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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全力推动行政审批制度和矿产资

源税费制度改革，加大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法行政、阳光行政，激发矿业市场活力，引导

和规范矿业市场行为，矿产资源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自2011年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地质勘查单位、矿业

企业和科研院所积极响应，顺利完成了地质找矿“3年取得重大进展，5年实现重大突

破”的前两阶段目标任务，其中页岩气勘查开发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天然气水合物调

查取得重大进展，天然气、铜矿、铅锌矿、钨矿、钼矿、金矿等重要矿产形成一批新

的资源基地，为第三阶段（2016～2020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奠定了基础。

为使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状况以及矿产资源管理政

策，切实增强国土资源部门公共服务能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国土资源部从2011

年起组织编制《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6年度报告着重介绍了“十二五”期间中

国在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等方面的主要

进展，从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和监管等方面阐述矿产资源管理动态，从矿产资

源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等方面阐述改革进展和政策要点，从地质理

前 言

Foreword
前    言



II

论、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技术等方面展示地质矿产科技创新最新成果，以及矿产

资源领域国际合作状况。

希望本报告能成为国内外广大关心和支持中国矿业发展的人士了解和把握中国矿

产资源总体状况的窗口。

本报告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

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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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bstract

1

摘  要   

“十二五”期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矿产资源形势，中国政府坚持立足国内，

全面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不断提升地质工作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

进一步摸清资源家底。“十二五”期间，地质勘查投入为 5681. 8 亿元，勘查取得重

大进展。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61. 3 亿吨，天然气 3. 92 万亿立方米；设立页岩气为新

矿种，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5441亿立方米。“十二五”末，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35亿吨，

比“十一五”末增长 10. 4％；天然气 5. 2万亿立方米，增长 37. 4％；煤炭查明资源储量

1. 57 万亿吨，增长 16. 8％；铁矿 850. 8 亿吨，增长 17. 0％；铜矿 9910 万吨，增长

23. 3％；钨矿958. 8万吨，增长62. 2％；金矿1. 16万吨，增长68. 4％；钾盐10. 8亿吨，

增长 16. 1％。

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供应能力。“十二五”期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177. 2 亿吨标

准煤，较“十一五”增长 28. 0％；消费总量 206. 2 亿吨标准煤，增长 27. 7％。原煤产

量 192 亿吨，增长 30. 2％；原油产量 10. 5 亿吨，增长 9. 7％；天然气产量 5941 亿立

方米，增长 52. 7％。铁矿石产量 68. 0 亿吨，增长 67. 0％；粗钢产量 38. 5 亿吨，增长

46. 8％；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2. 1亿吨，增长 69. 5％；黄金产量 2100吨，增长 45. 1％；

水泥产量 115. 7 亿吨，增长 53. 3％。矿产品贸易总额 4. 99 万亿美元，增长 81. 4％。进

口煤炭 13. 3 亿吨，增长 195. 7％；石油 16. 3 亿吨，增长 46. 3％；铁矿石 41. 4 亿吨，

增长 71. 2％。

进一步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期间，制定和发布了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评价指标，发布 27 个矿种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指标要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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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初步形成，优选 210 项先进适用技术予以

推广，推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

进一步改善矿山地质环境。“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

180. 7 亿元，较“十一五”增长 39. 9％。实施“矿山复绿行动”以来，各地共投入资金

146 亿元，完成治理矿山 3310 座，总面积 10. 3 万公顷。截至 2015 年底，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面积约 81 万公顷，治理率为 26. 7％。积极推进绿色矿业发展和绿色矿山建

设，优选 661家矿山企业作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其中 191家试点单位通过评估。

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取消 25 项涉及地质矿产类的审批事项，修改 14 项

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资源税遵循从价计征为主、从量计征为辅的原则，由

省级人民政府确定计征方式。

进一步提高地质工作服务水平。截至 2015 年底，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占陆域

国土面积的 37. 0％。完成 1∶25 万水文地质调查面积 4. 5 万平方千米，1∶5 万水文地质

调查面积 37 万平方千米。公开发布了 1∶50 万水工环调查成果系列图数据、矿产资源

整装勘查区重要地质钻孔数据、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区地学文献服务产品等，发布了 40

万个地质钻孔资料、11 万幅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省级地质资料服务目录、93 幅

海洋地质调查最新基础地质图件和 1000 余幅 1∶5 万区域地质图。

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水平。新一代中国地层表正式发布，深部地质与构

造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提出了岩溶作用成矿新模式。发布实施地质矿产国家标准 13

项、行业标准91项。充分利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等国际合作平台，加强与美国、俄罗斯、

蒙古、东盟、非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地质矿产领域的合作。

当前，地质找矿和矿产资源管理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主动适应新的形

势变化，根据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断深化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提升地质资

料的服务水平，激发市场活力，着重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进一步促进矿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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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产资源状况

“十二五”期间，煤炭、天然气、锰矿、铝土矿、镍矿、钨矿、钼矿、金矿和磷

矿等重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增长明显。自 2011 年国务院批准页岩气为新矿种以来，已

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5441 亿立方米。23 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找矿潜力

巨大。

一、矿产资源储量

1. 查明资源储量变化

“十二五”期间，主要矿产中 41 种查明资源储量增长，5 种减少，新设立矿种页岩

气探明地质储量快速增长。与“十一五”末相比，“十二五”末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增

