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
甘政发 〔２０２２〕５２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

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现将 «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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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安全事关国

家长远发展大计.为切实提高我省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促

进矿业高质量发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甘肃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等规划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是落实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管理

的重要手段,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

活动的相关行业规划,应当与本规划做好衔接.本规划适用范围

为甘肃省所辖行政区域.本规划以２０２０年为基期,２０２５年为目

标年,展望到２０３５年.

一、现状与形势

(一)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现状.

甘肃省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矿产种类比较齐全,有色和贵金

属资源优势明显.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１１９种

(含亚矿种１８０种),其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７７种 (含亚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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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种).列入 «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固体矿产９９种,其

中:能源矿产２种,金属矿产３６种,非金属矿产６１种.共探明

矿产地１４０２处,其中:大型１２６处,中型１９７处,小型１０７９

处.已查明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一位的有镍、钴、铂、钯、锇、

铱、铑、钌、硒、铸型用粘土、凹凸棒石粘土等１１种矿产.此

外,铬、锌、钨、金、碲、普通萤石 (矿石)、重晶石等３２种矿

产已查明资源储量居全国前五位.

专栏一　甘肃省优势矿产目录 (３２种)

能源矿产 (２种) 石油、煤

金属矿产 (１９种)
铁、钒、铬、铜、镍、钴、铅、锌、钨、锑、金、铂 族 (铂、钯、

铱、铑、锇、钌)、硒、碲

非金属矿产 (１１种)
晶质石墨、重晶石、凹凸棒石粘土、菱镁矿、石灰岩、花岗岩、大理

岩、石英岩、红柱石、蛇纹岩、玄武岩

我省矿产资源分布高度集中,８９％的石油集中于庆阳地

区,８３％的煤炭集中于陇东地区,９３％的铁矿石集中于张掖、

酒泉、甘南地区,９９％的镍、全部的铂族和７４％的铜、９２％的

钴集中于金昌地区,９７％的铅锌、８８％的锑集中于陇南地区,

９９％的钨集中于张掖、酒泉地区,７５％的金集中于陇南、甘南

地区.

“十三五”期间,我省坚持保护保障并重,不断加快矿产资

源管理改革步伐,着力提升矿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保障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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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矿产资源供应较为稳定.全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力支

持了石化、煤电、冶金、建材、新材料等支柱产业发展.２０２０

年,全省矿石产量１４７亿吨,矿业总产值５５３亿元 (其中非油

气矿业产值２７５亿元),矿业及相关原材料加工制品业产值４０６６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６６２４％.镍、钴、铂族、铅、锌、

金等多种矿产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２找矿取得一定突破.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及勘查工作稳步推进,新发现矿产地６１处,其中:大型１７处,

中型１１处.新增煤炭资源储量７７９９亿吨,金金属量３８１９吨,

铅锌金属量４２４９２万吨,铁矿石量２５６亿吨,晶质石墨矿物量

７６６万吨.陇东煤炭以及早子沟、加甘滩、大桥、李坝等矿区资

源勘查取得较大进展,窑街、厂坝、洛坝等老矿山实现深边部增

储,铜、锑、钒等矿产资源储量稳步增长,稀有、稀散金属矿产

勘查取得一定突破.

专栏二　 “十三五”末规划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名 称 指标单位 规划指标 实际完成

新发现和评价大中型重要矿产地 个 １５ ２８

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６７８０ ２６２８８

１∶５万矿产地质调查面积 平方公里 ８９６４７ ８０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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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指标单位 规划指标 实际完成

新增

资源量

煤 亿吨 ４０ ７７９９

铁 矿石　亿吨 ４ ２５６

钒 V２O５　万吨 ６０ ７１５２

铜 金属　万吨 ５０ ６７２０

铅锌 金属　万吨 １６０ ４２４９２

金 金属　吨 ２８０ ３８１９０

银 金属　吨 ９０ ６７４

钨 WO３ (６５％)　万吨 １０ ０４３

锑 金属　万吨 ５ ２３６

铌钽 (Nb,Ta)２O５　万吨 ３０ １４２０

凹凸棒石粘土 矿石　万吨 ３０００ ５５７

晶质石墨 矿物　万吨 １２０ ７６６

冶金用石英岩 矿石　万吨 ６００ ２１５４

饰面石材 万立方米 ４５００ ９７６２

矿产资源

开采总量

煤 万吨 ６０００ ３８５０

铁 矿石　万吨 １８５０ １００７

铜 金属　万吨 ８ ９６０

铅 金属　万吨 ６ ６１８

锌 金属　万吨 １７ ２４４０

镍 金属　万吨 １１５０ １１８２

金 金属　吨 １５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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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指标单位 规划指标 实际完成

矿产资源

开采总量

石膏 矿石　万吨 ２３ ３３６１

钨 WO３ (６５％)　吨 ２５００ １８４３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万吨 ２９００ ３０４４

普通萤石 矿石　万吨 ８ ２２１

开采调控总量 矿石　亿吨 １５ １４７

矿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０００ ５５３

大中型矿山比例 ％ ５ １４１５

　注:１ 新增资源量包含已评审未备案资源量.

２ 新增资源量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累计数,其余为２０２０年数据.

