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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矿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 — 以新疆哈巴河县金矿业和富蕴县萨尔布拉克金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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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西部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通过详细研究新疆北部的两十垒矿业——喑巴河县 

垒矿业和富蕴县萨尔布拉克金矿的发展史及投入产出，指出阻碍矿业可持续发展及造成严重生态破坏弄口环 

境污染的根本问题在于有关体制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对有关体制进行改革的建议，这些改革建议为国家西部 

大开发过程中杜她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溢生、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矿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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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部的矿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实现矿 

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如果 

能合理开发矿产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将矿业开发产生 

的超额利润转化为西部发展的原动力，开发西部的可 

再生资源，西部将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掠夺式开 

发，将宝贵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转化为个人、小集 

体、局部的利益，既浪费了资源，叉破坏了生态环境，危 

害子孙后代!现在应该是对西部矿业开发中的一些问 

题进行认真研究与冷静思考的时候了! 

以新疆为例，过去十年是北疆金矿业由起步到 

盛进而盛极而衰的十年。尽管在一个短暂的期间 

内，金矿资源的开发为局部的利益集团创造了超常 

的利润，但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浪费、生 

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将由今后几 

代人或几十代人承担。本文以新疆哈巴河县金矿业 

和富蕴县萨尔布拉克金矿为例，讨论阻碍矿业呵持 

续发展的体制性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1 哈巴河县金矿业和萨尔布拉克金矿 
十 年 痔 展 出 

哈巴河县金矿业和萨尔布拉克金矿是北疆金矿 

业近年来最为成功的典型。多拉纳萨依金矿和托库 

孜巴依金矿是哈巴河县的两个主要金矿区。该县黄金 

企业 1989年起步，1990年产黄金 2 711 65两，1992年实 

现“万两县”，1994年产量达到500 。先后建成6个金 

矿山和4个相关企业，职工人数高峰时达 1 001人，总 

资产5 126万元，年利税曾达到l 5∞万元。 

就投资与收益之比而言，萨尔布拉克金矿是新 

疆经济效益最好的金矿山。矿山由富蕴县政府与新 

疆地质矿产局四大队合营，企业性质为地方国营。 

到1996年底，矿山总投资仅 350万元，但已获得利 

润 6 685．47万元。已处理矿石 ll0 22万 t+生产黄 

金2 196．21虹，1996年利润达到l加1万元。 

目前由于可直接利用的氧化矿资源已经枯竭， 

没有资金用于寻找新的可用资源和开发利用原生矿 

的技术，哈巴河县的六个金矿山和萨尔布拉克金矿 

都已陷于停产状态。 

2 哈巴河金矿业和萨尔布拉克金矿的 

投入产出分析 

2．1 地勘费投入 

从表 l可以看出，矿床地质在哈巴河县的多拉 

纳萨依金矿、托库孜巴依金矿和萨尔布拉克金矿的 

勘察上分别投资 l 171．1万元 ．408 4万元和 240．0 

万元，分别占阿勒泰地区矿床地质勘察费用的 

6．98％、2．43％和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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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阿勒泰地区地勘费投入统计(万元) 

俐 el t曲k of slallstk of 0gy唧 Im 鼬  in 啦 re,on c ：10thoummd咖 ) 