长 10. 4％，天然气增长 37. 4％，煤层气增长 132. 3％。煤炭查明资源储量增长 16. 8％，

铁矿增长 17. 0％，锰矿增长 55. 8％，铜矿增长 23. 3％，铝土矿增长 25. 6％，钨矿增

长 62. 2％，钼矿增长 108. 1％，金矿增长 68. 4％，磷矿增长 24. 0％，钾盐增长 16. 1％，

晶质石墨增长 40. 5％（表 1-1）。

Sit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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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

矿  产 单  位 2010年 2015年 增减变化/％

煤  炭 亿吨 13408. 3 15663. 1 16. 8 

石  油 亿吨 31. 7 35. 0 10. 4 

天然气 亿立方米 37793. 2 51939. 5 37. 4 

煤层气 亿立方米 1318. 4 3062. 5 132. 3 

页岩气 亿立方米 * 1301. 8 *

铁  矿 矿石 亿吨 727 850. 8 17. 0 

锰  矿 矿石 亿吨 8. 86 13. 8 55. 8 

铬铁矿 矿石 万吨 1490. 5 1245. 8 -16. 4 

钒  矿 V2O5 万吨 4381. 9 6125. 7 39. 8 

钛  矿 TiO2 亿吨 7. 2 7. 64 6. 1 

铜  矿 金属 万吨 8040. 7 9910. 2 23. 3 

铅  矿 金属 万吨 5509. 1 7766. 9 41. 0 

锌  矿 金属 万吨 11596. 2 14985. 2 29. 2 

铝土矿 矿石 亿吨 37. 5 47. 1 25. 6 

镍  矿 金属 万吨 938 1116. 6 19. 0 

钴  矿 金属 万吨 68. 2 68. 0 -0. 3 

钨  矿 WO3 万吨 591 958. 8 62. 2 

锡  矿 金属 万吨 431. 9 418. 0 -3. 2 

钼  矿 金属 万吨 1401. 8 2917. 6 108. 1 

锑  矿 金属 万吨 255 292. 6 14. 7 

金  矿 金属 吨 6864. 8 11563. 5 68. 4 

银  矿 金属 万吨 17. 2 25. 4 47. 7 

铂族金属 金属 吨 334. 6 369. 2 10. 3 

锶  矿 天青石 万吨 4375. 4 5583. 3 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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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  产 单  位 2010年 2015年 增减变化/％

菱镁矿 矿石 亿吨 36. 4 29. 7 -18. 4 

萤  石 矿物 亿吨 1. 8 2. 21 22. 8 

耐火粘土 矿石 亿吨 24. 6 25. 6 4. 1 

硫铁矿 矿石 亿吨 56. 9 58. 8 3. 3 

磷  矿 矿石 亿吨 186. 3 231. 1 24. 0 

钾  盐 KCl 亿吨 9. 3 10. 8 16. 1 

硼  矿 B2O3 万吨 7309. 2 7575. 7 3. 6 

钠  盐 NaCl 亿吨 13337. 7 13680. 0 2. 6 

芒  硝 Na2SO4 亿吨 934. 2 1170. 7 25. 3 

重晶石 矿石 亿吨 2. 90 3. 30 13. 8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亿吨 1021. 0 1282. 3 25. 6 

玻璃硅质原料 矿石 亿吨 64. 7 79. 0 22. 1 

石  膏 矿石 亿吨 769. 1 1004. 2 30. 6 

高岭土 矿石 亿吨 21. 0 27. 1 29. 0 

膨润土 矿石 亿吨 28. 0 28. 9 3. 2 

硅藻土 矿石 亿吨 4. 3 4. 8 11. 6 

饰面花岗岩 矿石 亿立方米 23. 2 34. 3 47. 8 

饰面大理岩 矿石 亿立方米 15. 3 16. 1 5. 2 

金刚石 矿物 千克 3702. 1 3396. 5 -8. 3 

晶质石墨 矿物 亿吨 1. 85 2. 6 40. 5 

石  棉 矿物 万吨 8975. 3 9157. 4 2. 0 

滑  石 矿石 亿吨 2. 67 2. 75 3. 0 

硅灰石 矿石 亿吨 1. 55 1. 7 9. 7 

  注：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为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其他矿产为当年保有的资源储量；

    *为新设矿种。

Sit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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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十二五”期间，地质找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锰矿、

钨矿和钼矿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的比例超过 30％。与“十一五”相比，

“十二五”期间中国主要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明显增长。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增长

6. 6％，天然气增长 25. 6％，煤层气增长 111. 1％；锰矿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增长 256. 5％，

钨矿增长 598. 9％，钼矿增长 250. 6％，磷矿增长 171. 5％。2015年，石油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 11. 18亿吨，天然气 6772. 2亿立方米，页岩气 4373. 79亿立方米；煤炭新增查明资

源储量 390. 3亿吨，铁矿 12. 0亿吨，铜矿 392. 2万吨，铝土矿 4. 9亿吨，钨矿 248. 4万吨，

金矿 1720. 4吨，磷矿 17. 4亿吨（表 1-2）。

二、矿产资源潜力

1. 油气矿产资源潜力

中国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型含油气盆地，84％的石油资源分布在松辽、渤海

湾、鄂尔多斯、塔里木、准噶尔、珠江口、柴达木、北部湾等 8 个大型盆地。根

据 2015年全国油气资源评价成果，截至 2015年底，全国石油地质资源量 1257亿吨、

可采资源量 301亿吨。天然气地质资源量 90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50万亿立方米。

全国埋深 4500 米以浅页岩气地质资源量 122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22 万亿立方

米。埋深 2000 米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30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12. 5 万亿立