３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

矿山总数２２９０宗,其中:大型矿山１２４宗,中型矿山２００宗,

大中型矿山比例由上轮规划基期４４７％提高到１４１５％,矿产资

源开发结构更趋合理,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建设稳步推

进.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新进展,初步建立绿色矿山地方标准体

系,３２个矿山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

提高.

４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取得新进展.严格矿山准

入制度,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底线性任务,健全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督促矿山企业及时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与土地复垦.全面完成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１４４宗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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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分类退出.实施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中

央、省级财政投入资金６２５亿元,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程３６个,累计治理面积２４１９公顷.

５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稳步推进.深化 “放管服”改革,积

极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和净矿出让,健全公开招标、拍卖、挂

牌等矿业权交易市场,逐步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储

量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等制度.扎实开展矿业权人

勘查开采信息公示,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严格矿产卫片

执法检查,落实动态巡查工作机制,切实履行矿业行业监督职

责,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矿业秩序持续好转.

“十三五”期间,我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虽然取得一

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问题:一是基础地质调查

程度普遍不高,基础地质研究投入较少,重要成矿区 (带)成矿

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研究亟待加强.二是勘查投入和技术水平尚

需提升,非油气矿产资源勘查投入持续下降,资源储量年增幅放

缓,社会资本投入持续下滑.三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有待优

化,全省大中型矿山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矿山数

量仍以小型居多,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较少,矿产品以中

低端为主,企业深加工能力不足.四是矿业绿色发展水平不

高,开发利用方式粗放、勘查开采水平差异大、矿山环境治理

欠账多等问题 依 然 存 在,绿 色 矿 山 建 设 激 励 约 束 制 度 有 待

完善.

—７—



(二)面临形势.

“十四五”期间,矿产资源基本国情没有变,在国家发展大

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态势没有变.高质

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的要求和需求不断出现,矿

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发展机遇看,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有利于我省拓

宽矿业发展空间,将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从发展方向看,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加强战略

性矿产资源规划管控、提升储备安全保障能力、实施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矿业

等,都对矿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与保护水平,优化矿业结构布局,激发矿业市场活力,全力

推动绿色勘查开发,努力推进矿产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

面节约、循环利用.

从发展基础看,我省矿产资源相对富集,成矿地质条件有

利,找矿潜力巨大,矿产资源勘查成果转化空间较大,科技、人

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比较齐全.同时,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区域增长极带动作用逐步显现,为矿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面临挑战看,我省矿产资源刚性需求和供应能力不足的矛

盾依然突出.能源矿产方面,煤炭资源丰富,但缺少焦煤、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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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开发程度和有效产能释放不足,资源分布 “陇东富、中部

有、河西贫”,资源消费 “西中高,东南低”,煤炭资源和实际需

求存在区域性供需矛盾.金属矿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镍、

钴、铂族、铅、锌、钨等矿产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但随着资源的

不断消耗,长远保障能力存在不足;铜资源以共伴生矿为主,缺

少独立大型富铜产地,富铁矿石需大量进口,对外依存度高居不

下;金资源储量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低,稀土资源依赖外省调

入.非金属矿产方面,萤石、磷资源储量较少,晶质石墨资源勘

查成果转化能力不足.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指示要

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加

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提升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水平,加

快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推进矿产资源市场化改革和治理现代

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立足全局,保障安全.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加快找矿突破,

推动增储上产,提高矿产资源供给质量,推动矿业强基增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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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强化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促进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矿业新格局.

优化布局,协调发展.统筹战略性矿产安全保障、勘查开发保

护等空间布局,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推动资源开发与区域

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资源环境保护、城镇体系建设相协调.

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推进

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积极推进净矿出让,形成市场配置、公平竞

争的矿业市场环境.

(三)规划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开发有序、生态友好、管

控有效、保障有力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局面,矿业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

１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新突破.重点成矿区带基础地质工作

程度显著提高,支撑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完成

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全面梳理资源家底.重点勘查区战略性矿产

和优势矿产地质找矿有序开展,新发现和评价１５处以上大中型

矿产地,战略性矿产和优势矿产资源储量明显增加,矿产资源持

续供应能力不断增强.

２矿产资源供应能力不断提高.全省非油气矿产开采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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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达到２亿吨,非油气矿业总产值力争突破４００亿元,紧缺矿

产资源生产能力保持稳定,优势矿产资源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进

一步优化.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开采区建设持续

推进,基本覆盖战略性矿产９０％以上产能.

３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明显改善.全省矿山总数达到

２５００个左右,严格执行最低开采规模准入,合理控制小型矿山

数量,矿山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得

到进一步优化,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到２５％以上.

专栏三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主要指标

规 划 指 标 指标单位 规划目标 属性

１∶５万矿产地质调查 万平方千米 ３８ 预期性

新增

资源量

煤 亿吨 ４５

铁 矿石,亿吨 １

钒 V２O５,万吨 ５０

铜 铜,万吨 ３０

铅 铅,万吨 ４０

锌 锌,万吨 ６０

镍 镍,万吨 ３０

钴 钴,万吨 １

钨 WO３,万吨 ２

锑 锑,万吨 ３

金 金,吨 １８０

萤石 CaF２,万吨 ５０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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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指 标 指标单位 规划目标 属性

年开采量

煤 万吨 ７０００

铁 矿石,万吨 １２８０

钒 V２O５,吨 ５０００

铜 铜,万吨 １０

铅 铅,万吨 ８

锌 锌,万吨 ２７

镍 镍,万吨 １２

钨 WO３ (６５％),吨 ≤３３００

锑 锑,万吨 １５

金 金,吨 １３

晶质石墨 矿物,万吨 １５

大中型矿山比例 ％ ２５

预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注:新增资源量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累计数,其余为２０２５年指标.

