的核心内容—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问

题
，
是很必要的

。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必

不可少的原料之一
，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物质基础
，
它是否丰富

，
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略力量
。

而矿产的形

成
，
需要几千万年乃至上亿年时间

，
因此

，

对于人类来说
，
矿产一旦被采掉

，
便不能再

生
。

这种特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

矿藏大部分埋藏在地下
，

因此
，
我们在

评价矿产资源时
，
大多带有很强的探索性

。

人们在利用矿产资源的千百年历史中
，
逐步

总结出了不少地质规律
、

采掘工业规律以及

经济规律
。

我们对矿产资源进行地质工作
、

开发利用时
，
必须遵循这些规律

。

这就要求

国家针对矿产资源
，

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
，

而上述的规律则是制定矿产资源法的基本原

贝吐
。

矿产资源是宝贵的
，
又是有限的

。

我国

宪法明确规定矿藏 �即矿产资源�属国家所

有
。

我国的上地使用权有的是 全 民 所 有 、

有的属集体所有
。

但在地表或地下的矿产资

源
，
不因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而改变国家所

有的性质
。

绝不能以不正当的理由
，
随意开

采矿产资源
，
不顾国家利益

，
不遵守国家的

法律
，
而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

。

为了发展矿业
，
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

、

开采和保护工作
，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
中央对矿业采取

“
放

开
、

搞活
、

管好
”
的方针是十分必要的

。

但

对不同所有制矿山应有所区别
，
国家保障国

营矿山
，
指导

、

帮助集体矿山
，
允许个人采

矿活动
，
这本身就是对合理开发矿产资源的

重要保证
。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
，
向国家取得矿产

资源的使用权或经营管理权
，
必须经过一定

的法律手续
，
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后方可取

得对矿产资源的使用权
。

这包括探矿权和采

矿权
。

我国的矿产资源法采用
“
地质工作登

记
”
和

“
采矿申请

”
这两个名词

。

不能将依法办事说成是限制
。

法律手续

体现了爱护使用国家的宝贵财富
，
而且经法

律批准后的开采单位也取得了法律规定的权

利保障
，

必要时国家还可以进一步规定鼓励

方法
。

矿产资源是全民所有的
。

我们现在开发

它
、

利用它必须有所偿还
，
不同的国家规定

了不同的偿还方式
。

我国规定了开采矿产资

源必须缴纳资源锐和费用
。

由于采矿事业具有很大的探索性
，
投资

有很大的冒险性
，
国家在收税时

，
要充分考

虑这个因素
，
予以优惠待遇

。

一九六五年底
，

国务院批准了 《矿产资

源保护试行条例 》 。

条例明确指出
“
矿 产 资

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带

有战略意义
，
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政

策
。 ”

该条例对地质勘探
、

矿山设计
、

矿山

开采
、

选冶
、

矿产品加工和使用
，
以及地下

水资源管理等
，
都规定了保护矿产资源的条



款与要求
。

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
，

地质工作与矿山开发利用工作
，

遭到严重的

千扰与破坏
。

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科学

概念被抛弃
。

因而使该条例无法贯彻
，

而变

成一纸空文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在正确的路

线
、

方针指导下
，

对矿产资源应采取保护的

科学观念
，

逐步明确起来
。

所谓保护矿产资

源
，
就是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

不是封存不

动
，
是强调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矿产资源

，

而不致被浪费或破坏
。

矿产资源工作从区域地质调查开始
，
经

过矿产普查
、

矿床勘探
、

可行性研究
、

矿区

设计
、

矿山基本建设
、

采矿
、

选矿
、

冶炼加

工直到矿山关闭
，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各个阶段在没有科学论证的条件下
，

不应超

越
，

各个阶段要互相衔接互为补充
。

由于没

有这一整体观点而造成对矿产资源的损失和

浪费
，

往往是巨大的
，

也是不易挽回的
。

我国虽地大物博
，
人 口却有十亿

，

如按

人均值计算
，

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一

些需要量大的矿种
，

就显得不够
。

有些人认

为
，

随着科学进步原料总是用代用品的
，

所

以只顾眼前需要
。

可是
，

以矿物或岩石代替

另一种矿物或岩石
，
只有在技术上可行

、

经

济上合理才是有前途的
。

而且未来的代用品

的发明
，

是不能在现实中予以规划的
。

地壳

有限
，
矿产资源更有限

。

所以
，
一定要把保

护矿产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 “

放开
、

搞活
、

管好
”
必须全面地理解

。

长期以来
，
国务院有不少部门从事地质

工作
，

经营矿山
，
代表政府发挥行政工作职

能
。

有一个时期
，
矿山层层 下 放 到 各省

、

地
、

县
。

二十多年来
，
除了国家各部管理的

大
、

中型矿山外
，
各省

、

地
、

县也建设了一

批中
、

小型矿山
。

近来很多乡
、

镇也开发了

一批小矿
。

但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
，
不利于

对矿产资源的保护
。

一九六五年
“
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

”