方米。

2. 固体矿产资源潜力

煤炭、铁矿、锰矿、铬铁矿、铜矿、铅矿、锌矿、铝土矿、钨矿、锡矿、钼矿、

锑矿、镍矿、金矿、银矿、锂矿、硫铁矿、磷矿、钾盐、菱镁矿、萤石、硼矿和重晶

石等 23 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结果表明找矿潜力巨大（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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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重要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矿  种 单  位 2015年 “十二五”
“十二五”

同比变化/％

“十二五”新增储量占累计

查明资源储量比例/％

煤  炭 亿吨 390. 3 2989. 6 -26. 9 18. 1

石  油 亿吨 11. 18 61. 3 6. 6 16. 5

天然气 亿立方米 6772. 2 39224 25. 6 30. 1

煤层气 亿立方米 26. 34 3504. 9 111. 1 55. 7

页岩气 亿立方米 4373. 79 5441. 3 * 100

铁  矿 矿石 亿吨 12. 0 132. 7 -19. 1 13. 5

锰  矿 矿石 万吨 11312. 4 61906. 7 256. 5 34. 7

铜  矿 金属 万吨 392. 2 2341 10. 6 17. 9

铅  矿 金属 万吨 437. 2 2330. 2 21. 4 21. 6

锌  矿 金属 万吨 573. 2 3783. 2 21. 3 17. 7

铝土矿 矿石 万吨 49087 95781 47. 3 18. 6

镍  矿 金属 万吨 112. 9 279. 2 56. 2 19. 9

钨  矿 WO3 万吨 248. 4 459. 9 598. 9 37. 8

锡  矿 金属 万吨 4. 4 78. 7 16. 2 9. 5

钼  矿 金属 万吨 102. 3 1559. 5 250. 6 50. 6

锑  矿 金属 万吨 14. 7 96. 2 45. 5 15. 1

金  矿 金属 吨 1720. 4 4949. 4 66. 3 27. 9

银  矿 金属 吨 18050 81852 64 19. 7

硫铁矿 矿石 万吨 11448. 1 48162. 1 -0. 5 7. 4

磷  矿 矿石 亿吨 17. 4 58. 1 171. 5 23. 3

钾  盐 KCl 万吨 -36.7 9237 -30. 1 7. 1

  注：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为探明地质储量；

    新增查明资源储量为当年或某段时间内新探明的资源储量；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为历史探明资源储量之和；

    *为新设矿种。

Sit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8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1 6

表1-3  中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

矿  产 单  位 预测资源量 资源查明率/％1

煤  炭 亿吨 38796 30. 0 

铁  矿 矿石 亿吨 1960. 2 33. 5 

锰  矿 矿石 亿吨 35. 2 34. 6 

铬铁矿 矿石 万吨 5556 24. 8 

铜  矿 金属 万吨 30445 30. 4 

铅  矿 金属 万吨 23503 31. 9 

锌  矿 金属 万吨 51125 29. 8 

铝土矿 矿石 亿吨 129. 7 29. 3 

镍  矿 金属 万吨 2451. 4 37. 5 

钨  矿 WO3 万吨 2973. 1 30. 8 

锡  矿 金属 万吨 1861. 2 30. 9 

钼  矿 金属 万吨 8960. 3 25. 8 

锑  矿 金属 万吨 1518. 1 29. 8 

金  矿 金属 吨 32668 36. 8 

银  矿 金属 万吨 72. 6 36. 5 

锂  矿
锂辉石 万吨 593. 7 37. 7 

LiCl 万吨 9248. 1 19. 0 

硫铁矿 矿石 亿吨 184 26. 1 

自然硫 硫 亿吨 2. 3 61. 0 

磷  矿 矿石 亿吨 560 31. 4 

钾  盐 KCl 亿吨 20 39. 1 

重晶石 矿石 亿吨 14. 4 26. 9 

硼  矿 B2Ｏ3 万吨 18859. 1 33. 5 

菱镁矿 矿石 亿吨 131. 4 19. 5 

萤  石 矿物 万吨 95276 26. 9 

1 截至2015年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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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业权登记

1. 能源矿产矿业权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油气探矿权 1000 个，登记面积 370. 66 万平方千米；采

矿权 720 个，登记面积 14. 86 万平方千米。与“十一五”末相比，全国油气探矿权数

量下降了 4. 3％，登记面积下降了 12. 3％；采矿权数量上升了 9. 6％，登记面积上升了

29. 0％。

“十二五”期间，新立油气探矿权 116 个，新增登记面积 27. 48 万平方千米；新立油

气采矿权 75 个，新增登记面积 2. 42 万平方千米。2015 年新立油气探矿权 12 个，登记

面积 0. 90 万平方千米；新立油气采矿权 16 个，登记面积 0. 19 万平方千米（表 1-4）。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煤炭探矿权 1770 个，登记面积 9. 76 万平方千米；采

矿权 9480 个，登记面积 5. 81 万平方千米。“十二五”期间，新立煤炭探矿权 199 个，

登记面积 2. 73 万平方千米；新立煤炭采矿权 283 个，登记面积 0. 66 万平方千米（表

1-5）。

2．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矿业权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金属与非金属矿产探矿权 2. 66 万个，登记面积 45. 19

