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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矿业开发给贵州省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矿业荒漠化和环境地质灾

害。 虽然贵州省矿产开发的历史比较悠久 ,但解放前的生态破坏和矿业污染仅局限在个别地区 ,解放后

出现的三次大规模资源环境破坏 ,给贵州省矿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矿产资

源的无序开发对环境的危害最重。 导致贵州省矿业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包括:矿产资源价值的严重扭

曲 ,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部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 ,以及资源导向型的脱贫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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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省素有矿产资源大省之称 ,汞、铝、磷、煤、

锑等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截止 1997年底 ,全省已发

现矿种 122个 ,其中有 40种居全国各省的前 10位。

丰富的矿产资源不仅奠定了贵州省以矿业为基础的

工业体系 ,支撑起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 ,创造了昔

日的辉煌 ,而且为众多非公有矿业企业 (个体、集体、

乡镇 )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矿业开发在为国民经济做

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给贵州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危害。贵州省矿业长期处于一种小规模、低水平、

高分散、高污染、高浪费、低效益的粗放状态。全省大

小矿山近 1. 2万个 ,其中国有矿山 412个 ,大中型矿

山仅 40多个 ,相当多的矿山是无证开采 ,矿山秩序

混乱。 浪费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矿业环境问

题非常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

比重的不断增加 ,各种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矿业企

业将不断增加。面对既成事实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和新增矿业开发难以解决的“小而散”问题 ,贵州省

必将陷入矿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两难的

抉择
[1 ]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同时 ,如何处

理好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 ,是贵州

省乃至西部省份在西部大开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　贵州省矿业开发引起的主要环境问题

　　贵州主要矿产如煤、锑、金、汞、铅、锌、磷、铝土

矿等均蕴藏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喀斯特石山区
[2 ]
。 一

旦开发 ,特别是一哄而上的超强度破坏性开发 ,先是

砍伐树木 ,搭盖工棚 ,建井衬坑 ;然后是破坏植被 ,占

用土地 ,造成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 ;再后是废石、尾

矿堆积 ,氧化风化 ,污染环境 ,甚至酿成灾害 ;继而排

放三废 ,污染加重 (表 1)。

遍布贵州各地的小煤窑、小铅锌、小黄金、小土

焦等各种类型的小矿山、小矿坑、小选厂、小冶炼等

等 ,造成地下水、土壤、大气污染 ,引发塌陷、崩塌、滑

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导致水土大量流失 ,石山荒

漠化扩大 ,耕地减少 ,河流、水库淤积等生存环境恶

化。



表 1　贵州省矿业三废排放状况 ( 1995年 )

Table 1　 The sta te of mining wastes discharg e in Guizhou province ( 1995)

行　　　业

废气排放量 废水排放量 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

(× 104 t /a)

占总生产量

(% )

产生量

(× 104 t / a)

占总生产量

(% )

产生量

(× 104 m3 /a)

占总生产量

(% )

煤炭采选业 33 720 0. 39 1 112. 9 7. 07 200. 51 31. 4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560 0. 006 5 47. 9 0. 30 11. 90 1. 8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01 0. 003 5 12. 3 0. 08 - -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选业 614 081 7. 17 2 888. 1 18. 35 131. 73 20. 65

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选业 802 902 9. 38 267. 0 1. 70 60. 61 9. 50

　　　　数据引自: 《贵州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污状况报告》 ( 1995)

