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23 12

内蒙古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路径研究
徐德生  王晓磊

立足内蒙古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现状和面临的形势，充分挖

掘矿产资源潜力，探索矿产资

源节约集约开发利用的路径，

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效率，切实把矿产资源优势转

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

势。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现状

（一）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资源禀赋优势明显

内蒙古地域辽阔，成矿地

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

全区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 133

种（含亚种），列入《内蒙古自

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为

126 种。全区有 103 种矿产的保

有资源量居全国前 10 位，其中

有 47 种矿产的保有资源量居全

国前 3 位，煤炭、铅、锌、银、稀

土等 20 种矿产的保有资源量居全

国第 1 位，煤炭、铅、锌、银、稀

土、铌、锗、普通萤石、晶质石

墨等矿产是内蒙古的优势矿产。

摘  要 ：内蒙古矿产资源丰富，矿产种类多、资源潜力大，优势明显，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

源基地。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服务保障国家发展大局、提高资源供给保障能力，破解资源

环境约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内蒙古矿产资源开发取得一定成效，但矿产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开发利用方式相对粗放，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较低。本文立足内蒙古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在充分挖掘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基础上，探索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开发利用路径，以期为提

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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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区煤炭储量 411.22 亿

吨，占全国煤炭储量的 19.86%，

且大部分具有煤田构造简单、煤

层稳定、厚度大、埋藏浅、易于

露天开采等特点，具备建设特大

型能源基地的资源条件，对全国

能源结构和布局有重要影响。

全区铁矿石储量 14.8 亿吨、铅

储量 495.44 万吨、锌储量 925.79

万吨，分别占同期全国储量的

9.11%、22.66%、20.09%。

（二）矿产资源开发结构不

断优化，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效

提升

通过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

推进矿业权减量化管理，淘汰落

后低效污染、生产不达标的矿

山企业，以资金、技术、资源

和产品作为整合要素，推进矿

产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了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2023 年

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54 个矿业

权（包括已设采矿权及周边探矿

权、边角资源、深部资源）整合

为 24 个采矿权。矿产资源开发

结构得到优化，矿产资源规模化

和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得到有效提

升。截至 2022 年底，全区矿山

数量 2984 家，其中，大中型矿

山数量 1260 家，开采集中度由

2020 年 的 88.7% 提 高 到 89%。

2022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的企业单位数分别为 426 个、8

个、68 个，利润总额分别达到

2302.4 亿 元、117.2 亿 元、42.5

亿元。全区采矿业增加值增速达

到 8.1%，其中，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

金属矿采矿业增速分别为 8%、

9.2%、14.8%，分别较上年增速

增加 5.9 个、0.3 个和 6 个百分点。

全区原煤产量达到 12.14 亿吨，

焦炭产量 4672.47 万吨，分别占

全国的 26.6%、9.9%，生铁产量

是同期陕西的 1.8 倍，新疆的 2.1

倍。

（三）绿色矿山建设有力推

进，矿山生态修复成效明显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明显，

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得以推进。推

动实施《内蒙古自治区绿色矿

山建设方案》，已有 381 家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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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绿色矿山名录，其中，67 家

矿山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截

至 2022 年底，801 个非煤重要矿

产矿山共建成绿色矿山 35 个、

占比 4.37%。立足矿业大区工作

实际，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2022 年全区新增矿山生态修

复土地面积 296.27 平方公里，年

度新增治理面积大于年度新增采

矿损毁土地面积，实现矿山生态

修复动态平衡。目前，全区已完

成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变更核查，

并建立图斑销号台账，全区历史

遗留矿山未治理图斑数据库中，

已完成治理修复图斑 208 个，治

理图斑面积 19.45 平方公里。

（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不

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显著

提高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资源节约集约工作，密集出台系

列政策，从机制上强化顶层设

计，架起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四

梁八柱”的政策保障。把节约

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各领域。建立起《关于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