项 目 费 用 项 目 费 用 

1．基础地质 4000 乍拉先格尔铜矿 148．7 

估计的 480 多拉纳萨依金矿 l171 1 

可估计的 3 520 萨躬布拉克金矿 240 0 

Ⅱ 矿产地质 l6 787．3 托库孜巴依金矿 蝴 ．4 

稀有金属 4 817 9 扎河坝膨润土矿 17 8 

自云母 3 092 9 喀流濉情石矿 107 7 

阿巴宫铁矿 164 2 Ⅲ 地质科研 3189．0 

蒙库铁矿 238 7 喀拉通克铜镍矿带地物化综合研究 150．5 

科克达拉铅锌矿 11881 阿勒泰原生含矿地物化综合研究 125 2 

铁木尔特铅锌铜矿 234 4 阿勒泰南缘铁铜多金属成矿带地物化综台研究 137．3 

喀拉通克 1号铜锿矿 800 0 阿勒泰地区盘铜镍铅锌矿预测区蝌报告 70 0 

喀拉通克2—3号铜镜矿 650 0 “305”项 目(办)组织的其它 3l项课题 2 706．0 

索尔库杜克铜钼矿 4孵．4 总 计 23 976．3 

阿舆勒铅锌矿 l号矿床 3 000 0 

注：资料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浩区专家顾问团地矿专业组课题组 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战略规划论证研究 ．1994 

一 个有经济价值的矿山地勘过程包括了基础地 

质、地质科研和矿产地质这三个阶段，只有矿产地质 

勘察阶段才是以生产为目的，直接针对特定矿床进 

行的。但是没有前两个阶段人力、物力的投入，不可 

能直接做矿产地质工作。如何确定基础地质和地质 

科研部分的投入在具体矿山上的份额是一个难以解 

决的问胚。在合理的情况下，在分配一个地区的矿 

产地质勘察资源的时候，在那些最终会产生较大效 

益的项目上会投入更多的经费。因此我们设定，特 

定矿山在基础地质和地质科研上的投入比例等同于 

在矿产地质上的投入比例。简单说，如多拉纳萨依 

金矿在阿勒泰地区矿产地质投入占6．98％，而阿勒 

泰地区基础地质和地质科研也有6．98％用于这一 

矿山。按此计算，在基础地质和地质科研方面，多拉 

纳萨依金矿、托库孜巴依金矿和萨尔布拉克金矿的 

投入分别为：501．8万元，174 7万元和 102-9万元 

上述计算中基础地质方面的投入相当部分发生 

于 20世纪 50～70年代。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应远远 

超过4 000万元。因此上述计算结果是偏低的 

在计算地勘投入时，不能不考虑历年来国家在 

地勘方面的投入。在阿勒泰地区有三个成建制的地 

质勘查大队：地质矿产部新疆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 

大队(简称四大队)：1957年建队 1992年末有职工 

810人，工程技术人员 178人。有色金属总公司新疆 

有色地质706队(简称706队)：1958年建队 1992 

年末有职工 330人，工程技术人员 75人。有色金属 

总公司新疆有色地质 701队(简称 701队)：1956年 

11月建队 在阿勒泰地区工作 20余年。1992年末 

职工 444人，工程技术人员 88人。 

此外在区内承担专项任务的还有区调一队、区 

调二队、第十一地质大队、物化探大队、地矿研究所 

等单位。特别是开展 305项 目研究后，有全国众多 

科研院所在这～地区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些单位尽 

管从305项目得到了经费，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医 

疗、退休等项经费还是经由各自渠道从国家获得的。 

这里只对四大队、706大队和 701大队的人力投 

入做一估算 估算的办法为：1)仍按前面的原则，多 

拉纳萨依金矿、托库孜巴依金矿和萨尔布拉克金矿 

分别占全阿勒泰地区地质勘察人力资源投入的 

6．98％、2．43％和 1．43％。2)按照各队成立到 1990 

年的时间段的一半计算平均每个职工在阿勒泰地区 

工作的年限(701队从 1957年计算到 1975年的一 

半)。3)按照每人年的人力投入相当于 1万元人民 

币计算。 

计算结果四大队为：(1990～1957)z 0．5 z 810 

×1=17 415(万元)；706队为：(1990—1958)Z 0．5 Z 

330 Z1=6 930(万元)；701队为：(1975～1957)Z 0．5 

Z 444×1=3 996(万元)。总计为 28 341万元 多 

拉纳萨依金矿、托库孜巴依金矿和萨尔布拉克金矿 

分别为：1 978．2万元、688．7万元和405．3万元 

■ I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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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计算中，完全没有考虑上述三支地质队 

