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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开展储量调查的目标任务， 总结了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 浅析了调

查成果在加强矿政管理、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确保资源安全等方面的应用。 调查成

果不仅在于摸清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及其利用现状， 更在于把这些成果应用到实际管

理工作、 充分发挥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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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的目的意义和主要任务

１ １　 目的意义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

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６］ ４ 号） 精神， 全面掌握矿产资源储量利用情况、 摸清资源储量 “家
底”， 进一步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和管理工作， 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 ２００７ 年底，
国土资源部印发了 《关于开展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利用调查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 ［２００７］
１９２ 号）， 启动了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利用调查，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１ １ １　 强化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促进矿山储量动态监管的重要前提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矿山企

业不断分立、 重组、 重新整合， 使原有矿权登记、 归属问题复杂化， 导致矿产资源储量统计

数据不清、 可靠性不断降低。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高强度开采矿产资源， 加上

政府管理机构和职能调整， 致使现有资源储量数据不实。 企业由于种种原因， 对矿产资源储

量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报、 少报、 瞒报、 不报等现象， 致使现有矿产资源储量、 产量统计数据

不真实。 因此， 系统清理矿产资源储量及其利用状况， 是加强储量管理、 促进矿山储量动态

监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１ １ ２　 科学编制矿产资源规划、 合理设置矿业权的重要依据

我国曾一度由部、 省、 地、 县四级矿产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发放采矿证， 不同程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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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采矿权设置交叉、 叠置、 异地使用等不协调情况； 因利益驱使， 一些应该注销或灭失的采

矿权没有及时办理注销， 非法转让采矿权以及越界越层开采时有发生， 乱采滥挖、 掠夺性开

采导致资源严重浪费； 矿业权圈而不探、 以探代采、 跑马圈地现象普遍， 严重影响矿业市场

良性发展和资源储量管理； 因矿产资源税费与矿产品产量挂钩， 一些矿山企业上报数据不符

合实际， 等等。 因此， 开展项目调查是编制矿产资源规划、 科学设置矿业权的重要依据。
１ １ ３　 制定矿产资源宏观调控政策、 促进产业合理布局的客观需要

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利用数据是国土资源规划、 管理、 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础性资料， 也

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 基础数据不准、 资料不实、 信息不全将严

重影响我国矿产资源和矿业管理水平， 影响规划的科学性以及资源领域的宏观决策， 制约着

矿产资源参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质量。 因此， 全面、 准确、 翔实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是制定

矿产资源战略和调控政策、 促进矿产资源产业合理布局的客观需要。
１ ２　 主要任务

１ ２ １　 矿产资源储量及其利用现状核查

以矿区为核查单元， 以块段为核查基础， 全面核查我国石油、 天然气、 煤炭、 煤层气、
铀、 铁、 锰、 铬、 铜、 铅、 锌、 铝土矿、 镍、 钨、 锡、 锑、 钼、 锂、 稀土、 金、 银、 磷、 钾

盐、 硫铁矿、 硼、 重晶石、 萤石、 菱镁矿 ２８ 个矿种 （类） ２５０００ 多个矿区累计查明、 消耗、
保有、 占用、 未占用资源储量， 摸清矿产资源储量的数量、 结构、 品质、 分布及开发利用现

状，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宏观决策提供基础支撑。
１ ２ ２　 建立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督管理支持系统

建成集 ２５０００ 多个核查矿区、 省级汇总成果数据库和全国汇总成果数据库群于一体、 包

含储量增减、 矿产品产量和 “三率” 等， 适合当今需求的资源储量动态监督管理支持系统，
探索并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 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长效

机制， 为国土资源部门高效履行矿政管理职能提供技术支撑。
１ ２ ３　 提出矿产资源战略、 规划与综合政策建议

通过综合研究， 为我国能源矿产与非能源矿产资源规划制定， 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调整， 资源储备， 区域经济布局， 资源、 产业政策的制订， “两种资源” 和 “两个市

场” 战略的实施以及矿产资源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 国家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等方面的

决策提出高水平意见和建议。

２　 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的主要成果

经全国各省区市 ６７４ 支核查队伍， ３ 万余人， 耗资 ２２ ５ 亿元， 历时四年的艰苦努力，
完成 ２８ 个矿种全部 ２５７５３ 个矿区核查任务， 形成矿区核查报告 １ 万 ６ 千多套， 省级汇总报

告 ５５０ 套， 全国单矿种调查报告 ２８ 套， 图集 ３００ 余册， 调查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２ １　 编制多套技术规范， 夯实了资源储量核查与管理的基础

根据项目总体实施方案， 按照统一组织领导、 统一技术思路、 统一核查方法、 统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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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进度安排的 “五统一” 原则， 以矿区核查为核心、 全要素空间定位为特色、 全程计

算机化为手段， 突破矿区资源储量分割与估算、 空间数据融合、 数据自洽性检查和资源品位

—吨位和成本—吨位构成模型等关键技术难题， 编制了 《矿区资源储量核查技术要求》、
《煤炭矿区核查技术要求》、 《矿区储量核查成果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 等贯穿核查工作全过

