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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矿产 资源管理 的思考 

套 嚣蔫 霎 H；J 
、 粤募鏊 毫 譬 簧 莉甭芳虽 麟 ， 菜罾 一 盒 
二 萋 受 。其中开采无序及造成的 弄 ％-' ~)IJ／J ' ．／I IA 遍 芙 竿 几 浪费 境堡 

． 。． 一  孚菠若弄展综合利莆 '-r J／u o 箍 
、 一  ： 堡 丢攀 堕 宿踣桑衾葫 黄著 区、市) 箔 塾 主 塑

．
曩 未ttt经-审批擅 辜 葑 莳卣标， 。 、 

：普挛 垦堡 嬲  iI'XI'X~2005~ 1)2 夏 聿甚至f最 l ， 善足 ] 手 证 粪
i 1072韶837225 21 19 寨 一三 。 管理 素 一～～一。 (次)

，越界开采 起，非法转让矿业权 起，依 一、甄崮倒广贫骡冒。埋醌酉L刖原囚 

尊堕堡 霎 墨矿 施、 器筠盔 篦霎蠹 
， 堡 ， 秀齄  幂 芨箕 的法规。：耪  成 砉 章弄放 i潞vi- 曼耋薄

、 主 芦0、、 毒 搀。 非鎏番 要 ： 瞢 诚百 u了 薪宿 薪商。 ，在 霎
。 弯 掣 、 土r 磷 。、 妻堡 矿 权涯 、 业 出证、 希 备 、 rl I 卡才 孽

，建 是■些 摹 全羼 用 ， r产 资源遣 责任追 、蕞励境 勘 开某 监管 众墨的小 罨滥挖
，采富弃贫现象尤为突出，甚至有 荨 面 瞢运丽碴 禾磋 ， 覆 。 濂吾 芏罹 

些 富矿 也被 。I 
一 一 一 ， ． 、 ， ． 在许多方面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即使是已制定的一 

⋯ ．
(； 环咎 。 爹 开 一 些矿产资源管 制度也不够其体，不够细 不便操 源的过程中弓

．
I发了生态破 、 蟑污 和地质壅毒 作，不能很好的适应矿产资源管垣卖践酌薷囊 如《 

[收稿 日期]2011—02—10 

[作者简介]卜金超(1974一)，男，河北邯郸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矿产资源管理。 



3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3期 

法律依据 ，对其处罚~Hx,Y过轻 ，不利于遏制非法采矿行 
为的发生。同时，对企业资质、办矿条件的硬性规定还 

不完善；对矿业权人义务没有强制性规定等等。 
(二)利益链条繁多，监管机制混乱 
矿产资源管理丌发涉及到中央 、地方 、居 民之间的 

利益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之 问、地方与地方之间、 
区域与区域之间、政府与居民之间等众多的利益关系。 

在实际管理中，矿产资源所有权、经营权、行政权j者 
之间往往容易混淆，以行政权、经营权代替所有权管 

理，国家所有权受到条块的多元分割，国家作为矿产资 
源资产所有者代表的地位模糊，产权虚置或弱化，各种 

产权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缺 
乏协调，造成了权益纠纷迭起。中央虽然是矿业权名 

义上的所有普，但实际上大部分地方政府则是全面“掌 
控”和“配置资源”，中央的权益则很难实现。现行的矿 

产资源收益分配机制，使众多的利益群体之 间矛盾很 

深、关系很 紧张 ，社会 和谐 稳定受到影响。最典 型的 
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集中反映了当地居民没有得 

到任1'．．rtlk益，反而要承担采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开采地的居民和村、乡、 
县如果得到一些小利，则会愿意包庇非法采矿，甚至参 

与非法采矿。 

在利益的背景下，矿产资源管理变得非常混乱无 
序。首先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政府部 

门之间及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企业 

自我约束机制等都还存在不少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和 
各级权力部门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目标的驱使下， 

行使其权利来不是缺位、越位，就是错位，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瞎管。其次是管理机构臃肿，职能交叉，功能 

重叠 严重存在着重复管理，管理结构离散、功能紊 
乱，合力较弱，主体离散，管理不力。管理机构之间彼 

此协调不够、配合不顺、沟通不畅、矛盾重重，内耗严 
重，整，1＼’管理体系群龙无首，造成诸多不合理现象：不 
是“令 多门”，几路兵马同时兴师四方合围，使发案方 
无所适从；就是相互推诿，长期拖延不办、撒手不管、互 
踢皮球、冰冻雪藏，导致虚监、弱监、漏监、失监；严重影 
响了管理机构的威信，损害了管理的权威和效率，弱化 