伍以外其它地勘部门的人力投入，这使估算结果偏 

低。另一方面，上一世纪 勋 ～70年代工资偏低，计 

算时应换算为90年代的可比价格，这样一来每人年 

的人力投入按 1万元计算比较切合实际(包括工资、 

医疗费、养老、住房、补助等) 在册职工中有相当部 

分是在 70年代以后进人地勘队伍的，因此在估计平 

均职工工作年限上可能偏高一些。综合考虑上述因 

素，这一估算结果应当比较接近客观情况。 

在上述计算基础上，表 2中列出了 3个矿山的 

地勘费投入情况。 

表2 哈巴河县两个金矿山与萨尔布拉克金矿山 

地勘人力资潭投入情况估算(万元) 

Tabl~2 Evaluation 0f ge010 expl~mfion and 

human 轴I 订 血 tothe咖 goM r I面嚷 IbbaIle 

呻 andSarbulak g0Idmi cⅢ ：10 thousand RMH 

注：资料来源同丧 

即使不考虑武警十五支队在阿克齐金矿和新桓 

地质矿产局物探大队在萨尔朔克金矿的投入，从国 

家的角度看，历年来在哈巴河各金矿勘察中共投入 

了3 651 1+1 271．8=4 922 9万元的地勘费用。 

2．2 金矿业的产出 

哈巴河县金矿与萨尔布拉克金矿的产出见表3 

表 3 金矿业的产出(万元) 

Table 3 1】t ldm 0I】 the ~tmlies 

【unit：10 llI州嘲J RMB】 

2 3 金矿业的善后 

哈巴河县的 6个金矿 1998年后总体上已经不 

再盈利了。现在一个仍由个人承包，一个完全倒闭． 

两个卖给了私人，两个正在进行资产评估 (也要出 

卖)。最大的金矿已经四年没有盈利。今年县里以 

200～300万元的价格将全部地质资料与固定资产卖 

给了私人金矿主；按合同今后每年向县提交 180万 

元。这笔经费包括下岗金矿工人的生活保障金、税 

收、环保、土地、草原、资源补偿费等全部费用 

萨尔布拉克金矿 1998年由私人承包一年，1999 

年停产。可以认为上述矿山作为国有资产，已经可 

做为终结矿山处理。 

(1)矿山残余净资产：哈巴河县 6个金矿山现余 

净资产 3 113万元，其中仅汽车、矿山机械，部分输 

变电设备、部分办公楼和宾馆尚有使用价值，其余固 

定资产如车间、宿舍、选厂、矿区道路、输供水设施等 

已几乎完全失去回收价值。估计实际能够收回的总 

资产不超过 1 000万元 

(2)下岗职工：哈巴河县金矿业下岗职工约720 

人，按每人每月2OO元最低生活费用发放，每年县财 

政需负担 172，8万元。假设平均仅负担 1O年，则为 

1 728万元(或者每人的遣散费 2．4万元)。 

(3)环境与生态整治：哈巴河县 6个金矿采区留 

下长 100～500 m长、宽 30～50 m、深 40～50m的废 

矿坑 7个，另外还有几十个小采坑和 3个尾矿坝。 

生产过程中共使用氰化钠 695 t，目前仍有部分在尾 

矿坝和废矿堆里残存。按照 1988年 1O月 21日国 

务院通过的土地复垦规定，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 

破坏的土地应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 

状态。对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企业和个人，土地 

管理部门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每亩每年 

200元至 1 000元的罚款。哈巴河县的 6个金矿共 

开采矿石量 149．88万 t，连同剥离废石按最保守的 

估计计算，合计约为200万 t 

哈巴河各金矿企业实际使用土地草场面积为 

1．5 km2
， 目前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土地复垦工作，每 

年应交纳罚款至少 45万元。如果进行土地复垦，仅 

将 200万 t废矿渣和尾矿重新运回矿坑填埋，按每 

吨2f】元计，即需4 000万元。 

萨尔布拉克金矿到 1996年上堆生产的金矿石 

110．22万t，连同剥离废石按最保守的估计，合计约 

为 150万 t。目前大部分堆浸后的矿石仍在原处堆 

放，开采出的废石和围岩堆放在长约 12 km、宽约 2 

km的区域内，数十个深达数十米的矿坑未进行任何 

处理 按照国家土地复垦和环境整治的要求，至少 

需经费 3 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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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力资源开发：在金矿业发展期间，有60多 