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

指导意见》、投资负面清单以及

能源、土地、矿产等重点领域

的‘1+N’政策体系。部分盟市

已印发落实自治区总体部署的实

施方案和工作要点。资源节约工

作实现历史性突破。强化了矿产

资源保护、勘查开发监督管理，

推动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实行

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业权审批下

放，简化了矿业权出让登记审批

程序，提高了矿产资源管理审批

效率 ；加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抽

查，逐步由重事前审批转向重事

中事后监管，由重微观管理转向

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基本构建

起符合自治区实际的自然资源管

理新机制，提升了对矿产资源的

监管力度。健全矿业权交易体

系，进一步完善了矿业权市场功

能。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存

在的主要问题

( 一 )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力较弱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

度不高，大中型矿山比例有待提

高，矿产资源储量和生产能力不

足，市场竞争力较弱。战略储备

品种、规模与资源安全形势不匹

配。开发利用方式相对粗放，资

源利用效率较低，采富弃贫、采

易弃难、丢边落角的问题比较突

出，初步统计仅煤矿边角空白资

源就有 78 处、22.4 亿吨。近年

来大多数矿山处于停产状态，资

源生产能力差 ；生态保护对矿产

资源绿色勘查开发的要求增加，

推动矿山绿色发展任务艰巨。地

质矿产勘查投入不足，供需结构

矛盾日益显现，部分矿山企业存

在经营困难的现象。

（二）开发利用方式相对粗

放，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较低

目前仍存在矿产资源综合

利用率较低，相关部门对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的重视程度不足的问

题，致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整体

效果不佳。矿业开发中存在过度

开采、浪费严重、效益低下的现

象。优势矿产资源尚未得到充分

利用，相当一部分大型矿产开发

没有达到综合利用相关的标准，

部分的个体矿山根本没有进行综

合利用，矿产资源的回收率与共

伴生矿产资源的利用率低，能够

形成产业链的矿种少，矿产资源

的可持续开发和综合利用难以实

现。还有部分矿地质资源缺乏对

开采现场的保护，开采只是注重

主要矿产的开采，忽视其他副产

品的开采，破坏矿产资源周围环

境等问题，大幅度降低了矿产资

源的综合利用率。部分企业不重

视后尾矿处理方式的革新，严重

影响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型

煤企具体到开发利用每一个环

节，如非永久性煤柱的开采、共

伴生资源的综合利用、煤矸石的

高效利用、节能降耗等方面，资

源高效利用仍存在提升空间。

（三）生态保护对矿产资源

绿色勘查开发的要求增加，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与恢复仍需加强

露天矿山数量多，对环境

影响明显。2022 年第二轮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指出，

内蒙古在期有效露天矿山 1482

家，占矿山总数的 61.6%，目前

仍有 500 多平方公里需要治理

修复 ；乌海及周边地区是内蒙

古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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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不明显，臭氧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不降反升。区