了管理机制的整体效能 
三)发展观特别是政绩观的错误 

一 些地方的官员，重自己“政绩”，轻百姓疾苦；重 

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为了 
追求 GDP的增长，不顾资源、生态和环境的承受力度， 
不管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不惜采 
取以矿生财，甚至是反市场化的行为 (如寻租 、过度干 

预等)，越界开采、非法开采、无证开采、一证多洞开 

采，通过资源的“有水快流”政策，形成了掠夺式开发资 
源的糟糕局面，致使矿产资源资产开发利用中的短期 

行为相当严重。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不科学、不合 

理、利用率普遍偏低、浪费严重、消耗剧增、存量锐减， 
以及资源不合理及无序开发带来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 
便不足为奇。 

(四)不科学的消费方式 

在我国，全社会的资源忧患意识、保护意识和国家 
所有意识 比较薄弱 ，不科学的消费观普遍存在 ，“家大 

业大浪费点没啥”在很多单位、个人心中习以为常。这 
种消费方式就是奢华消费即奢侈与浪费性的消费。这 
种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的基本生活或合理的 

品位需要，而是满足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 

的奢侈欲望，其所消费的不是矿产资源的使用价值，而 

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是游排场、比阔气、攀 
比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方式致使大量的矿产资源波浪 

费掉，致使环境被严重破坏 ，社会风气严重败坏 。 

三、实现矿产资源科学管理的途径 

搞好矿产资源管理，就是遵循 自然和社会发展规 

律，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 
发展，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环境而 

放弃发展，坚持利用和保护相结合、开发和建设相协 

调，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合和良性循环。 

(一)明晰权能，理顺利益关系，进一步加强矿产资 
源法律体系建设 

首先，加强矿产资源管理法制建设。在深入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的基 

础上，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建设，建立符合我 
国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管理机制，确保资源的合理开 
发和有偿利用。在法律中明确界定矿产资源的国家所 

有权如何实现，明晰矿业权的各项权能。在物权法中， 

对矿业权作出定性定位的明确规定，提高矿业权有关 
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从法律上进一步强调国土资源 
部宏观调控职责，确立矿产资源规划的法律地位，突出 
矿产资源科学开发、合理使用、严格保护的核心地位。 
第二，理顺利益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正确 
处理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与矿产地当地政府和居民 

利益的关系，规范各级政府和群众合理的利益配置制 
度。在强调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当地政 
府和居民合理的利益，摒弃当前仅强调各级政府间的 
收益分配制度，在与当地居民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 
收益分成，并规定法定最低额度。同时，应探索将土地 
所有权与地下矿产资源开发相结合的新模式，如合法 
的矿产资源开发，应给予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相应的 
收益；发生非法采矿，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不及时举 
报，则要追究其相应的责任。第三，制定完善建设节约 
型社会的保障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构建节约 
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深化改革，建立节约资源的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强“三率”考核制度，通过制定 
科学合理的“三率”指标，促进矿山企业提高开采、利用 
矿产资源的水平 。 

(二)强化教育，以科学发展观引导干部群众树立 

科学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消费观 
首先，对地方官员科学政绩观的教育应摆在极其 

重要的位置。一些地方的官员，重自己“政绩”，轻百姓 

疾苦；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 

益；为了追求 GDP的增长，不顾资源、生态和环境的承 
受力度，不管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搞地方保护主 
义，不惜采取以矿生财 ，甚至是反市场化 的行为(如寻 

租 、过度 干预等)，越界开采 、非法开采 、无证开采 、一 
证多洞开采，通过资源的“有水快流”政策，形成了掠夺 
式开发资源的糟糕局面，致使矿产资源资产开发利用 

中的短期行为相当严重。当前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的 
混乱与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错误的政绩观造 
成的。所谓政绩观，是指从政者对政绩的总体看法和 
基本观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通过树 

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权力观和科学的发展观来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 ，搞清楚、弄明 白为谁谋求政绩，依靠 

谁创造政绩，由谁评价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j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工作 

是非得失的标准；要看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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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拥护不拥护 ，答应不答应 ；要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 
一 任，造福一方”。在任期 间要把能够干 出一番事业 ， 
创造一番业绩 ，为百姓谋得一些福祉 ，作 为 自己从政为 