名职工由公费、公助或自费进入大专院校学习。如 

果按每人由黄金利润中投入 2万元计算，这部分费 

用约为 120万元。 

(5)对哈巴河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年金矿 

业促进了哈巴河县交通、通讯、电力事业的发展，也 

为今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金矿业停顿 

后，许多按金矿业兴盛时期经济规模建设的设施，现 

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找到新的 

经济增长点，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无法收回。 

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应当综合考虑这两方面因素。 

2．4 投入、产出分析 

按照我国法律，矿山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及下 

岗职工的善后工作应由矿山负责。如果哈巴河县的 

6个黄金矿山和萨尔布拉克金矿是纯粹意义上的国 

营企业，由于在矿山生产时所产生的利润全部上缴 

国库 ，企业和工人享受其他企业相同的待遇，企业停 

产后 ，国家应当对下岗工人和环境的善后事宜负责； 

如果这些企业是纯粹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当地行政部门就有责任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环 

保法进行生产，或者边生产边治理，或者要求企业在 

生产赢利中，提取适当利润以备矿山关闭时用于环 

境生态整治。问题在于上述金矿是一种不规范的所 

谓股份制企业；就其本质而言，并非真正的国营企 

业。矿山的赢利并未进入国家财政。现在需要对矿 

山进行善后处理的时候，当时获利的单位叉不可能 

拿出钱来做这件事。 

投入、产出的分析结果见表 4。 

表4 哈巴河县各金矿和萨尔布拉克金矿投入产出分析【万元) 

1 4 Staasaes ofthe alld 0【】tpl出 from删 dm 皿 时 alld s日rb呲  

【unit：10Ⅱ目u lIMB) 

投 ^ 产 出 

哈巴河县 萨 矿 哈巴河县 萨 矿 

地勘费 4 922 9 748．1 利润 5 394 2 8193 9 

下岗职工善后 1 728 0 273 6 资源补偿费 223 0 不详 

环境生态整治 4 000 0 3，000 0 黄金发展基叠 326．0 129 5 

矿山投资 已回收 已同收 土地使用费 78 9 不详 

草原使用费 7 3 不详 

环保费 23．0 不详 

资产净值 1 000 0 不详 

凡力资搦【开发 120 0 不详 

小 计 10．650 9 4，02I 7 7172 4 8 323 4 

结果表明，十年金矿开发损失了宝贵的不可再 

生的金矿资源，经济上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反而 

哈巴河金矿业亏损 3 478、5万元。尽管萨尔布拉克 

金矿盈利 4 301．7万元，但其分配体制上有很大的 

不合理成分；如果把生态赤字再算进去，那更是一件 

赔本生意。 

3 体制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 

回顾北疆金矿业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 

是现行体制中下述弊端造成了当前的局面：1)矿产 

资源是国有资产，国家投资勘察获得的可供开采利 

用的矿产资源更是国有资产。目前怍为其形态的采 

矿权实际上是与行政权利相联系的，导致这部分国 

有资产严重流失。只有采矿权的市场化才能扭转这 

种局面。2)地方政府财政包干制度和领导干部的 

任期责任制度 3)经济活动中的政企不分问题 

4)政府职能部门如环保局 、矿管站、土地草原财水资 

源管理部门以收定支的政策。5)法治建设仍停留在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始阶段，没有根据形 

势及时制定相应法规。6)企业产权缺乏明确界定， 

责、权、利不能统一协调。7)监督机制不健全，各种 

腐败难于禁绝。8)矿业在合理开发的情况下，在一 

定时期内可以提供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问题在于这一超额利润的基础和谁来支配。怎样才 

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一建立在全民所有的不可再生 

矿产资源基础上的超额利润真正造福于人民，并为 

地方经济的起飞发挥作用? 