４矿产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开发

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考核标准,通过科技攻关

和技术创新,矿产采选、回收利用等环节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资

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５矿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体系更加完善.新建矿山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规划、

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生产矿山加快绿色升级改造、逐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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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矿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基本实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自然

生态和谐共生.

６矿产资源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全面推进矿业权出让、储

量管理制度改革,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矿山生态保护管理制度进

一步完善,矿业权交易市场体系更加健全,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高效.

到２０３５年,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工作

不断加强,主要矿产资源储量持续增加,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稳定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量、结构和布局得到全面改善,

矿业开发集中度、规模效益和科技含量大幅提高,资源节约与综

合利用水平达到新高度,矿业企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绿

色勘查全面实施,全省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矿山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高度协

调.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更趋完善,现代矿业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三、总体布局

聚焦重点区域、重要矿种,着力构建 “定位清晰、管控有

力”的规划分区体系,推进各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战略性矿产和

优势矿产勘查开发,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推进能

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战略性矿

产资源保护与储备,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勘

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与区域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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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一)推进矿产资源区域协调发展.

１河西矿业经济协调发展区.包括嘉峪关市、酒泉市、金

昌市、武威市和张掖市.该区位于北山、龙首山、阿尔金、北祁

连等重要成矿区带,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大.充分发挥

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优势,加大北山、阿尔金地区基础地质调

查、地勘基金投入力度,加强煤、铁、铜、镍、钴、金、锰、

钒、晶质石墨、萤石、凹凸棒石粘土、饰面用石材等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有色冶金、新材料等产业发

展,依托骨干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为建设河西走廊经济带提供资

源保障.

２中部矿业经济转型示范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

市 (不含漳县、岷县)、临夏州.该区位于北祁连成矿带的东段,

工业基础好,商贸物流、金融外贸和社会服务体系完善.以煤

炭、有色金属勘查开发为重点,加强煤、铜、铅锌、金、陶瓷

土、水泥用灰岩、冶金用石英岩、建筑用石料等优势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积极推进窑街、靖远、白银等老矿区深部及外围增储勘

查,保障骨干企业可持续发展.加快矿业转型升级,发挥金属冶

炼优势,进一步提高采选冶工艺水平,形成矿产品加工、物流等

全产业链.

３陇东能源清洁生产引领区.包括平凉市、庆阳市.该区

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是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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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一步统筹油气与非油气、煤炭与砂石土等矿产资源开发空

间和时序,开展分层开发利用技术研究论证,科学合理设置矿业

权,鼓励企业签订互不影响和权益保护协议.加强煤炭和煤层气

资源综合勘查评价、绿色开发利用.加快灵台、宁正、沙井子等

矿区资源开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打造以石化、煤电一体化

为核心的陇东产业集群.

４南部金属产业高效发展区.包括天水市、陇南市、甘南

州、定西市漳县和岷县.该区位于西秦岭成矿带,有色金属、贵

金属资源丰富.进一步发挥甘南地区金资源优势,推进金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继续加大陇南、天水、定西金锑铅

锌等金属矿产勘查开发力度,推进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加强资源

整合、规模开发,鼓励小型金属矿山重组改造.全面发展以金锑

铅锌资源开发加工为主的黄金、有色冶金产业.

(二)强化战略性矿产安全保障.

以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目标,对战略性矿产在空间布

局、勘查开发方向、准入门槛、总量调控、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强

引导,提高资源安全供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对永久基本农田

内部分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实施差别管理,保障资源稳定供应.

１建设国家能源资源基地.重点建设６个国家能源资源基

地,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重大项目安排及

相关产业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开采总量调控指标同等

条件下优先向基地内矿山企业配置,提升矿产资源规模开发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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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效应,逐步打造成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供应的重要战略

核心区域.

２推进国家规划矿区开发利用.加强１６个国家规划矿区监

督管理,区内其他矿种矿业权设置不得影响主要矿种的勘查开

采,优先保障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集

聚,鼓励建设大中型矿山,原则上区内规划矿种新建矿山规模应

达到中型以上,提高开发利用水平,逐步形成以大中型矿山为主

体的开发格局,打造支撑战略性矿产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保障

区、接续区.

３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与储备.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

床原则上不得压覆.对当前技术、经济或生态环境条件下暂不宜

开发的大中型矿床进行保护.加强储备地监督管理,强化执法监

察和专项督查.着力构建产品、产能和矿产地 “三位一体”的国

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储备体系,形成紧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

替补渠道.落实国家战略性收储政策.

(三)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１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严格执行国土空间管控措施,

衔接落实区域 “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内原则上禁止不符合管控要求的矿产资源勘查开

采,统筹处理好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禁止开采蓝石

棉、可耕地的砖瓦用粘土等矿产.不再新建汞矿山,禁止开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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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生汞矿,逐步停止汞矿开采.禁止开采砷和放射性等有毒有

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项目.限制开采湿地泥炭以及砂金、

砂铁等重砂矿物.