官的追求。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想 
问题 、作决策、办事情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坚持科学 的 
工作态度 ，按 客观 规律 、按规 矩 、按 规 则办 事。要 对 

GDP有一个全面、客观的理解 ，不盲 目崇拜 GDP，不单 
纯追求 GDP的增长 ，更不能急功近利 、竭 泽而渔 、劳 民 

伤财、贻害子孙，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 
发展。 

其次，要积极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消费 
模式是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树立科学的消 

费观，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面对矿产资源的日 
益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要教育人们树立科学 

消费观，自觉将消费纳入到生态文明之中。树立合理 

消费、适度消费理念，消费要适应国情国力、生产发展 
水平和自然资源的状况，在满足生活需要范围之内，不 

过度地欲求，将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将 
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协调，消费数量增长与消 
费质量的提高相结合。树立资源节约型消费理念，建 
设节约型社会文化，营造浓厚的节约资源社会氛围，形 

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用先进文化 
来引导消费活动，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 
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树立可持续消费理念和循 
环消费理念，遵循生态规律，考虑环境因素，自觉调节 
消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使不可再生资源生产 
的消费品应能够循环利用，体现物质、精神与生态消费 
的和谐统一，既能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物质、精神、 
文化需求，又能确保人、社会和生态环境 良性发展，而 
不能以牺牲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 
价。树立新的矿产资源观，强化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大力提倡绿色消费，树立起全民爱护、保护、节约矿产 

资源的社会责任，引导广大消费者 自觉选择有利于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矿产资源 
的多目标开发、综合利用、节约等活动逐步变为全体公 
民的自觉行动，最终达到科学构建节约型社会的目的。 

(三)优化监管体系，全面提升矿产资源管理的质 
量与效能 

首先，优化监管系统，整合监管力量。组建主干的 
全国性监管机构，使其成为全国监管的中枢，负责各监 
管主体的纵横联系和总体协调。统一制定全国性监管 
规则与政策，使各监管主体应在明确分工、突出重点的 
基础上，求得监管原则、衡量标准和政策界限的共识， 

使之互相衔接，互相补充，消除监管的“空档”和“死 

角”。加强不同监管主体在处理跨地区、跨部门中的联 
系和协作，畅通信息渠道，使之统一行动，联手作战，充 

分发挥合力作用，变各 自为阵耗力糜时的离散监管为 
配合得力 、协调有序的整合 监管，形成 1+1)2的整体 

功能、聚合功能，多渠道、多方位了解掌握矿产资源管 
理的现实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教育和纠正，进一步 
提高监管效益 。 

其次，优化监管方式 ，变“开放”监管为封 闭监管。 

加强事前防范 、事中控制 ，把监管渗透到矿产资源管理 
的全过程。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前瞻性，注重 

从源头上治理混乱，将监管关 口前移，善抓苗头，防微 
杜渐，禁于未然，停于未果，使各种紊乱或违规行为在 

出事前就能被及时制止，大力强化同步控制。在监管 
运行上，从单向监管走向双向监管。单向监管敞开八 

方 ，易生钻漏洞之蛀虫 ；双 向监管环形 封闭，难有脱天 

漏网之鱼。所以必须提倡和开展相互监管，做到处处 
有监管，时时有制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空当。 

再次，优化监管主体，形成保护资源的强大社会力 
量。要有党内监管、人大监管和行政监管，要充分发扬 
民主，发挥人民监管的作用，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管。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监管的机制，动员公众的力量监管 

企业，举报滥开滥采矿产资源者。各监管主体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重点加强 
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贯彻和执行，打击滥开、滥采资源 
的行为，从而形成保护资源的强大社会力量。 

最后，严格责任追究，强化矿产资源保护的威慑 
力。在强化有效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严格责任 
追究制度，建立和落实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 
机制，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 
复”的原则，加强对现有和闭坑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的监管，对采取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企业进 
行严肃处理，对矿山开采中新产生的环境问题及时责 

令企业恢复治理。对严重违法违规的矿产资源开采企 

业或监管不到位的监管机构和部门，要依法追究其应 
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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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s the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thinking 

BU Jin—chao ．CHEN Zhen—yong 

(1．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2．Hand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Party School，Handan 056004，China) 

Abstract：In China’S mining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there exist disorderly exploitation，ineffil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se．These problems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regulations lag，the complex interest relationship and il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spending comcepts，etc．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through perfecting legal laws and regu— 

lations，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man— 

agement． 

Key words：mineral resources；question；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