万平方千米；采矿权 6. 45 万个，登记面积 4. 60 万平方千米，设计生产规模 105. 82 亿

吨 /年。与“十一五”末相比，“十二五”末金属与非金属矿产探矿权数量下降了 16. 1％，

登记面积下降 22. 63％；采矿权数量下降 29. 4％，登记面积增加 4. 8％，设计生产规模

增加 8. 1％。

“十二五”期间，金属与非金属矿产新立探矿权 6203 个，新增登记面积 15. 65 万平

方千米；新立采矿权 15070 个，新增登记面积 0. 85 万平方千米，新增设计生产规模

27. 15 亿吨 / 年。2015 年 , 全国新立金属与非金属矿产探矿权 924 个，新增登记面积

2. 34 万平方千米；新立采矿权 2487 个，新增登记面积 0. 15 万平方千米，新增设计生

产规模 2. 85 亿吨 / 年（表 1-6）。

Sit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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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十二五”期间全国油气新立矿业权情况

年份
探  矿  权 采  矿  权

个数 面积/万平方千米 个数 面积/万平方千米

2011 22 3. 19 4 0. 10

2012 25 6. 97 14 0. 19

2013 55 16. 34 11 1. 28

2014 2 0. 07 30 0. 65

2015 12 0. 90 16 0. 19

合 计 116 27. 48 75 2. 42

表1-5  “十二五”期间全国煤炭新立矿业权情况

年份
探  矿  权 采  矿  权

个数 面积/万平方千米 个数 面积/万平方千米

2011 54 0. 69 125 0. 18

2012 66 1. 22 57 0. 14

2013 30 0. 31 40 0. 09

2014 25 0. 29 26 0. 07

2015 24 0. 22 35 0. 16

合 计 199 2. 73 283 0. 66

表1-6  “十二五”期间全国金属与非金属矿产新立矿业权情况

年份
探  矿  权 采  矿  权

个数 面积/万平方千米 个数 面积/万平方千米

2011 1284 2. 93 5826 0. 29

2012 967 2. 32 1788 0. 12

2013 1543 4. 29 2350 0. 17

2014 1485 3. 77 2619 0. 12

2015 924 2. 34 2487 0. 15

合 计 6203 15. 65 15070 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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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

“十二五”期间，中国全面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源头保护，倡导绿色勘查，促进地质勘查工作和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全国地质勘查投入超过5600亿元，新发现一批铜、钨、钼等世界级矿床。

一、地质勘查投入   

“十二五”期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 5681. 8 亿元，较“十一五”增长 53. 2％ （图

2-1）。其中，财政投入 1005. 3 亿元，占全国地质勘查投入的 17. 7％，增长 108. 4％；

社会投入 4676. 5 亿元，占 82. 3％，增长 44. 9％。油气矿产投入 3523. 4 亿元（图

2-2），增长 39. 0％，占全国地质勘查投入的 62. 0％。

“十二五”期间，油气矿产勘查完成探井 1. 86 万口，二维地震 44. 10 万千米，三维

地震 22. 63 万平方千米，分别较“十一五”增长 16. 1％、5. 7％和 40. 4％。煤炭、金属

和非金属矿产勘查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 10535 万米，增长 42. 6％。

“十二五”期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 1235 处。

二、能源矿产勘查

“十二五”期间，能源矿产勘查取得重大进展。新发现煤炭矿产地 218 处，其中大

中型 169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2989. 6亿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山西、甘肃、四川、

黑龙江、新疆等地。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61. 3 亿吨，天然气 3. 92 万亿立方米，主

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塔里木、四川、琼东南、东海等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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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变化

410. 6

508. 2 488. 9 510. 5

616. 5
674. 7

786. 6
741. 0 721. 0

600. 1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油气矿产勘查投入 油气矿产勘查投入比重

投入/亿元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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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中国首次探获页岩气地质储量，主要赋存于四川盆地的涪陵、长

宁 -威远气田。中新生代陆相和晚古生代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勘查也取得重大进展。煤

层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3504. 9 亿立方米，主要来自于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在珠

江口盆地首次发现高纯度天然气水合物。

海洋油气地质调查取得重大发现。首次在致密油气藏层钻获油流，开辟了油气勘

探新领域。在南黄海中部隆起部署的科学钻探井，首次在海相中生代—古生代地层中

发现油气显示。

三、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查

“十二五”期间，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查取得了重大进展（表 2-1）, 探获一批大型、

超大型矿床。铁矿新发现矿产地 113 处，其中大中型 69 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132. 7

亿吨，主要集中在山东苍山县古林 -兰陵矿区、四川西昌市太和钒钛磁铁矿区、攀西

地区攀钢兰尖 -朱家包包钒钛磁铁矿区、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和辽宁本溪市大台沟

矿区外围等。锰矿新发现矿产地 18 处，其中大中型 16 处， 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6. 19 亿

吨，主要集中在贵州铜仁松桃整装勘查区、广西德保县扶晚矿区外围、天等县东平矿

区带等。

铜矿新发现矿产地52处，其中大中型11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2341万吨，在西藏、

江西、云南等地新探获一批世界级铜矿区。铅锌矿新发现矿产地 81 处，其中大中型 41

处，铅矿、锌矿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分别为 2330. 2万吨、3783. 2万吨，主要分布在新疆、

湖南、福建等地。镍矿新发现矿产地 6 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279. 2 万吨，主要集中

在新疆、内蒙古和青海等地，其中，新疆若羌县罗布泊坡北和青海夏日哈木发现超大

型镍矿床。钨矿新发现矿产地 25处，其中大中型 23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459. 9万吨，

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甘肃、河南、新疆等地，江西南部地区发现超过 200 万吨的

世界级矿床。钼矿新发现矿产地 29 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1559. 5 万吨，主要集中在