２推动矿产资源开发绿色低碳转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使矿产资源开发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

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勘查绿色开采,加快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行资源环境友好型开发模

式.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促进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加大天然气、煤层气开发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地热

能,持续强化镍、钴等新能源矿产的开发利用.

(四)优化勘查开采重点工作布局.

１加大重点勘查区找矿力度.围绕北山、阿尔金、祁连—

龙首山、西秦岭等主要成矿区带,以煤、铁、铜、铅、锌、镍、

钴、金、锑、钒、晶质石墨、萤石等为主攻矿种,以增加资源储

量、缓解重要矿产资源短缺状况、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

的需求为目标,综合考虑成矿条件、找矿前景、资源潜力,划定

３８个重点勘查区,其中:煤炭６个,黑色金属３个,有色金属

１３个,稀有稀散及贵金属１２个,非金属４个.省基础地质调查

资金和地质勘查基金优先投入重点勘查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

和力量参与区内勘查,鼓励矿山企业开展接替资源勘查,区内全

面推进绿色勘查、综合勘查、综合评价,力争实现找矿重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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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　重点勘查区

　　北山地区 (１３个):肃北条湖煤炭、肃北七角井子铁钒多金属、肃北双尖山铁铜多金属、

敦煌五一山钒、敦煌成宣镍铜、肃北四道梁铅多金属、肃北扫子山—红石山金、肃北白墩子—

金厂沟金、瓜州老金厂—骆驼山金铜镍、肃北小西弓金钨、金塔大红山金铜、肃北潘家井—红

泉铍等稀有金属、金塔月牙山萤石.

阿尔金地区 (４个):余石山—加尔玛萨依镍铜钴多金属、瓜州东巴兔晶质石墨、肃北敖

包山晶质石墨、阿克塞豺狼沟晶质石墨.

祁连—龙首山地区 (１０个):山丹—永昌煤田外围煤炭、古浪大靖煤炭、景泰郭家台煤

炭、靖远矿区外围煤炭、永登—永靖煤炭、白银厂铜多金属、金川镍铜钴、高台七坝泉铜铁萤

石、山丹木头沟钴、肃南小柳沟钨钼铁铜.

西秦岭地区 (１１个):西成矿田西段铅锌、西成矿田东段铅锌、成县金家坪—徽县大石碑

钴铁锰、张坪钴、武山温泉钼、岷县寨上金、礼县李坝金、夏河—合作金、天水娘娘坝金、宕

昌肖家山金锑、西和大桥金多金属.

２推进重点开采区矿产资源有序开发.除能源资源基地、

国家规划矿区外,结合矿产勘查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划定１３

个重点开采区,其中:煤炭重点开采区５个,金属重点开采区７

个,非金属重点开采区１个.引导项目、资金等要素向重点开采

区聚集,实现增储上产.加强监督管理,区内其他矿种矿业权设

置不得影响主要矿种的勘查开采,推进矿产资源规模开采、有序

开发和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大中型现代化矿山建设.

专栏五　重点开采区

　　重点开采区 (１３个):张掖平山湖煤炭、山丹东水泉煤炭、景泰郭家台—白岩子煤炭、窑

街煤炭、靖远煤炭、宕昌代家庄铅锌、肃北霍勒扎德盖—观音山金多金属、敦煌五一山—新泉

北钒多金属、岷县鹿儿坝—簸箕沟金、肃北小西弓金、瓜州东虎沟金、张家川陈家庙铜铁、高

台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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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

加快推进重点成矿区带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

综合研究,圈定一批找矿靶区,为后续矿产资源勘查奠定基础.

以战略性矿产和省内优势矿产为重点,积极引导和促进矿产资源

勘查,鼓励多渠道投资,争取实现找矿重大突破.

(一)推进基础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基

本定位,统筹部署基础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１提高基础地质工作程度.围绕北山、龙首山、阿尔金、

祁连、西秦岭等重要成矿区带,部署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矿

产地质调查.开展北山地区矿产资源地质背景研究,分析铁、

铜、镍、钴、钒、稀有稀散等矿产资源赋存条件,解决制约地质

找矿的关键问题,优选成矿条件好的各类异常和找矿靶区.开展

西秦岭造山带地质背景综合调查,查明大宗金属矿产资源的制约

机制和控制因素,筛选有利地段,指导矿产勘查.继续实施１∶５

万矿产地质调查,完成面积３８万平方千米,矿产地质调查覆盖

率力争达到４６０２％ (占基岩出露６９９９％),基本实现重要成矿

区带全覆盖.探索开展１∶２５万矿产地质调查,以铁、铜、镍、

金、钴、钨、锂、铍、铌、钽、晶质石墨、萤石等矿种为主攻方

向,进一步摸清资源潜力,为后续矿产资源勘查提供可靠的基础

信息数据.

２加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开展河西、中部地区主要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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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为煤炭勘查工作圈定靶区.开展河西

走廊、兰州—西宁城市群 (甘肃片区)、陇东地区地热资源调查

评价,初步了解地热资源赋存特征,开展主要城市浅层地温能资

源调查评价,积极开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围绕西

秦岭金锑铅锌、北山—龙首山铁钒铜镍钴钨石墨萤石、龙首山钴

铂以及白银铜铅锌等开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查明控矿地质条

件,总结成矿规律,评价资源潜力,圈定找矿靶区,增强战略性

矿产和优势矿产稳定供应的潜力和能力.