颁布后未能贯彻执行
，

除了十年动乱的影响

以外
，

该条例没有明确法规的执行和监督单

位
，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为了贯彻矿产资源法
，
吸取以前的教训

，

必须要有一专门的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

使分

散在不同部门的矿山企业更加合理的开发利

用资源
� 使综合勘探

、

综合开采
、

综合利用的

方针逐步得到实施， 在国家计委等部门的领

导下
，

通过信息交流
，

参与全国的矿业统筹

规划 � 使大
、

中
、

小矿 分 工 协 作
，

各得其

所
，

进而达到保护矿产资源
，
振兴矿业的 。

的
。

地质矿产部应当与各部门
、

各级人民政

府密切合作
，

对矿业企 业 的 发 展
，
统筹规

划
，
为国家提出有关矿产资源的战略性的决

策或建议
。

国务院有关矿产资源工作的各部
，
已积

累了丰富的矿管工作经验
，

为保护矿产资源

奠定了基础
。

当前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

民政府
，
己发挥了对矿业领导的积极性

。

有

廿个省�区�制定了本地区的矿产资源法规
。

有条件的乡
、

镇政府大力兴办小矿山
，
小矿

办的好
，
可以做为大矿的补充

，

搞不好会破坏

矿产资源
。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

提高乡镇

政府的政策法制水平
，
是贯彻执行矿产资源

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的规

定原则外
，

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
， 《中华 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 》 的规定
，

制定和颁布地方

性法规
。

我国疆域辽阔
，
矿产丰富

，

条件不

同
，

因此
，

矿产资源法只能是原则性的
。

如

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
，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

特点
，

进一步制定适合地方性的补充法规
，

要贯彻执行好矿产资源法也是不可能的
。

地

质矿产部将与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制定一系列

的实施细则
。



积极贯彻矿产资源法

搞好矿产储量报告审批工作

全国储委办公室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 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 ，
我们坚决 拥 护

，

并

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执行
。

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规定
� “

国务院矿

产储量审批机构或者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矿

产储量审批机构负责审查批准供矿山建设设

计使用的勘探报告
，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批复

报送单位
。

勘探报告未经批准
，
不得作为矿

山建设设计的依据
” 。

第二十二条又规定
�

“
矿床勘探中须对矿区内具有工业价值的共

生和伴生矿产进行综合评价
，
并 计 算 其 储

量
。

未作综合评价的勘探报告不予批准
。

但

是
，
国务院计划部门另有规定的矿床勘探项

目除外
。 ”

这两条十分明确地把矿产储量审

批工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

进一步肯定了

国务院一九八三年批准恢复全国矿产储量委

员会的正确性
，

这对于促进和发展我国矿产

储量的审批和管理有重大意义
。

恢复全国储委以后
，
两 年 多 来

，
首 先

抓了矿产储量审批机构的组织建设
，
为开展

储委工作创造了条件
。

全国储委各专业委员

会和各省
、

区
、

市储委审批了大量的地质勘

探报告
，
其中有与国家 ���项重点建设项 目

有关的大
、

中型矿区和大
、

中型地下水源地

的勘探报告
，
为有色金属

、

黑色金属
、

煤矿

��护心�卜
、 ，�沪、 口之

‘ 、 夕与
、

�吧尹口之
子

刃吧
创 、

�忆 之尺
创 、 ，吧 声

之�沪、 ，吧护、 ，吧沪 、 二�洲 、 ，之口勺

占�
州 、 ，之碑

口�沙

我国的矿产资源法已经颁布
，

要加强宣

传工作
，
务必使有关人员知道法 的 主 要 精

神
�

只要我们尊重科学
、

尊重知识
、

尊重人

才
，
认真贯彻矿产资源法

，
那么矿管工作中

存在的难题也就好解决了
。

矿山
、

石油油田及水源地建设提供了可靠的

矿产 �资源�储量
，
对国营矿山企业建设的

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

在机构建设中打破

了部门界限
，

在全国储委之下建立了各专业

委员会
，

起到了行业管理的作用
。

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

储委对

报告的审批工作也正在积极改革
，
一九八五

年二月曾作出决定
�

审查报告要在主管部门

初审的基础上
，

实行储委一次性审批
，

提交

储委审批的报告
，

均要求交正式报告
，

而不

是
“
送审稿

” 。

克服过去审
“
送审稿

”
的一

些弊端
，
从而简化了审批程序

，

缩短周期
，
减

少人力
、

物力
、

时间的浪费
，
同时也增强了

各级主管部门的责任
，

有利于贯彻技术岗位

责任制
。

由于注意抓了审查前的准备工作
，

提交审批的报告质量均有提高
。

对矿产资源

法中的有关规定
，

全国储委已采取了积极措

施
，
以便切实执行

“
在规定的期限内批复报

送单位
”
的规定

。

回顾我国矿山建设的经验教训
，
勘探报

告未经储委审批就进行设计施工
，
常给经济

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因此
，
矿产资源法

规定
“
勘探报告未经批准

，
不得作为矿山建

设设计的依据
”
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

矿产资源法 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 日起施

行
，
全国储委和各省

、

区
、

市储委一定要认

真学习
、

积极宣传
、

坚决执行
。

我们要根据

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

搞好矿产储量报告的审

批
，
改进管理工作

，

积极主动地为国民经济

建设服务
，

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

番作出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