安徽、新疆、内蒙古、河南、黑龙江等地，发现超过 100 万吨的矿产地 3 处，其中安

徽金寨县沙坪沟钼矿为世界级。

金矿新发现矿产地 131 处，其中大中型 51 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4949. 4 吨，主

要分布在山东、内蒙古等地。

磷矿新发现矿产地 18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58. 1亿吨。石墨新发现矿产地 17处，

其中大中型 12 处，超过千万吨的矿产地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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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十二五”期间重要矿产新发现矿产地数

矿  产 新发现矿产地/处 其中大中型矿产地/处

煤  炭 218 169

铁  矿 113 69

锰  矿 18 16

铜  矿 52 11

铅锌矿 81 41

镍  矿 6 4

钨  矿 25 23

钼  矿 29 20

金  矿 131 51

石  墨 17 12

磷  矿 18 10

专栏 2-1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找矿新进展

2006～2015年，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开展矿产勘查项目382个，投入经费47.  66

亿元，完成钻探225万米，发现大中型矿产地100余处；煤炭、铁矿、锰矿、铜

矿、铝土矿、镍矿、金矿、钨矿等23个矿种新增了资源储量；取得了内蒙古东

胜和准格尔煤田、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贵州务正道铝土矿、江西朱溪矿区

外围钨铜矿、新疆坡北镍矿、青海多彩铜矿、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钾盐等一批

重大找矿成果。



15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十二五”期间，中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十一五”增长超过 70％，一次能源、

粗钢、十种有色金属、水泥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国土资源部发布 27种矿产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以下简称“三率”）指标要求，推广 210 项先进适用技术。

一、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十二五”期间，中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6. 72 万亿元 , 较“十一五”增长 74. 7％。

2015 年，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为 1. 3 万亿元，较上年下降 8. 8％。其中，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 4008 亿元，下降 14. 4％；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 3425 亿元，下降 5. 7％；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 1366 亿元，下降 17. 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588 亿元，下降 2. 3％；

非金属矿采选业 2092 亿元，增长 2. 1％（图 3-1）。

二、矿产品生产与消费

1. 能源生产与消费

中国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十二五”期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177. 2 亿吨标准煤，较“十一五”增长 28. 0％；消费总量为 206. 2 亿吨标准煤，增长

27. 7％。2015 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36. 2 亿吨标准煤（图 3-2），消费总量为 43. 0 亿

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为 84. 2％。

“十二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比重不断下降，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重不断

上升。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下降 6. 2 个百分点，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增长

4. 9个百分点。2015年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64. 0％，石油占 18. 1％，天然气占 5. 9％，

水电、风电和核电等占 12. 0％（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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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原煤产量 192亿吨，较“十一五”增长 30. 2％；原油产量 10. 5亿吨，

增长 9. 7％；天然气产量 5941 亿立方米，增长 52. 7％。2015 年，原煤产量 36. 8 亿吨，

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 2. 15 亿吨，居世界第五位（图 3-4）；天然气产量 1271. 4 亿

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

2. 金属矿产品生产与消费

“十二五”期间，铁矿石产量为 68. 0 亿吨，较“十一五”增长 67. 0％；粗钢 38. 5

亿吨，增长 46. 8％；十种有色金属 2. 1亿吨，增长 69. 5％；黄金 2100吨，增长 45. 1％。

2015年，铁矿石、粗钢、十种有色金属和黄金产消量均位居全球首位。生产铁矿石 13. 8

亿吨，粗钢 8. 0 亿吨（图 3-5）。十种有色金属 5090 万吨，其中精炼铜 796. 4 万吨，

电解铝 3141. 3 万吨。黄金生产 450. 1 吨，消费 985. 9 吨。

3. 非金属矿产品生产

“十二五”期间，水泥产量 115. 7 亿吨，较“十一五”增长 53. 3％；平板玻璃产量

39. 0 亿重量箱，增长 36. 9％。2015 年，生产水泥 23. 5 亿吨（图 3-6），平板玻璃 7. 4

亿重量箱，磷矿石 1. 4 亿吨（折合 P2O5 30％）。

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1. 基本摸清矿产资源“三率”现状

“十二五”期间，通过煤炭、石油和铁矿等 22 种重要矿产“三率”调查评价工作，

基本查明了矿产资源“三率”现状。与 1999 年抽样调查结果相比，煤炭采区回采率和

原煤入选率提高 15 个百分点以上；黑色金属矿产开采回采率提高超过 5 个百分点；有

色金属矿产开采回采率普遍上升。

2. 初步建立主要矿产“三率”指标评价体系

国土资源部制定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规范统一了以矿

产资源“三率”作为行业评价指标。发布了 27 种（类）矿产的“三率”指标要求，涵盖

能源矿产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黑色金属中的钒钛磁铁矿、铁矿、锰矿和铬铁矿等，

有色和贵金属中的铜矿、铅矿、锌矿、铝土矿、钨矿、钼矿、镍矿、锡矿、锑矿和金



18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1 6

 图3-4  原油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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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铁矿石与粗钢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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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等，以及稀土和非金属矿产中的磷矿、钾盐、硫铁矿、高岭土、萤石、石墨、石棉、

石膏和滑石等。初步形成主要矿产节约与综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了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的客观评价和规范管理。

3. 优选推广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

自 2012 年以来，国土资源部优选出 210 项先进适用技术并予以推广，其中油气

类 30 项、煤炭类 45 项、金属类 94 项和非金属类 41 项。2015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