2. 1　环境污染问题

矿业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 )已经成为贵州省的

主要污染源之一。在贵州省矿产中 ,多金属硫化物相

对富集 ,当矿产资源在开采、洗选、冶炼过程中 ,由于

回采率、回收率、综合利用率低下 ,经常氧化分解 ,部

分化合物毒性大大增强 ,溶解及迁移能力也得到增

强 ,污染大气、水和土壤环境 ,进入生态系统 ,造成

人、畜及生态系统的危害
[ 3]
。

2. 1. 1　矿业废气污染

小土焦、小炼汞、小炼锌、小炼砷、小炼硫等乡镇

企业 ,因设备简易、工艺原始 ,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

浪费 ,更为严重的是对环境的破坏。

例如冶炼 1 t土焦比机焦多耗煤 0. 5 t ,损失煤

气 374. 8 m
3
、焦化产品 0. 109 t;向大气中释放大量

的 H2 S、 SO2、 CO等气体
[4 ] ,使炼焦区草木不生 ,炼焦

工人和附近村寨的居民常患鼻炎、咳嗽、肺炎等呼吸

道疾病。土法炼汞 ,冶炼燃料采用薪柴 ,炼 1 kg汞 ,

需烧柴 300～ 400 kg,更主要的是冶炼过程的污染 ,

仅 1985年贵州土法炼汞排入大气中的废气就高达

6. 95× 104 t ,其中汞 93. 1 t , SO2 198 t , CO 108. 9 t ,

烟尘 192 t;排放废渣 8. 34× 104 t,其中含汞 2. 92

t
[4 ]。大气、土壤、水体汞污染严重。而且土法炼汞的

回收率极低 ,仅达 30%～ 50% 。土法炼硫 ,硫的提取

率在 30%以下 ,约 60%以上的硫呈有毒有害的气体

SO2、 SO3、 H2 S等排入大气 ,生产 1 t硫磺 ,排放 SO2

1. 9 t ,约 2× 10
4
m

3
,总废气约 3× 10

4
m

3
,废渣 9～ 12

t
[1 ]
。大气受到严重污染 ,酸雨肆虐 ,炉渣、尾矿、矿坑

废水使土壤和地表水酸化 ,铁、锰、砷等污染 ,矿区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且危及矿工及当地居民的身

体健康。

2. 1. 2　矿业废水污染

在采掘、洗选、冶炼过程中 ,多金属硫化物与大

气接触 ,发生氧化作用 ,同时使共生的有毒有害元素

活化、迁移并进入水体 ,污染地表和地下水环境。 例

如 ,作为贵阳市主要饮用水源的阿哈水库 ,其源流由

于煤矿矿坑废水的混入而受到铁、锰和酸性污染
[6 ]
。

提金过程中的混汞法和氰化物提取法都造成矿区水

体的严重污染。在黔西南金矿区 ,许多溪流受到矿坑

废水、洗选废水、氰化废水等的严重污染 ,进而导致

原来靠溪水灌溉的良田受到污染 ,以至绝收。

2. 1. 3　矿业废渣污染

矿业开发产生大量废石及矿渣在矿区堆积如

山 ,成为矿业环境问题的重要隐患。因为矿渣及矸石

中含有大量在现实技术条件下无法利用的矿物 ,长

期堆放会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 ,如矿渣的氧化分解

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元素 ,在雨水的淋滤下 ,污

染地表水体、地下水及土地。全省对所有矿山废渣的

排放和堆存缺乏有效的管理 ,有的直接排入河流道 ,

有的堆积于田边、路旁 ,任其随意扩散污染环境。 矿

山废渣中普遍富含硫铁矿 ,在地表条件下 ,氧化分解

释放出二氧化硫污染空气。特别是煤矸石 ,平均含硫

8%～ 12% ,含碳 15% ～ 20% ,因缓慢氧化、温度升

高而自燃 ,产生大量的 SO2、 H2 S、 CO、 CO2、 NOx 等

有毒有害气体
[3 ]
。废渣中的硫铁矿以硫酸和氢氧化

铁的形式脱离废渣 ,形成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溶解

能力的酸性溶液 ,它可以将废渣中所含的各种重金

属及其伴生的稀散元素大部溶解 ,使废渣的酸度和

毒性不断增加。 当其渗入土壤、流入水体 ,便成了重

要的污染源。

2. 2　矿业荒漠化问题

除采矿空洞和矿业“三废”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不

良影响外 ,矿业荒漠化土地的形成和迅速扩大 ,也成

为贵州省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本省开采的主要矿

产中很多是露天开采 ,如铝土矿、磷、石灰石、砂石、

砖瓦粘土以及锰、铁等。露天开采要进行大量的表土

剥离 ,因而对地表植被与地貌景观造成严重破坏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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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地荒芜、岩石裸露、乱石遍地的矿业荒漠化 ,加

上因矿产开发产生的“三废”对土地和植被造成的不

良影响 ,更使土地严重破坏。据调查 20世纪 80年代

初期全省已累计有矿业荒漠化土地 450 km
2
,到

1994年 ,增加至 1 290 km
2
,约占全省土地国土面积

的 0. 73% ,而且这类土地又主要分布于喀斯特强烈

发育的黔中、黔西地区。在 1983年至 1994年这 11 a

中 ,矿业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增加 76. 3 km
2 ,预计

未来 30 a内 ,本省矿业荒漠化土地面积仍将以每年

30～ 50 km
2
的速度增长 ,将成为严重威胁本省农业

生态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

2. 3　环境地质灾害

在矿区 ,采矿空洞遍布 ,地面沉降、塌陷等屡屡

发生 ,加之废石矿渣随意堆放 ,阻塞河道 ,在暴雨的

诱发下 ,常造成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危及矿区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 1988年 8月 28日晴隆大