程的 ５ 套技术规范。 这些规范不但保证了本次核查的质量， 而且为今后矿产资源勘查和储量

管理积累了重要的技术资料。
核查数据是否可靠， 矿区资源储量核查是核心。 针对原上表矿区以矿区、 矿权、 矿山为

上表单元， 造成上表矿区范围重叠、 交叉或遗漏等混乱局面。 本次核查提出根据矿区、 矿体

与矿权 “三围” 空间叠置关系， 按照 “以新压旧、 不重不漏” 的原则划分矿区。 从矿区历

次勘探报告的对比分析着手， 重新划分矿区， 估算资源储量， 保证了上表矿区不重叠和资源

储量全覆盖。 同时， 确立以块段为基本数据采集单元、 采矿权为核查单元、 矿区为统计单元

的矿区核查 “三单元” 技术原则， 以及矿区储量核查工作的六步骤路线［１ ～ ２］。 从源头上保

障了核查成果的质量和可靠性。
２ ２　 全面摸清了 ２８ 种矿产资源储量， 维护了国家储量数据的准确性

全面摸清了我国 ２８ 种矿产全部 ２５７５３ 个矿区累计查明、 消耗、 保有、 占用、 未占用资

源储量的数量， 结构、 分布及其利用现状。 核查后保有资源储量增加超过 １０％ 的有 ６ 种，
分别为煤层气、 总稀土、 钾盐、 锂矿、 钼矿、 铝土矿； 减少超过 １０％ 的有 ８ 种， 包括锰、
锡、 锑、 重稀土、 重晶石、 萤石等。
２ ３　 发掘大量新增资源储量， 提升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可供量

通过对未上表、 漏上表、 错上表、 尾矿和堆置场等资源储量全面核查， 以及根据工业指

标变化重新估算资源储量， 发掘出大量新增资源储量。 增量最大的是稀土、 银、 钼、 铝土矿

等， 相当于新发现若干个超大型稀土矿床、 １０ 个超大型银矿床、 ３０ 个大型钼矿床、 １６ 个大

型镍矿床、 １５ 个大型铝土矿床、 ７ 个大型锂矿床、 ６ 个大型铜矿床、 ４ 个大型钾盐矿床， 资

源潜在价值超 ６ 万亿元。
２ ４　 首次系统查明 １４ 种煤类资源储量及其分布， 为煤炭资源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系统查明了我国 １４ 种煤类资源储量的数量、 灰分、 硫分及其空间分布， 并按国家、 省、
矿区 ３ 个层次编制分布图， 为煤炭资源规划、 开发、 保护及精细化管理提供了依据。 同时，
从原始勘查报告入手，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找煤阶段提交的 ７８００ 亿吨煤炭资源量进行了重新厘

定， 认为其实际已达到 ３３３ 级别， 从而将使我国煤炭保有资源储量达到 ２ 万亿吨， 大幅度提

高了我国煤炭资源的保障能力。
２ ５　 查明 ２８ 种矿产资源储量配置情况， 为资源开发规划提供了依据

系统查明了我国 ２８ 种矿产保有资源储量配置 （采矿权占用）、 未配置 （未设采矿权）
的数量、 品质和空间分布。 配置率较高的矿产有镍 ７３％ 、 锡 ６９％ 、 钾盐 ６７％ 、 钨 ６７％ 、 萤

石 ６４％ ， 锑 ６４％等； 配置率较低的矿产有铁矿石 ４０％ 、 重稀土 ３４％ 、 铝土矿 ２８％ 、 煤炭

２６％等。 一些重要大宗矿产资源储量配置率偏低， 大量资源储量没有配置， 属 “国家库

存”。 科学合理配置这些资源， 可在较短时间形成产能， 缓解我国矿产资源供应压力， 降低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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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依存度， 对促进我国资源供应意义重大。
２ ６　 矿产资源空间数据库和储量动态管理支持系统为实施 “一张图管矿” 搭建了平台

建成基于 ＧＩＳ 技术的矿产资源空间数据库， 并按 ９ 类三层次实现矿产资源储量及其利用

状况的精确空间定位［３］， 实现了资源储量管理从一维属性数据管理向以块段为最小数据单

位、 按 “块段→矿体→矿山→矿区” 模式的二维半空间数据进行双向储量数据管理的飞跃。
数据库涵盖了各省份， 包含 ２８ 个矿种 ２５７５３ 个矿区， 集资源储量数量、 类型、 结构、 品质、
空间分布、 开发利用状况、 矿业权人信息等和矿区平面套合图、 采掘工程分布图、 资源储量

估算图、 资源利用现状图以及典型勘探线剖面图等五大类电子图件于一体的大型空间数据

库， 总容量超过 ３０００ ＧＢ， 为实现矿产资源储量空间管理奠定了数据基础。
建成基于 Ｂ ／ Ｓ、 Ｃ ／ Ｓ 双重架构的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多级汇交系统， 实现储量数据采集上