了先进适用技术 51 项，其中油气类 8 项、煤炭类 11 项、金属类 24 项和非金属类 8

项（表 3-1）。

国土资源部采取多种形式，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实现“让有需求的企业找到适用

技术，让先进技术找到适用的企业”，提高了先进适用技术的转化率和普及率。

4.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启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建

设工作，首批 40 个示范基地，涵盖油气、煤炭和有色等七大领域，中央财政投入 200

亿元，企业自筹计划投入 1742 亿元。示范基地建设取得三方面进展：一是以国家亟需

大宗支柱性矿产和战略性新兴矿产综合利用为重点，突破了一批低品位、共伴生和难利

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盘活了大量资源；二是探索形成一批资源绿色开发和产业

发展新模式，成功探索了矿业转型升级新路径，示范带动作用显著；三是加速了规划、

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实施，促进形成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建成一批产

学研平台。

5. 出台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修订版

强化技术政策引导，修订并印发《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

术目录（修订版）》。修订后的目录包括鼓励、限制和淘汰三大类 262 项，涉及矿产资源

采矿、选矿、预选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主要作为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加强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准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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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2015年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

矿类 序号 高效采选和综合利用技术

煤炭

（11项）

1 煤矿通风瓦斯（乏风）发电利用技术

2 煤层气“三低”集气技术及应用

3 急倾斜高瓦斯特厚煤层走向长壁综采放顶煤技术研究

4 超高水材料井下充填开采技术

5 矿井深部采区高承压水综合治理技术研究

6 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长壁倾斜综合开采技术研究

7 高突矿井信息化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工艺示范

8 东荣一矿特厚富水砂层“天窗”下安全开采技术

9 厚煤层综放开采顶煤水压致裂弱化技术

10 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

11 基于多重探查信息的深部岩溶地热水疏放及综合利用工程配置

石油天然气

（8项）

12 复杂碳酸盐缝洞体雕刻及勘探开发技术

13 涪陵页岩气田“井工厂”开发技术

14 低渗透油藏仿水井注水开发技术

15 气田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

16 疏松砂岩气藏防砂开发技术

17 山区煤层气田自动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18 异常高压特低渗透油藏天然气驱提高采收率技术

19 污泥填充凝胶颗粒的研制及工业化应用技术

金属矿产

（24项）

20 电解金属锰生产节能减排关键技术

21 黑色金属矿高效预选新技术

22 金属矿山全尾砂胶结充填资源化利用技术

23 贫磁铁矿石选矿工艺与新型干式磁选机

24 地面远程遥控井下电机车运输系统

25 白云鄂博综合回收铁、稀土、铌和萤石选矿新工艺

26 大型铁矿山露天井下协同开采及风险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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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类 序号 高效采选和综合利用技术

金属矿产

（24项）

27 赤铁矿浮选尾矿回收利用技术

28 低品位含磷铁矿石磷的综合利用技术

29 悬浮式干式磁选机在超贫磁铁矿选矿中的应用

30 电解锰渣高温可控脱硫生产活性微粉关键技术

31 碳酸锰干选技术与工业示范应用

32 非煤矿山井下用LED节能照明设备

33 钢铁行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34 极高浓度氰化尾液3R-O新技术及成套装备

35 矽卡岩型低品位白钨矿高效利用新技术

36 低品位黄金氧化矿资源堆浸回收技术

37 高浓度大倍线自流胶结充填技术

38 从铁钼型矿石中回收低品位钼的工艺技术

39 低品位铜钼矿的柱机联合分选技术

40 铅锌多金属矿分段浓缩选别节能环保技术

41 含砷、锑复杂难处理金矿高效提金综合新技术

42 环保型浸金试剂推广应用技术

43 CO2和O2原地浸出采铀工艺技术

非金属矿产

（8项）

44 低品位磷矿制黄磷技术

45 机制砂生产技术

46 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无磷石膏排放绿色工艺

47 优化水泥矿山资源利用的数字化信息化应用技术

48 硫铁矿选矿提质升级技术

49 水泥熟料及混合材配料优化与自动监测及废石综合利用技术

50 膨润土猫砂的制备及干燥技术

51 新型硫酸钙抑制剂在钾盐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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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矿山地质环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部高度重视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一方面开展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恢复，另一方

面进行新建、生产矿山的地质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新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统筹解决的新局面。绿色矿山建设全面完成阶段性目标，形成典型模式，助推绿色矿

业深入发展。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财政资金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共下

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补助资金 180. 7 亿元，较“十一五”增长 39. 9％。2015 年为

32. 7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示范工程的实施，带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成效明显。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面积约 81 万公顷，治理率为 26. 7％。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全面实施，全国 31 个省（区、市）相继出台管

理办法。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的原则，通过采取保证

金缴存与采矿权审批、年检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挂钩等方法，总体上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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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金的缴存工作，并利用保证金来督促和约束矿山企业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的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环境破坏。“十二五”期间，8. 59 万个矿山缴存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867. 7 亿元。采矿权人完成治理义务返回保证金 307. 4 亿元；闭坑

矿山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义务，留存保证金 25. 2 亿元。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十二五”期间批准

建设 11 家，其中 9 家建成开园。一批历史悠久的矿山企业通过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成

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示范区，矿业遗迹、矿业文化的保护地和地质矿产科普教

育基地。矿山公园的建设将被动的恢复型环境治理转为主动的发展型环境保护与开发，

对矿山或矿业城市的资源环境建设以及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化资源管理

对自然生态的源头保护作用，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加快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