厂一带 ,因连降暴雨 ,诱发滑坡 ,摧毁房屋 1 000多

间 ,破坏耕地 60 hm2 ,死亡 1人 ,厂区公路、输电线

路、饮水设施等均遭破坏 ,直接经济损失 500多万

元
[5 ]
。 1995年 6月 24日 ,开阳磷矿发生特大山洪和

泥石流 ,死亡 18人 ,失踪 3人 ,矿区设施遭到严重破

坏 ,使生产陷于瘫痪 ,直接经济损失 2. 05亿元
[7 ]
。

1996年 9月 16日夜 ,印江岩口发生特大山体滑坡 ,

造成 3人死亡 , 2人失踪 ,阻塞印江河道 ,淹没上游 7

km处的朗溪镇 ,直接经济损失 1. 5亿元 [ 5]。

除暴雨洪水等诱导因素外 ,不合理矿石开采和

无序的排渣弃石是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原因 ,大量

开采矿体露头 ,蚕食保安矿柱 ,破坏了山体的稳定

性 ,导致大面积、大量的山体崩塌 ,为泥石流的形成

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程建筑和排放废石弃渣等占用

河道 ,河道淤塞 ,排洪不畅 ,为泥石流积聚力量、增强

破坏性创造了条件 ;同时 ,区域性的森林植被破坏、

陡坡开荒、水土流失等也是泥石流诱发的重要原因。

3　贵州省矿业环境问题的历史溯源

贵州省矿业开发的历史比较悠久 ,据《贵州矿产

开发史略》记载: 贵州汞矿的开发于前清 ,并达到相

当规模 ,汞的最高年产量约 900 t。黔中开阳一带 ,汞

厂林立 ,绵延 30 km ,工人近万。由于煤矿比铜、铁、

铅等矿产开发晚 ,在冶炼上需砍伐大量木材作燃料 ,

造成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环境污染
[1 ]
。

解放以来 ,贵州省矿产开发从种类和规模上都

得到飞速发展 ,同时曾因种种原因 ,出现了三次大规

模的资源环境破坏 ,给贵州省矿业可持续发展带来

严重影响。

第一次出现在 1958～ 1960年。在主观唯心主义

思想的指导下 ,全国上下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 ,

“大炼钢铁”使贵州省到处都是小高炉、小土炉 ,砍伐

森林、乱开矿山 ,根本不讲科学和实际效果 ,使生态

环境和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环境污染、生产力受

到严重破坏。

第二次出现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到 70年代中

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现代大生产基本陷

于困境 ,“文革”后期仓促上马了“小钢铁、小煤矿、小

化肥、小水泥、小水电”五小企业。此种小企业技术起

点低 ,工艺原始粗放 ,设备陈旧 ,性能差 ,物耗能耗

大 ,拼资源、拼设备、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 ,加之当

时的无政府状态 ,致使矿产、森林、水体等资源受到

严重破坏 ,环境也遭到严重污染。

第三次出现在近 20 a来。因此次环境破坏的分

布最广、时间最长 ,所以危害的程度也最重。 十一届

三中全会极大地解放了桎梏多年的生产力 ,由于相

关法律没有出台以及地方政府提出“靠山吃山 ,有水

快流”的指导方针 ,各类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低

效益的乡镇“十五小” (小造纸、小冶炼、小炼焦、小化

工…… )蓬勃发展 ,遍地开花。 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

中 ,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对生态环境保护及

对资源保护缺乏足够的认识 ,片面强调发展速度 ,规

模和数量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矿产资源及生态环境

遭到极大破坏 ,不少地区因盲目发展而受到了大自

然的严厉惩罚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4　矿业开发环境问题的影响因素

反思贵州省矿业环境问题的产生过程 ,其原因

除了受自然环境脆弱和生产力水平低的限制外 ,资

源价值观念扭曲、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部分政府官

员的权利寻租、不适当的脱贫方式等可能是最主要

的影响因子。

4. 1　扭曲的矿产资源价值

受“劳动价值论”的多年灌输 ,“矿产资源无价

值 ,只有使用价值”的观念在中国政府官员及广大群

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所以才会出现盲目开采、破坏

无罪、浪费无责的奇怪现象。在我国计算矿产产品的

价值时 ,往往仅根据勘察、开采、运输和加工等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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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消耗 ,而根本不考虑资源本身的价值。矿产资