３推进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准确掌握矿产资源本底状况,

全面梳理新分类标准下的基础数据.摸清矿产资源数量、质量、

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定期评价制度,实现矿

产资源基础数据信息化管理与共享.准确研判全省矿产资源形

势,为科学制定矿产资源政策,守住矿产资源安全底线提供

依据.

(二)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

１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围绕重点成矿区带,推

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聚焦山丹—永昌煤田、肃北煤田,

持续加大河西地区煤炭资源勘查力度,开展陇东地区煤层气勘查

试点.聚焦陇南大桥一带金、夏河—合作金、北山铜镍、敦煌—

肃北钒、酒泉晶质石墨、敦煌钾盐,以及肃北、金塔、山丹钴,

金塔、高台萤石等,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开展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地质勘查,引导拉动社会资金投入,实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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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增储.

２加强铅锌地热矿泉水等矿产资源勘查.以西成矿田、白

银矿田及外围等区域为重点,加大铅锌资源勘查力度.开展兰

州—临夏、张掖—民乐等盆地地热、氦气资源勘查,查清成藏条

件、资源潜力,优选有利开采地段,探明地热田,为旅游和清洁

供暖提供保障.开展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３提高矿山深部和外围勘查程度.开展靖远煤炭、窑街煤

炭、肃南镜铁山铁、金昌铜镍、白银铜、合作早子沟金、成县厂

坝铅锌、西和崖湾锑等矿区深部和外围找矿勘查,通过攻深找

盲、探边摸底,增加资源储量,延长矿山服务年限,为矿山中长

期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专栏六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重点领域

　　北山—阿尔金地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以铁、钒、铜、镍、钴、铌、钽、铍、晶质

石墨萤石为重点,结合典型矿床,建立找矿综合模型,开展矿产调查评价、勘查,提交一批找

矿成果.

西成矿田深部及外围铅锌矿资源勘查:在西成矿田典型矿床深部及外围开展铅锌资源勘查

工作,提量增储,为矿山开发提供后备接续资源保障.

甘南金资源勘查:围绕甘南夏河—合作一带开展金资源找矿勘查,提量增储,为矿山开发

提供资源保障.

(三)引导探矿权合理配置.

省级规划负责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出让登记矿种 (除

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的勘查规划区块划定.市级规划负

—１２—



责市州自然资源局出让登记矿种的勘查规划区块划定.

划定勘查规划区块４８３个,按勘查阶段划分:普查３０５个,

详查１５１个,勘探２７个;按矿种类型划分:能源矿产７３个,金

属矿产３５１个,非金属矿产５９个.探矿权设置必须符合勘查规

划区块管理要求,原则上一个勘查规划区块一个主体,必须与规

划矿种方向一致,促进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加强勘查规划区块对

探矿权投放的引导作用,完善勘查规划区块动态管理机制,为依

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依据.

(四)强化矿产资源勘查监督管理.

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的管理,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勘查行为,

保障依法勘查、有序勘查、综合勘查,维护矿产资源勘查市场

秩序.

１完善矿产资源勘查退出管理机制.结合国土空间管控措

施,对不符合国家相关管控要求的探矿权,应停止勘查活动,开

展生态环境修复,同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探矿权分类处置.

完善探矿权勘查信息公示及检查制度,加强探矿权退出管理,对

过期和 “圈而不探”探矿权进行调查摸底、系统分析,督促相关

勘查主体加快勘查进度,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已设探矿权进行整

改或引导有序退出.

２拓宽投融资渠道,稳定勘查市场.加大全省公益性地质

工作和地质勘查财政投入,理顺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工作边界.

公益性地质工作重点开展战略性矿产资源地质调查,推动地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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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与矿业权管理协调配合,加快地勘基金项目成果转化,提高财

政资金利用效益,实现财政资金良性循环.完善多元化地质勘查

投入机制,有序开放矿产资源勘查市场,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提

高勘查精度,开展增储勘查,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矿产

资源勘查高风险特点的投融资机制.鼓励国有地勘单位与社会资

本合资、合作,组建矿业公司或地质技术服务公司,为企业和地

勘单位合法勘查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努力营造良好的矿产资源勘

查投资环境.

３强化地质勘查事中事后监管.健全地质勘查活动监管机

制,加强地质勘查信息公示、公开,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接受政

府主管部门及社会监督.推进地勘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地质

勘查单位异常名录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加大对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的曝光力度.在财政出资项目安排、授予荣誉奖励等工作

中,对被列入异常名录的地质勘查单位应依法予以限制.对被列

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地质勘查单位应依法予以禁入.

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发挥矿产资源优势,提高资源转化效率,科学确定开采总

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空间

布局,实现矿产资源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

(一)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１加快煤炭资源转化和绿色开发.坚持 “稳基础、优产能、

绿色开发”,以提高煤炭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发挥煤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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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托底保障作用,深化煤炭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优质产

能释放,２０２５年煤炭开采量达到７０００万吨.稳定华亭煤田产

量,推进宁正、灵台、甜水堡、沙井子等矿区开发利用,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现实产量.加快吐鲁、红沙岗、东水泉、郭家台—白

岩子等矿区开发进度,提高河西、中部地区煤炭资源保障能力.