报、 监管自动化和储量管理工作全程计算机化［４］。 建成集 ＤＥＭ、 遥感、 资源储量 ＧＩＳ 专题

数据于一体的储量动态管理系统， 设计完成矿山动态监测图形空间数据规范和储量电子台帐

管理子系统， 可追溯保有、 采空、 损失的演变过程和空间位置， 实现矿山资源储量动态监

测， 为实施 “一张图管矿” 奠定坚实基础。
２ ７　 提出并测算我国 “可回收资源储量”， 重新厘定了我国重要矿产资源的国际地位

为客观反映我国保有矿产资源储量的实际可供量， 提出可回收资源储量概念和测算模

型， 并从矿区级别逐一测算了 ２５ 种矿产可回收资源储量。 测算表明， 我国多数矿产资源可

供量增加， 矿产资源国际地位有较大提升。
２ ８　 综合分析调查成果， 提出我国矿产资源国情的若干新认识和建议

一是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开始回升， 资源国力增强， 但重要大宗矿产供需形势仍不容乐

观， 找矿勘查工作应获得持续稳定支持； 二是盘活资源存量， 合理配置未占用资源， 提升国

内供应能力， 有效缓解资源供应瓶颈； 三是针对新变化、 新情况， 国内和境外找矿勘查工作

方向和重点应作出适时的科学调整； 四是加强储量管理体制建设， 实行矿产资源分类精细化

管理。

３　 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利用调查成果应用

调查项目取得了重大成果， 并将在资源储量管理、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 确保国家资源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得到广泛应用。
３ １　 应用于资源储量管理

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成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用于更新全国储量登记统计数据库。 各省

区市已完成 “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 与 “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核查成果数据库” 的衔接， 实

现了对原储量数据库的修正和更新。 国土资源部据此发布了新的更加权威和可靠的矿产资源

储量数据。
３ ２　 应用于动态监管及矿政管理

调查成果空间数据库及其动态管理支持系统已全面应用于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督管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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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核查标定的 ２５ 种矿产 ２５０００ 个矿区、 矿体、 矿权三者的空间关系清晰， 从根本上解决

了矿区划分混乱、 矿权重叠和矿权边界设置缺少依据等问题。 各省区在矿业权配置、 矿业权

转让、 资源价款返还等矿政管理方面也广泛应用调查成果， 不仅解决了矿业权管理中存在的

难题和遗留问题， 而且提高了矿政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为国土资源部门履行矿政管理职

能提供了技术支持。
３ ３　 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河南、 广东、 陕西、 湖南、 河北等十几个省区， 在省级矿产资源利用专项规划、 地区经

济发展 “十二五” 规划方面， 广泛应用本项成果， 大幅提升了专项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有力地支持了区域经济发展。 各省区在编制 “３５８” 找矿行动计划、 整装勘查工作部署、 开

展地质找矿、 成矿规律等基础性研究等方面， 也广泛应用核查获得的扎实资料， 有力地促进

了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 重要矿产勘查、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３ ４　 应用于矿山生产设计

湖南等省依据本辖区内的核查成果， 对未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和未利用矿区进行了认真

梳理， 满足矿业权人的资源需求。 调查成果对矿山企业的开发规划、 生产决策也日益显示出

潜在的应用价值。 矿区核查数据在矿山企业寻找接替资源、 挖掘有效储量、 科学生产设计、
提高资源利用 “三率”， 保护和治理矿山地质生态环境等方面同样具有应用价值。
３ ５　 应用于资源税费管理

全面掌握准确、 真实的各类保有资源储量、 结构、 数量、 品质、 空间分布、 占用情况以

及完整、 清晰的矿业权等资料数据是国家征收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以及企业 （单位）
转让矿业权价款的前提和基础。 资源税费与矿产资源储量、 资源产量、 矿产品销售收入以及

矿山企业回采率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矿产资源税费

合并、 征收标准提高、 反映资源优劣价格、 统一从价计征方式等措施将有利于减少企业

“挑肥拣瘦”、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开发利用。 调查成果还可应用于国

家有关部门测算资源税费收入。
３ ６　 应用于资源战略研究与判断

调查项目摸清了矿产资源储量 “家底”， 不仅对不同矿种和不同类型资源开发利用潜

力、 保障程度、 资源安全水平做出了科学论证， 为国家准确掌握矿产资源国情提供了全面、
系统、 扎实的基础资料， 而且还有助于评估国内资源供应能力、 分析我国资源安全供应底

线。 同时结合全球资源格局、 我国经济发展趋势， 研究提出相关全局性、 前瞻性的判断， 为

我国能源与非能源矿产资源规划制定、 能源结构调整， “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 战略的实

施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３ ７　 应用于地质科学研究与管理

有效应用此次核查工作获取的资源储量国情的新认识， 有利于调整找矿思路、 加强地质

勘查、 调控开采总量、 科学配置资源、 发现低成本优质资源。 充分发挥该项目编制的多套技

术规范和调查数据资料的再利用价值以及年轻地质科技工作者在地质调查、 重要矿产勘查、
资源储量管理等方面的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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