理，尽快构建起开发与保护相互协调的矿产开发新格局，2016 年 7 月，国土资源部联

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能源局出台《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下阶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的总体要求、

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一是明确到 2025 年，要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全面掌握和监控全

国矿山地质环境动态变化情况。建立更加严格的矿业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定义

务的约束机制，使新建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历史遗留问题加

快解决，进一步巩固“加快还旧账、不再欠新账”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新局面。二是确

定历史遗留问题由各级政府负责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中央财政给予必要支持。三是

严格矿山开发准入，加强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与实施，加强开发和过程监管，将

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管落实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四是通过整合完善土地

利用和矿产开发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推进构建“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

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机制。五是加快法制建设，

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规制度，努力提高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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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矿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部选择 661 家矿山作为试点，推进油气矿产高效开发、

煤炭绿色开采、金属矿产伴生资源高效综合利用、化工和非金属矿山环境保护，树立

了一批典型，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已成为转变矿业发展方式、提升矿业形象，

改善民生、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平台，以及矿山企业规范运营、转型

升级、融资上市、走出海外的绿色标签。同时，国土资源部正研究建立健全分地域、

分行业的绿色矿山标准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对绿色矿山建设在用地、用矿和矿

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提前支取返还等方面给予倾斜。逐步形成有利于绿色矿业发展的

政策体系，构建绿色矿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完成试点建设目标。截至 2015年底，661家矿山企业成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实现了“十二五”末国家级试点矿山 600家以上的目标。这些矿山企业分布在全国 29个

省（区、市），涉及能源、冶金、有色、黄金、化工、非金属及建材等行业（图 4-1）。

能源

数量/家

冶金 有色 黄金 化工 非金属及建材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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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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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各行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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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建设评估稳步开展。2014 年和 2015 年对 220 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进行

了评估，191 家试点矿山通过评估。其中，能源行业 60 家（煤炭 59 家，石油 1 家），

冶金行业 29 家，有色行业 44 家，黄金行业 23 家，化工行业 22 家，非金属及建材行

业 13 家。

试点建设典型模式初步形成。初步总结提炼出绿色矿山开采、矿山复垦和节约用

地、矿地和谐、矿山遗迹多功能用途开发、绿色管理技术创新等可以宣传和推广的典

型模式。

试点建设成效显著。一是加大数字化、现代化矿山建设，逐步提升企业形象。从

评估情况看，90％以上的试点单位实现了矿山管理的数字化以及先进技术装备的应用，

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树立了现代化矿山的良好形象。二是大

力开展关键技术改造，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试点单位的科技投入占每年销售收

入的比例均在 1％以上。三是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效显著，树立采矿工程再造环境

的理念。矿山普遍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土地复垦、矿山复绿、尾矿库治理、植被修

复等生态环境治理再造项目。四是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矿地和谐发展。积极缴纳完成

各项税费义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地方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开展就业

技能培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支持矿区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业

等，改善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真正实现开矿一处，造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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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产资源管理与政策

“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规范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取消了地质矿产审批事项 25 项，清理了

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修改了 14 项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力推进矿产

资源税费制度改革，推进油气资源勘查开采体制和地质勘查资质审批改革。

一、矿产资源管理制度

1. 审批制度改革

截至 2016年 6月，国务院明确由国土资源部保留执行的地矿类行政许可事项 9项，

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 2项，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规范的其他权力事项 3项（表 5-1）。

 2013 年以来，取消了地质矿产类审批事项 25 项，清理了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表 5-2）。

2. 修改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2011 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五批修改了 14 项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第一批，依据《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第 638号令），

国务院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和《乡镇煤矿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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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地质矿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览表

分类 序号 审批事项

保留的行政

许可事项

1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审批

2 勘查矿产资源审批

3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4 地质勘查资质审批

5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甲级资质审批

6 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发掘审批

7 收藏单位之间转让、交换、赠与其收藏的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审批

8 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进出境审批

9 国土资源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认定（需履行新设行政许可程序）

调整为政府内部

审批的事项

1 矿产资源规划审批

2 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审核

需要进一步

改革和规范的

其他权力事项

1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与储量登记核准

2 国家地质公园命名审批

3 国家矿山公园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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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十二五”以来取消的地质矿产类审批事项

序号 地质矿产类审批事项名称 类别 取消依据

1
国家出资从事区域性矿产地质调查的地区申请暂停受理新

的探矿权备案核准申请
非行政许可审批

国发〔2013〕

44号

2 整装勘查实施方案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3 中外合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前置性审查 行政许可

国发〔2014〕

5号

4 地质调查备案核准 行政许可

5
在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外的园区进行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和工程建设活动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6 矿业权投放计划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7 中国温泉之乡（城、都）命名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8
煤炭矿业权审批管理改革试点省煤炭矿业权审批项目备案

核准
非行政许可审批

9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的矿泉水的注册登记 非行政许可审批
国发〔2014〕

27号

10 地质资料延期汇交审批 行政许可

国发〔2015〕

11号

11 矿产地储备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12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查阅保护期内的地质资料审查 非行政许可审批

13 省、自治区、直辖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审核 非行政许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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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地质矿产类审批事项名称 类别 取消依据

14 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产地名录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国发〔2015〕

11号

15 国土资源部科技平台建设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16 整装勘查区设置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17 调整矿产勘查风险分类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18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确定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审查批准
非行政许可审批

国发〔2015〕

27号

19 探矿权、采矿权协议出让申请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20 矿业权设置方案审批或备案核准 非行政许可审批