萨尔布拉克金矿是北疆金矿业最成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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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这一矿 山产生了超过 4 000万元的纯收 

益 按照《矿产资源法》该金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 为了找到萨尔布拉克金矿，数以千计的地质工 

作者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工作的投资主体是国家。但是这一金矿开发中 

产生的利润归于了富蕴县政府和地质四大队。全民 

所有的利益转化为地区和部门的利益，其中还有卡H 

当部分转化为少数个人的不正当利益。而采矿留下 

的大量环境和生态问题却等待着国家去投资治理 

地质勘察是一种风险投资。不同的地勘部门在 

阿勒泰地区工作，有的找矿、开矿，效益很好；有的则 

完全没有收益。这种收益的多寡与地质勘探水平和 

管理水平的高低，有时完全没有关系。如何解决由 

此产生的苦乐不均问题呢 

目前由当地政府与地勘部门联合办矿的体制造 

成了许多弊端。由于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有任期 

的，每个负责人都希望在自己任期内做出政绩来 ，存 

自己任期内从金矿业中获取最高利润。在明知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在同一矿体上硬性上几个矿l【J以便 

“有水快流”，“弃贫采富”吏是掠争}生的。如果环保、 

土地、草原、水利、矿管部f]认真执法．严格管理，矿 

山的盈利必然减少，在县委书记兼任金矿企业的董 

事长，矿山盈利直接进入县财政的大El袋的情况下． 

这些部门不可能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法规。 

资源条件好的矿山，即使管理混乱，贪污盗窃， 

矿山仍能够盈利；资源条件差的企业，则不然 在这 

种情况下，不可能提高矿山企业的管理水平 边疆 

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就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 

题。国有矿山企业人员超编．人浮于事又增加了矿 

山关闭后的善后困难， 

说到底，在经济体制改革深人的今天，如果不对 

矿业体制进行改革，“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已是一句 

空话!谁能代表国家?矿山企业、各级政府都成了 

利益主体，在争取局部、个体利益时，他们争相代表 

国家，国有的矿产资源变成了竞先掠夺的“唐僧肉”． 

国有的生态环境变成了人人都可 使用，人人都不 

负责维修的单位“公车”。更为严重的是，在由权力 

而不是由市场机制、经济规律进行国有矿产资源的 

分配和管理时，腐败的滋生是必然的。 

4 体制改革建议 

(1)政府退出以找矿和开矿为目的的地质勘察 

事业，政府只投资于社会公益性的、基础研究性的地 

质工作。一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单位的人员 

不得参与有报酬的地质勘察和矿山企业的经济活 

动。矿山企业必须是独立的经济实体。 

(2)外商、国有、集体、个体矿山企业在遵守国 

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享有平等的勘察、开采矿 

产资源的权利。 

(3)政府各职能部门依法监督矿山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征收资源税、排污费、土地使用费等各项 

税费，同时保证其合法经营活动的进行， 

(4)公布由国家投资取得的全部地质矿产勘察 

资料，任何企业和个人均可自由查阅(有特殊战略意 

义的矿产资源资料除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投资， 

通过转让探矿权的方式收回。 

(5)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由国家转让探矿权。 
一 个地区的探矿权的起拍价应当是国家在该地区进 

