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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综吕利用技夜创新工乍前

口 中国地质科学院成都矿产综合

利用研究所所长 刘亚川 地位蜀御圃
温家宝副总理在国土资源部成立大会上强

调 : “
不仅土地资源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

,

矿产资源也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
” 。

与土

地
、

森林资源相比
,

矿产资源更应该实行最最严

格的保护政策
。

因为
,

矿产资源是耗竭性的
,

不

可再生的
。

认真考虑在新形势下矿产综合利用

技术创新工作的作用和地位
,

考虑如何为国土

资源部政府职能服务
,

考虑如何为国家经济建

设长期发展服务
,

对于国土资源部从事矿产综

合利用技术创新研究工作的直属科研单位来

说
,

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

一
、

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是公益性
、

战略

性地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家宝副总理指出
: “

地质工作的出路是要

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

主动扩大服

务领域
,

同时要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来改变地

质工作布局
” 。

所以
,

公益性地质工作的最终落

脚点在于为经济建设服务
,

作为决定矿产资源

可利用性三大标准之一的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研

究对于保障国家资源安全责任重大
。

1
.

矿产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工作是战略性

地质找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
,

要解决矿产资源的战略保障问题
,

继

续加强地质找矿工作是第一措施
,

但是
,

面对我

国找到的矿产多数属于复杂
、

难选
、

低品位
、

多金

属共生的矿产
。

特别是在近几年我国找矿重点的

云南
“
三江地区

” ,

四川的
“

三州
”

地区
,

西藏的
“
一

江两河
”

地区所发现的典型矿床 (夏塞银铅锌多

金属矿
,

云南白铁坪铜银铅锌多金属矿
,

大平掌

铜多金属矿
,

西藏铜钥铅锌多金属矿
、

锑金矿等 )

多属于这类矿产
。

这类矿产 (尤其是在边远地区 )

的选冶技术研究工作非常薄弱
,

目前尚无成熟工

艺可以采用
。

边远地区复杂
、

难选共生矿的采选

冶技术的技术发展现状严重滞后于地质找矿工

作
,

已成为解决我国资源保障问题的瓶颈之一
,

如果不能得到解决
,

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大量新的
“

呆滞
”

资源
。

何况还有更多的矿产资源还未被我

们认识
。

因为按照矿石的定义
“

在现有的技术经

济条件下能合理地从中提取金属或其他有用成

分的岩石
” ,

要称之为
“

矿石
”

必须具备两个必要

和充分条件
,

一是含有金属或其他有用成分
,

二

是必须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合理利用
,

否则都只能称之为岩石
。

如果按照这个
“
矿石

”

定

义
,

在合理和采选冶技术未能突破之前
,

这些所

谓的矿产实际上并不是矿产
,

更不能列人储量

表
,

这种矿找到越多
,

形成的呆滞矿山越多
,

所作

的找矿投人就会无限期地沉淀在地下
。

比较典型

的例子是
: 我国已找到的 22 个大型铜矿山

,

目前

仅有 7个得到开发利用
,

而西藏玉龙铜矿
、

新疆

阿舍勒铜矿
、

黑龙江多宝山铜铝矿等 巧个矿山

由于选冶工艺在技术或经济上存在问题
,

至今未

能得到开发
。

由于选冶技术未能突破
,

现在三江

地区所找到的矿产地所报的储量均以铜
x x 吨

、

银 x x 吨
、

铅
x x 吨…… 的形式上报

。

显然
,

这样

的储量与各元素在地壳中的丰度在概念上没有

本质的区别
。

只有选冶技术问题解决了
,

这些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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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才能真正成为资源
。

所以
,

在地质大调查中配

合战略性地质找矿工作
,

加强对新类型矿产和尚

难利用矿产的综合利用技术创新
,

对于寻找和确

定具有可利用性矿产资源地
,

为国家和社会发展

提供战略资源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前瞻性工

作
。

2
.