持续优化煤炭生产结构,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加强清洁化、智能

化开发利用.

２推广地热能开发利用.坚持 “以灌定采、以热定采、采

灌均衡、水热均衡”,拓展兰州、张掖等地区地热资源利用领域,

推进地热能分区分类利用和井下换热技术应用,以地热田为单

元,因地制宜科学确定开采总量和准入条件,引导资源合理配

置.加强地热资源动态监测,探索回灌技术,推动地热资源高

效、循环和综合利用.

３稳定紧缺金属矿产供应能力.对于铁、铜、镍、钴、锑

等紧缺金属矿产资源,稳定省内现有产量,保持镍矿生产能力

１２万吨 (金属量)/年,加快地勘基金成果转化,新增一批优质

产能.加大中、小型铁矿的整合力度,适度控制千米以深矿井和

小规模低品位铁矿的开发,加快形成以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

矿区、大中型矿山为主体的供应局面.

４提高黄金资源开发水平.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全力提高

金资源保障能力.建设一批大中型矿山,２０２５年金矿开采总量

力争达到１３吨 (金属量)以上.继续优化黄金产业布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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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装勘查和整体开发,提升资源开发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综合优化采选冶技术指标,开展低氰、无氰提金工艺等关键技术

研究推广,提高废石、尾矿及氰渣的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开发利用.以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大技术突破和发展需求为基础,推进肃北红柳峡—大敖包

沟、民勤唐家鄂博晶质石墨资源开发进度,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支持产业化发展,鼓励采用先进工艺技术提高大鳞片石墨产出

率,实现优质优用.稳定金昌金川铂族金属产量,加大北山—龙

首山地区钒、萤石资源开发力度,鼓励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对于

铌、钽、铷、钪、铍等稀有稀散矿产,加强开发应用研究和经济

技术论证.

６合理控制钨钼铅锌等矿产开发强度.落实钨、稀土保护

性开采政策,强化总量管理,规划期内钨矿 (WO３,６５％)年

开采总量控制在３３００吨以内,新设或延续钨矿采矿权,必须符

合国家下达的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共伴生钨、稀土资源开采

统一纳入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管理.合理控制钼新增产能,引导矿

业权向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有序投放.提高铅锌等矿山

生产规模,到２０２５年铅锌大中型矿山产能占比力争达到７５％

以上.

７加大优势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力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对于石英岩、石灰岩、石膏、重晶石、凹凸棒石粘土、陶瓷土、

饰面用石材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非金属矿产,鼓励规模化、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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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发.鼓励各地根据区位优势、资源特色、科技基础等条件,

建设一批以非金属矿产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多产业集群特色产业基

地,进一步优化企业的产品结构,推进非金属矿产资源精深加

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提高非金属矿产品附加值.

８促进砂石资源规模化绿色开发.提升优质砂石供给能力,

推动交通便利、市场前景良好的地区建设一批年产１００万吨及以

上的大型机制砂石矿山,引导砂石生产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

区域联动、供需平衡、绿色环保、集约发展的砂石资源开发局

面.鼓励利用废石和尾矿生产机制砂石,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水平.加强全省砂石资源调查,根据砂石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

交通运输条件等,科学划定集中开采区和开采规划区块,引导砂

石矿业权合理投放,确保砂石矿山开采不留残山残坡,促进规模

开发、整体修复.

(二)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结构.

１严格执行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设计标准.新建矿山严格执

行规划确定的矿山开采最低规模,不符合要求的不得新立采矿

权.规划期不再新建和改扩建年产３０万吨以下煤矿、年产低于

９０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适度控制小规模、低品位金属矿

产的开发,不再新建年产矿石３０万吨以下露天铁矿、１０万吨以

下地下铁矿、３０万吨以下铜矿.不再新建日处理岩金矿石３００

吨 (不含)以下的露天采选项目、１００吨 (不含)以下的地下采

选项目.不再新建和扩建钨金属储量小于１万吨、年开采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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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０万吨矿石量的钨矿 (现有钨矿山的深部和边部资源开采扩

建项目除外).不再新建年产５万立方米以下建筑用石材矿、６

万吨以下建筑用砂矿、６万吨以下砖瓦用粘土矿.

２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依据国家发展战略、产业

发展规划、市场供需形势、资源赋存状况等,推进矿山结构调整

和资源整合,逐步优化矿山规模结构,控制小型矿山数量,全省

大中型矿山比例力争提高到２５％以上.推动矿产资源向具有主

责主业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的重点骨干企业聚集,优化资源配置,

以补链延链强链为支撑,大幅提高产业集中度、市场竞争力,逐

步实现 “集中开采、规模开采、绿色开采”的发展模式.

(三)引导采矿权合理配置.

省级规划负责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出让登记矿种 (除

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的开采规划区块划定.市级规划负

责市州自然资源局出让登记矿种的开采规划区块划定.县级规划

负责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出让登记矿种 (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的集

中开采区、开采规划区块划定.

划定开采规划区块１１７个,按矿种划分:能源矿产１８个,

金属矿产９８个,非金属矿产１个.采矿权设置必须符合开采规

划区块管理要求,原则上一个开采规划区块一个主体,必须与规

划矿种方向一致.促进矿产资源整体开发,加强开采规划区块对

采矿权投放的引导作用,完善开采规划区块动态管理,为依法审

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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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作

为监管的重要内容,健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动态监管机制,

落实监督管理主体责任.