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统筹协调

不够，污染治理上没有形成合

力，尤其是乌海市、鄂尔多斯市

以及阿拉善盟交界地区，“散乱

污”企业整治不彻底，矿山排土

场乱占乱放违法违规问题突出，

矿区运输道路扬尘污染十分严

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尚未根

除，欠账较大，恢复任重道远。

三、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

源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

完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

利用相关制度，切实加强矿山安

全保障设施和能力建设，分类处

置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

在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中，对具

有开采利用价值的共生矿、伴生

矿加强统一规划，综合勘查、评

价、开发和利用。既要提高主元

素回收率，又要注意综合回收共

伴生组分。开展对煤矸石以及煤

炭资源共伴生的高铝粘土、耐火

粘土、高岭土及煤层气等的综合

评价和开发利用，积极提高煤炭

资源回采率，鼓励煤矿企业回采

非永久保护煤柱等可回收资源。

鼓励矿山企业针对自身矿石类

型，研发、推广先进适用的金属

选冶技术，遵循节约与综合利用

的原则，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加强氧化矿等典型复杂难选矿及

低品位共伴生矿的选冶加工利用

性能试验研究，推进铜、铁、金

等多金属矿中共伴生的金、银、

铅锌、硫铁矿等金属及低品位矿

的回收利用研究，提高铁、铌、

稀土、萤石等资源的利用率。推

动非煤矿山资源整合，鼓励综合

开发利用与煤共伴生资源。鼓励

开展石灰岩等矿产的综合评价，

石灰岩矿根据不同的工业用途，

综合评价开采，加快复杂共伴生

非金属矿产的开发利用，不断提

升共伴生矿产以及附加产品的综

合利用水平。

（二）加大矿山固体废弃物

的综合利用

积极推广井下规模化回填

技术，对煤矸石、粉煤灰等固体

废弃物进行返井充填，减少塌陷

和矸石临时堆放占用场地。鼓励

企业加强粉煤灰在建筑材料、土

壤改良等方面的综合利用。鼓励

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废石作为

建筑石料利用。持续做好采掘废

石和选矿尾矿等矿山固体废弃物

中有用组分的回收利用，加强有

价值元素的提取技术研究，充分

回收有价元素，促进煤矸石、煤

泥、矿井（坑）水及其他与煤共

伴生物的资源化、产业化利用。

鼓励矿山尾矿回收，促进资源有

效利用。据统计，全区矿山企业

废石和尾矿年产出量近万吨，应

积极鼓励企业从尾矿中提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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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元素，并积极倡导对开采后

的矿区进行残采、复采，挖掘资

源潜力。

（三）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严格执行国家绿色矿山准

入标准，制定自治区绿色矿山准

入标准，坚持源头上把控，新建

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按

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规

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构

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标准

引领、政策扶持、强化监管，落

实责任、激发活力”的绿色矿山

建设新机制。将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开展绿

色矿山建设行动，实行第三方评

估制度和绿色矿山名录管理制

度。推进生产矿山达标建设，已

建成绿色矿山的企业应保持并提

升绿色矿山建设质量，未建成绿

色矿山的要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

准加快改造升级，力争达到绿色

矿山建设标准。强化绿色矿山监

督管理。

（四）完善闭坑矿山治理恢复

完善闭坑矿山的矿山地质

环境审批制度，明确矿山闭坑的

地质环境达标技术要求。优化矿

山布局，压缩矿山数量，停采或

关闭矿山必须履行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有关规定。矿山闭坑

前要在规定时间完成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工作，并按相关规定开展

闭坑验收。强力推进历史遗留责

任主体灭失矿山和政策性关闭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采

取有效监管措施，监督生产矿山

及时解决存留的地质环境问题。

尝试探索开展矿山公园建设，保

护珍贵的矿业遗迹，充分利用废

弃矿坑及采矿、冶炼、加工遗

址，结合生态修复后的优美环

境，建设地质矿产科学普及、旅

游探险为一体的综合性治理模式。

（五）加强城市矿山开发

开发利用“城市矿山”，从

废弃电器、废旧电子产品中提炼

稀有金属等宝贵资源，实现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全面推行循环性

生产方式，推广绿色设计和清洁

生产，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

提升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能力，提

升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构建资源

循环型产业体系，全社会的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实施城市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园区循环

化发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

等工程，开展再制造产业高质量

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

用、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等行

动。通过“互联网 + 回收”平

台， 实 现 产 废 - 收 废 - 利 废 三

大环节的有效衔接，实现收集分

类、分拣拆解、预处理加工、材

料回收、再制造的全产业链创新。

（六）加快发展智能开采

引导企业积极探索和应用

智慧开采技术、开采工艺、智能

化采矿设备、自动化的提升和运

输设备、先进的生产管控模式，

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安全性、优化资源配

置。创新矿产资源开发方法和技

术体系，为智能开采提供配套的

作业空间和工艺 ；加强矿业与新

兴企业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

智能开采升级改造 ；建立智能开

采示范工程。加强人工智能在矿

产资源开采中的应用。加强智能

勘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地质

勘探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准确预

测矿产资源分布情况，提高勘探

数据的精准度和可靠性。推进智

能生产，通过对生产数据的分

析，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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