矿产综合利 用技术创新研究是 国家对

矿业发展宏观指导的公益性工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在企业是市

场行为主体的情况下
,

国家如何通过政府行为

引导企业保护与合理利用资源
,

实现矿产开发

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

问题
,

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之一
,

就是加强研

究
、

开发
、

推广和应用矿产综合利用的先进科技

成果
,

这是国家的公益性工作发挥引导作用的

体现方式之一
。

( l) 矿产资源是国家所有
,

只有国家才会从

保障国家经济发展
、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

而企业的属性决定了

它的根本利益就是追求最大利润
,

而不 是其

他
。

在这个意义上
,

国家必须以一定形式安排

一部分公益性工作研究开发一些新技术
、

新方

法并以适 当方式进行产业化示范后加以推广
,

在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前提下
,

使企业

有钱可赚
,

引导企业采用这些新技术
、

新方法
、

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统一
。

这与国土资

源大调查 中安排 的其他工作在性质上是一致

的
,

即使是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
,

也将这些列人

公益性工作的一部分
。

( 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国有企业

仍是矿业开发 的主力
。

而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

段
,

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很困难
,

强制要求企业及

其领导者为许多年以后的发展去投人开展综合

利用技术研究是不现实的
。

国家采取必要措施

对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给予支持是

责无旁贷的
,

国家投人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研

究和产业化示范
,

然后以某种形式转让给企业

利用
,

让企业得到甜头
,

通过引导企业保护与合

理利用矿产资源的方向发展
,

这与国家减税让

利
,

政府为企业招商引资搞活动花钱是相同的

道理
,

都是扶持手段
。

( 3) 国家长期发展需要矿产资源作为战略

保证
。

我国著名的金川铜镍矿
、

攀西钒钦磁铁

矿
、

包头妮铁稀土矿三大共生矿基地的开发
,

是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

在原国家科委 的统一领导

下
,

组织全国数十家科研单位联合进行了近 20

年的科技攻关才得以实现比较合理的开发利用

的
。

进行如此长时间
、

如此大规模
、

投人如此巨

大的科技攻关
,

显然是没有一个企业敢想
、

敢做

和能够承担的
,

唯一的业主只能是国家
。

如果

我们要想使已找到的和将要找到的复杂难选共

生矿产资源真正成为国家资源战略储备的一部

分
,

其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只能由国家投人
,

否

则
,

三大共生矿的开发将不会重演
。

所以
,

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研究
,

尤其是

复杂难选多金肩共生矿的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及

其产业化示范
,

应该
、

也只能是公益性工作的一

部分
。

它将以引导企业技术升级
、

提高资源利

用水平和解决战略储备资源的利用技术问题而

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目标
。

二
、

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是国土资源部

行使政府职能的基础性工作

矿产综合利用科技进步对于国土资源部行

使政府职能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

1
.

是进行矿产资源规划所需要的基拙性

工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国土资源部

要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台理利用进行正确规
划

,

矿产资源的可利用性研究和在合理的技术

工艺条件下的经济价值评价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重要基础
。

最近我部颁布了新的
“

固体矿产资

源储量分类标准
” ,

科学地确定 了可行性评价与

地质可靠程度
、

表达工作深度
,

最终体现在矿床

经济意义的三维概念
。

国内外实践经验也证明

在找矿初期即需开展矿石质量试验
,

开始进行

预可行性评价研究
,

这样可以避免地勘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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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进行
,

不致出现
“

呆滞
”

资源 (即次边际经济 能是作为基础性工作来安排
,

世界各国均是如

资源 )
,

并可为探矿权的争取者提供基础资料
,

此
。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

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

指导地质勘探的投人
。

这是保证国土资源部行 稳定健康发展
,

在确保矿产资源的供给方面
,

必

使政府职能所必须的公益性工作
。

须安排必要 的前瞻性工作
,

新资源 的开拓
、

扩大

2
.

是实现对矿产资源及矿产开发管理所 矿物的应用领域和提升资源价值的工作都属于

需要的基础性工作 这种性质的研究工作
。

国土资源部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包括两证的 三
、

加强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研究的队

发放
、

储量的审定
、 “
三率

”
的考核

,

这些管理工 伍建设

作都涉及到资源合理利用的技术方案
、

生产指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工作
,

已经引

标的考核
,

要考核就要有个考核标准
,

且这个标 起 了国土资源部的高度重视
,

并寄予了很大的

准是因矿而异
,

因时而异的
,

可以想见其工作的 希望
。

但要完成好上述工作
,

首先要按照
“

人员

浩繁程度
。

所 以需要有一支足够和稳定 的队 精干并相对稳定
,

装备精良
,

以高新技术为支

伍
,

通过不断的研究为国家提供标准或参考标 撑
,

调查与科研相结合
,

能担当起重大战略任

准
,

协助管理部门对资源综合利用方案进行技 务
,

善于打硬仗的高素质的队伍
”

的要求
,

加强

术性审查
。

通过这样的方式
,

就可以引导
、

要求 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队伍的建设
。

尤其

甚至强制企业采用采
、

选
、

冶新技术
,

提高资源 是在产业部撤消
、

原产业部所属的矿业类研究

的合理利用水平
,

从而达到保护与合理利用矿 院所全部企业化后
,

这项工作 已经显得十分迫

产资源的最终目的
。

切
。

为了保证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工作的持

3
.

是保证在矿业权流转中的 国家权益所 续稳定发展
,

完成在新形势下赋予这支队伍的

需要的基础性工作 新的历史任务
,

建议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矿业权的有 ( l) 将国土资源部所属两个矿产综合利用

偿转让是实现矿产资源 国家所有权权益 的重要 研究所作为国家野战军的一部分稳定下来
,

并

手段
。

在矿业权流转过程中
,

对矿产资源价值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其科研工作力量
。

的合理评估是实现国家对矿产资源权益的保障 (2) 要继续加大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

条件之一
。

要正确评价矿产资源价值
,

必须建 新研究工作的投人
,

在项 目
、

基建建设和人才培

立在对矿产的开发利用方案的正确确定之上
。

养
“
三统一

”

的原则下完成从事创新技术攻关工

综合利用技术进步了
,

矿产资源的价值就能得 作
。

建议部里从资源补偿费和矿业权流转收人中

到提升 ; 在先进的矿产综合利用工艺技术方案 切出一块
,

建立
“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基金
” ,

的基础上对资源价值进行评估
,

国家就可以通 专项支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工作
。

过矿业权的转让多收回一些资金
,

反之亦然
。

( 3) 部有关职能司局要充分利用部属研究队

加强对矿产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
,

并利用这支 伍为管理工作服务
。

比如可将采矿证发放过程中

研究队伍在矿业权流转中发挥作用
,

在市场经 的采选冶方案评价
、 “

三率
”

管理标准研究
、

储量审

济条件下是十分必要的
。

查研究等作为计划性工作安排下达两所完成
。

4
.

是保证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 四
、

结论

拙性工作 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工作
,

其最高目标

从矿产资源的历史可知
,

可用矿产资源都 是为国土资源部行使四项职能服务
,

为国家经

是由非传统矿产在解决了其利用技术之后逐渐 济建设服务
,

做到了这一点
,

就确立 了自己地

成为传统矿产的
,

非传统矿产的开拓性研究只 位
,

就真正体现出了它应有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