１严格矿产资源开发准入条件.按照矿山开发规模与矿床

储量规模相适应原则,严格执行新建和扩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设

计标准,严禁 “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新建矿山严格按照绿色

矿山建设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禁止采用国家

明文规定的淘汰类装备、技术、工艺,矿山设计开采回采率、选

矿回收率及综合利用率不得低于国家相关要求,对共伴生矿产应

具有综合开发利用方案或保护措施.

２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完善采矿权退出处置政策,结

合国土空间管控措施,通过调查摸底、分类梳理、系统分析,对

于不符合管控要求的采矿权,引导有序退出,并完成矿山生态环

境修复.有序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进一步巩固、深化露天矿

山综合治理成效.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矿山企

业,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等.

３强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加强矿产资源监督执

法管理体系建设,强化重点环节监管,构建覆盖地质勘查、矿山

建设、开发运营、闭坑治理、生态修复的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

优化监督管理内容和程序,制定监管清单.开展矿山动态巡查和

航空遥感监测,推动监管工作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加强信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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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完善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度,强化矿业权人

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管理,对浪费资源问题突出、破坏生态

环境、无证或越界开采、不履行法定义务等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

处,推动对违法和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形成从业主体自治、行

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监督管理机制.

４防范化解矿山安全风险.完善以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为重点的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推进煤矿机械化、自动化、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加快煤矿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和先

进技术推广,实施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和水害等煤矿重大灾

害预防性治理.完善非煤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人员定位

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在线监测系统.加强高陡边坡露天矿等重

点矿山以及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坚持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

六、矿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加强科技创新,

提高勘查开发水平,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促进矿业绿色转

型,深化矿产资源市场化改革,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

(一)加快矿业科技创新.

１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建设以部省重点实验室为龙头

的地质科技创新平台,整合省内科研资源,创新重大科技攻关、

成果示范推广和产业化发展的联合推进机制.搭建政产学研用相

结合的创新平台,围绕矿产资源管理重大需求,建设全省矿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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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智库,制订人才培养发展计划,培育一批适应新发展要求的高

水平人才队伍.加强地质资料数字化和信息共享,推动公益节点

和行业节点等接入 “地质云”,提升地质数据信息服务水平,推

动智能地质调查系统在各领域的全面应用.

２推动地质找矿科技创新.以地球系统科学和现代地学新

理论为指导,发挥科技在地质找矿中的作用,梳理制约找矿突破

的难题,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

大数据等综合技术方法,提高综合评价水平,形成一批原创性、

前沿性理论成果,指导地质找矿.开展浅覆盖区找矿技术方法研

究,完善地质找矿技术方法体系.以深地资源探测工程为引领,

加强深地探测科技创新理论技术方法及装备研究,探索深部资源

潜力,开拓找矿空间,努力实现深部找矿突破.

３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加强对低品位矿石选

冶技术、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矿山智能采选、井下充填开采等

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煤矿企业薄煤层智能开采、充填开采、保水

开采、“煤—气”共采等技术研究推广.突破复杂有色金属矿产

高效采选、非金属资源高值化利用等技术攻关.强化技术自主创

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尽快解决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存在的技

术瓶颈.

(二)加强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１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循环

利用,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伴生矿产,统一规划、综合开采、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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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坚持煤矿瓦斯先抽后采、采煤采气一体化.在陇东地区

探索煤炭与石油、天然气重叠区的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加强金

属、非金属矿产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尾矿、固体废物、废水

资源化利用.支持矿山企业技术、工艺和装备改造,在执行矿产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以及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最低指标要求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２完善节约与综合利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落实以 “鼓励利用”为导向的综合利用

标准体系.落实税费减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共伴生矿、低品

位矿和尾矿利用.探索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和财税、金融、科技等

部门的会商制度,发挥政策联动效应,督促企业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

专栏七　矿产资源高效利用重点领域

　　开展煤层气抽采利用、油页岩半焦综合利用、铜镍贫矿综合利用、低品位铁矿石选冶、钨

钼矿智能分选、含金矿石浮选回收率攻关与提升、铅锌矿 X射线智能分拣选矿、矿山废石尾

矿资源化利用等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攻关,全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三)全力发展绿色矿业.

１健全绿色勘查开发标准和评价体系.推行绿色勘查标准

规范,实现地质勘查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进一步完善绿色

矿山建设地方标准,逐步形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企业团体标准等相互配合,主要行业全覆盖,具有一定特色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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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结合实际,制定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和

管理办法,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实现差异化评价.

２加强绿色勘查.探索形成先进成熟的绿色勘查新理论、

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将绿色勘查理念贯穿于地勘项目设

计、实施、验收全过程.引导勘查项目减少槽探、硐探等工程手

段,研究推广遥感、物探结合浅钻、非常规地球化学勘查等绿色

勘查技术,从环境本底调查、道路修建和场地平整、驻地建设与

管理、勘查施工等方面,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

境的扰动和破坏.

３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

源利用与保护全过程,引导和督促企业采用环境友好、资源利用

效率高、能耗低、排放少的开采方式、工艺和设备,形成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矿业的发展模式.新建矿

山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

理.生产矿山加快绿色升级改造,逐步达标.在矿业权出让、延

续等审批中,明确矿业权人落实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积极创建金

昌等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实行绿色矿山名录动态管理,将绿色

矿山建设纳入矿产资源日常监管.