行的地质勘察工作投资的总和。 

(6)取得探矿权后，企业将主要依靠 白有资金 

或经商业渠道获得资金从事矿山勘察工作 找到矿 

LU后，依法交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方可获得采矿 

权：可自行开采，也可出售。 

(7)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由国家出让现有矿山 

的开采权 ，任何企业均有权参与竞拍。 

(8)企业只准开采依法获得采矿权的那一部分 

矿产资源；且受国家的保护。 

(9)探矿权和采矿权可 买卖、出租和抵押。 

(1O)应加强除乌鲁木齐等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农 

牧区和自然环境保护区的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加强充实各级特别是县级环保专业队伍，保证开展 

工作所必须的经费、设备和交通工具， 

(11)环保部门除依法征收排污费外 ，根据矿山 

生态破坏的状况，要求企业提交生态恢复专项储备 

金。这笔经费属于企业所有，只准用于生态恢复 

企业在改变经营内容、转产、转卖 、破产时，此专项经 

费转归环保部门管理，用于后续生态恢复工作。 

上述改革的设想对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做了 

重大修改，也与我国现行矿业体制有较大冲突。实 

行上述改革的时机也还不尽成熟。但是进行上述改 

革有如下好处：1)地质勘察部门和矿山企业实现了 

可持续发展。它们的经营方式是使用自有资金或从 

银行获得贷款购买探矿权，找到矿后自己开采或卖 

给别的企业 水平高、管理好的企业可 在归还银 

行贷款后还有盈利，进而投入新的探矿或开矿活动， 

实现良性循环。水平低 、管理差的企业则在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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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竞争中被淘汰。这种压力也将促进地勘水平和 

管理水平的提高。2)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成为代表 

全民利益的资源与环境、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管 

理者。有利于公正执法，杜绝腐败；资源浪费、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较易得到解决。3)国家花费了 

巨大投资获得的地勘资料公开后体现了经济价值。 

因为任何人即使拿到资料．买不到采矿权也是没有 

用处的。也杜绝了地勘人员向企业或私人出卖地勘 

资料谋取私利的渠道。4)可以使采矿获得的超额利 

润最大限度地归于国家和全民所有。 

如同美国西部大开发中的“淘金热”，北疆黄金 

矿业开发史叉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国家投入巨资查 

明的可利用的氧化矿已经枯竭，在开采中赚了钱的 

企业期待着国家再投资于新的资源勘察，或者投资 

发展利用原生矿的技术和设备。这一轮开发中创造 

的财富既没能用于今后矿业开发的先期投入，也未 

能成为当地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原动力。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 

着许多完全不相容、有时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和利 

益驱使模式。在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有资产 

的流失和腐败的滋生，而这可能就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原始积累过程。 

后 记：在本文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我国矿业体制的改 

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本文提出的探矿权采矿市场化的建议 

已经逐步得到实施。比较1986年“矿产资源法”公布以来的 

相关法规中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86年 3月 19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 ：“采矿权不得买卖 、出租，不得用作 

抵押”。否则“没收违法所得 ，处 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 

1994年 3月 26 13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 

转让矿产资源的．买卖、出租采矿权的，对卖方、出租方 、出让 

方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用采矿权作抵押 

的．处以 5 000元以下的罚款”。 

1997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的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市场化有了松动．规定 “国 

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同时规定：“禁止将 

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 

1998年 2月 12 13国务院下发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 

办法，对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文件丰涉及让出方和受让方间的经济问题，这实际上默认了 

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有偿转让行为。 

200O年9月 1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土资源部等五 

部委局“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 

的若干意见”，对外商开放非油气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 

权市场。规定：“允许外商购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非油气矿 

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外商投资取得的非油气矿产资源 

探矿权、采矿权可以依法转让”。文件并为外商到西部地区 

开发矿产资源提供了比国内集体和个体企业更为优惠的条件 

上述文件法规落实到实处仍需很多时间和工作，本文提 

出的在矿业体制上的其他问题至今从理论和立法上仍未解 

决。现有政策法规仍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采取区别 

对待的政策，这就为政府退出矿业经济活动，全力履行政府 

的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职能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 

本文提出的一些建议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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