源价值的严重扭曲助长了人们对矿产资源的浪费。

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 ,矿业企业 (特别

是乡镇、个体企业 )不惜采富弃贫、采易弃难 ,根本不

考虑矿产开发对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

坏等外部成本 ,而是把它们转嫁给当地民众。这样 ,

由于矿产品价格低 ,矿业企业收入少、资金积累少 ,

深度开发能力低 ,技术投入不足 ,只得粗放经营。为

了提高近期效益 ,无力顾及环境保护 ,因而矿区资源

耗竭快 ,浪费严重 ,生态问题积重难返。

4. 2　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

贵州省乡镇企业遍布广大农村 ,产生的污染物

大多直接排入农业环境 ,使农田受到污染 ,农作物受

损严重。据 1995年贵州省乡镇企业污染调查 ,全省

农作物受害面积 9 052. 08 hm
2
,农田受破坏面积为

4 439. 56 hm
2
,植被受破坏面积 16 893. 69 hm

2
。以

矿业开发为主的贵州乡镇企业 , 1995年排放的废

水、废气、固体废物分别比 1989年增长了 4. 55倍、

3. 71倍、 6. 36倍。 20世纪 80年代初 ,面对“文化大

革命”十年浩劫造成的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

贫困 ,为解燃眉之急 ,地方政府提出“靠山吃山 ,有水

快流”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错误方针。在生

存压力及短期利益的驱使下 ,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 ,

蓬勃发展。一时间成千上万人突然涌入矿区 ,以哄抢

式、掠夺式挖掘矿产资源 ,由于设备简陋 ,管理粗放 ,

资源破坏、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生产事故层出不穷。

众多的小土焦、小煤窑、小冶炼等在矿区村村点火、

处处冒烟。环境及安全问题严重威胁国有矿山的正

常生产 ,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矿业结构不合理

和经济效益的整体下滑。不少矿区形成粗放经营、浪

费资源、破坏环境、效益低下的恶性循环。

4. 3　胆大妄为的“权力寻租”

20世纪 80年代末 ,尤其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

我国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政策和矿

产资源保护法规 ,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纳入严格

的法制轨道。 20世纪 90年代末期 ,国家为进一步促

进矿业 (区 )经济的持续发展 ,针对矿产开发中存在

的资源环境问题 ,加大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为

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 ,制定了一系列的法

律、法规和决定。如国发 [1995 ]33号文件《关于整顿

矿业秩序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通知》、国发

[1996 ]31号文件《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国发 [1998 ]43号文件《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

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虽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 ,

但贵州省以矿业开发为主的小企业仍然“炉火正

红”。 相关人士哀叹:为什么“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

生”。

问题就出在部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 ,“权力寻

租”。 一些不法的矿业经营者以较小的寻租成本 ,去

换取较大的商业利益 ;而个别行使国家权力的部门

或个人以权力作为资本 ,以牺牲社会公众和国家的

利益为代价 ,视国家法律如儿戏 ,去换取自己的实

惠 ,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 ,以权谋矿 ,以矿谋私 ,帮

助非法业主逃避检查、通风报信、偷税漏税 ,为掠夺

资源、破坏环境撑起了地方保护伞。

4. 4　资源导向型的脱贫模式

因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导致贵州省的贫困问

题十分严重 ,为了加速脱贫步伐 ,以往的脱贫模式基

本上是走资源导向型道路。由于贵州省广大贫困人

口多分布在喀斯特岩溶山区 ,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基

础薄弱、土地瘠薄及环境脆弱 ,再加上人口稠密和人

口素质低下 ,限制了脱贫步伐。在国家大力救助的同

时 ,当地政府鼓励农民走“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开

发式脱贫道路。 所谓开发式脱贫实际上以开发当地

矿产资源为核心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以出卖廉

价的矿产和原材料来换取暂时的经济发展。 应该承

认:走矿业开发之路确实让部分人口实现了“脱贫” ,

但是由于矿产资源无序的开发 ,造成了大量的资源

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随着当地矿产资源的枯竭

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面对荒芜的土地、干涸的河

流和污浊的空气 ,大部分群众又会陷入更加贫困的

陷阱 ,甚至丧失生存环境。所以 ,资源导向型脱贫模

式无疑于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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