４推动智能矿山建设.探索矿山生产管理与遥感探测、大

数据、物联网、５G通信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的深度融合与集成创新,推动矿山自动化和智能化,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先行先试、示范引领,加强对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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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矿山智能系统、资源储量动态三维模型、井下机器人等技术装

备的研发和应用,探索可复制的智能化开采模式、成套装备、管

理经验等,加快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升级换代.

(四)强化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１落实矿山生态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矿山所在地政府、

矿业权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督促矿山企业认真履行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义务,切实做到 “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治理”.按照 “边开采、边保护、边修复”要求,因

地制宜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形成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植物群

落,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不断改进开采技术工艺,加强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因矿

产资源开发而引发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对不履行生态保护与修

复义务的矿山企业、矿业权人进行惩戒,对违反污染防治相关法

律法规的依法依规予以严惩.

２强化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建立

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加快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充

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手段,结合实地核查,加强对采

矿权人履行生态保护修复主体责任情况的执法督察.健全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跟踪评估基金的建立、提取、使用、

公示情况.

３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开展甘南高原、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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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河流域、沿黄走廊、陇中陇东黄土高原、“两江一水”流域

等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巩固提升祁连山及沿山地区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成效.深入推进白银、窑街、华亭等重点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按照 “谁修复、谁受益”原则,积极引导社会

资金、资源、资产要素投入矿山生态修复,采用自主投资、政企

合作、公益参与等模式,实施矿山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损毁土地

植被恢复、破损生态单元修复等工程,合理开展修复后的生态化

利用.

(五)推进矿产资源市场化改革.

１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推进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

调整,健全矿业权出让合同、矿业权登记和退出等制度.除国家

规定的协议出让矿业权外,其余矿业权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竞争性出让.做好矿业权出让与登记的衔接,推动矿业权管理

由 “审批制”向 “出让—登记制”转变,优化出让流程,提高服

务效率.开展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等直接出让采矿权的 “净矿”出

让,积极推进其他矿种的 “净矿”出让,探索完善 “净矿”出让

相关制度.开展必要的联合踏勘,加强出让前期工作.建立矿业

权出让项目库,做好与用地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的衔接,为矿业

权人顺利开展勘查开采工作提供便利.

２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深化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改革,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实现降本增效,更好维护矿产资源国

家所有者权益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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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优化矿业权登记、矿业权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压覆矿产

资源审批,实现全流程信息公开查询.推进甘肃省地质资料数据

中心建设,加强地质资料信息开放共享,开展各类地质资料综合

利用和深度开发.加强矿业权物权保障,完善因公共利益需要收

回矿业权的退出机制.

３加快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推进矿业权交易信息和矿业

权人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促进矿业权交易公开、公平、公正,逐

步构建产权明晰、制度完善、运行规范的矿业权市场.有序推进

数据互通共享,构建包括矿产资源储量库、矿业权出让项目库、

出让方案、出让公告、成交信息、出让合同、登记情况等的全周

期数据体系.依托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充分利用涵盖土地、

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为矿产资源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服务.健全矿业权交易市场监测监管和调控机制,运用大数据等

手段,实施电子化监督,强化对矿业权交易活动的动态监督和预

警.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投诉处

理机制,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六)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

支持白银、玉门、红古等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积极开展矿山深部及外围勘查,实现找矿增储,促进

新老矿山矿产资源有序接替.统筹城矿协调发展,引导独立工矿

区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促进资源开发与城镇发展、生态保护相协

调.进一步延伸资源型产业链,加大对资源型地区传统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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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实施多元化产业培育升级行动,因地制宜培

育特色新型产业集群.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将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

协同推进,建立统筹有力、协调有力、支撑有力的工作机制.省

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检查指导和监督落实

等工作.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生态环境、商务、应急、林草

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实化工作措施,形成工作合力,及时协

调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

到实处.

(二)严格规划审核.矿业权设置必须开展规划审查,对不

符合规划的不得审批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不得批准用

地.规划明确禁止勘查开采的矿种,不得新设矿业权,因共生、

伴生矿等情况确需综合回收利用禁止矿种的,应严格论证.对限

制开采矿种,原则上不再新设采矿权.市县要严格审核砂石土开

采项目,新设砂石土采矿权原则上优先向集中开采区布局,并符

合矿业权投放总量、最低开采规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措施等准

入条件.

(三)实施动态管理.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区域资源条件

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对规划进行调整的,必须严格进行论证,按

照法定程序审批.规划数据库原则上每年集中调整一次,并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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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监测评估紧密结合.各地于年初对确需新增或调整的勘查

开采规划区块进行调整后,统一纳入规划数据库.

(四)完善信息系统.加快矿产资源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建立涵盖全省的矿产资源规划统一数据库,加强与国土空间

规划 “一张图”以及其他信息系统的衔接.建设全省矿业权综合

管理系统,实现省市县三级矿业权审批业务全覆盖.完善全省矿

产资源储量数据库与矿产地数据库,优化矿产资源储量信息

平台.

(五)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加大对重点区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监管力度,将规划实施情况

作为矿产资源管理考核、自然资源督察和执法监察的重要内容.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

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动态监测重点任务进展、主要指标完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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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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