21
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

价值的矿区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22 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 非行政许可审批

23
直辖市人民政府申报的中国温泉之乡（城、都）的发展建

设总体规划审查
非行政许可审批

24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

25 地质资料保护登记 行政许可
国发〔2016〕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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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第 653 号令），国务

院修改了《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和《探矿

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第三批，国土资源部修改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

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和《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

第四批，国土资源部修改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五批，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6 号），国土

资源部修改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相关条款。

3. 清理规范涉及地质矿产行政审批相关中介服务事项

2015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 号）中，有 9 项涉及地质矿产行政审批相关中

介服务事项，包括：①矿业权转让鉴证和公示（涉及勘查矿产资源审批事项），②采矿

权申请范围核查，③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编制，④开采矿产资源土地复垦方案报告

书编制，⑤矿产资源储量核实，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⑦矿山储量年报编制，

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⑨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编

制。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该类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

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对现有的技术评估和

评审。鉴证、公示及核查由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

2016 年 2 月 28 日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 192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 号）印发，涉及矿业权转让鉴定和公示（涉及开采

矿产资源审批事项），以及矿产资源开采地质报告等 2 项中介服务事项。保留由国土资

源部门实施的地矿类中介服务事项 1 项，为“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国土资源部开展了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

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7 号）和《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152 项中央指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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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9 号）中 5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涉及国土

资源部的地质矿产行政审批事项已全部取消。

4. 加强监督管理

国土资源部行政许可事项已全部纳入政务大厅集中受理。编制实施了新版《国土资

源部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和《国土资源部行政许可事项审查工作细则》（2015 年）。

在审批系统中设置红黄绿灯提醒服务，建立并实施办理时限预警机制，建立行政审批

“绿色通道”。在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开辟了“推进国土资源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进行时”专栏，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积极推进国土资源部行政审批信息网上公开查询，

设立专门咨询台及热线电话，及时提供全程咨询服务，接受社会监督。

国土资源部严格执行矿业权出让转让公开制度，实现矿业权出让转让基本信息公示

公开。2014 年以来在矿业权市场网公示公开基本信息 1. 46 万项（累计 6. 02 万项），自

动公告非涉密矿业权登记结果信息 5. 4 万项（累计 24. 1 万项），通过国土资源部网站向

社会提供矿业权登记信息查验服务 13. 4 万次（累计 38. 6 万次）。

国土资源部印发《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规定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矿业权人需及时在国土资源部或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公示勘查开采

信息，主动接受监督。矿业权人不按规定公示信息或弄虚作假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其列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凡是进入此“黑名单”的企业，

将被限制或禁止参加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的相关活动。

二、矿产资源税费

“十二五”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资源税改革遵循从价

计征为主、从量计征为辅的原则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根据生态文明建

设方案要求，研究建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1. 矿产资源补偿费

“十二五”期间，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数额为 884. 4亿元，较“十一五”增长 71. 3％

（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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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情况

2015年 “十一五” “十二五”

矿产资源补偿费/亿元 88. 8 516. 3 884. 4

2. 资源税制度改革

2014 年 10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和

《关于调整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将原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

降为零，相应将资源税适用税率由 5％提高至 6％。2015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通知》（财税〔2015〕52

号），轻稀土按地区执行不同的适用税率，其中内蒙古为 11. 5％、四川为 9. 5％、山东

为 7. 5％；中重稀土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27％，钨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6. 5％，钼资源税适

用税率为 11％。

2016年 5月 1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财税〔2016〕53 号）和《资源税税目税率幅度表》，提出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将全

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资源税按照从价计征为主、从量计征为辅的原

则，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计征方式。

三、矿产资源规划

1. 编制《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

编制完成《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 ～ 2020 年）》并报国务院审批。新一轮规划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各项任务，

一是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资源安全供应的部署安排；二是明确新常态下推进矿业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三是明确加快推动矿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四是明

确积极促进矿业开放共享发展的重大政策；五是明确全面深化管理改革增强矿业发展活

力与动力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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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导推动地方各级规划编制

一是印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5〕35 号），全面部署启动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二是制定《省级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指导地方各级

规划编制；三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标准（试行）》和《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建设

指南》，明确地方各级规划数据库建库要求，指导省、市、县同步做好规划数据库建设；

四是联合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做好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总体要求，推动各级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3. 实施矿业权设置区划制度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 号）

文件精神，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国土资源部取消矿业权设置方案

审批或备案核准，实施矿业权设置区划制度。按照下放权力，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

原则，将矿业权设置方案与矿产资源规划中的勘查开采规划区块有机融合，统一为“矿

业权设置区划”，在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中设“矿业权设置区划”专门篇章，对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布局进行细化安排，作为优化矿山布局的重要抓手。

四、矿业权管理

“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部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油气资源勘查开采

体制改革。将以往“申请在先”的出让方式，改为通过竞争取得油气探矿权。进行了二

次常规油气和二次页岩气的竞争出让。2015 年，在新疆开展常规油气探矿权改革试点，

通过竞争方式出让了 4 个油气区块的探矿权。

经国务院批准，将页岩气设为新矿种，发布了《关于加强页岩气勘查开采和监督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开放了页岩气勘查开采市场。国土资源部联合地方政府和油气

企业，设立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查开发示范基地及贵州黔北页岩气综合勘查试验区。

加强矿业权监管与服务。一是升级改造了全国矿业权统一配号系统，强化动态监

测事后监管，全程备案存查，对异常情况及时提醒；二是发布了《国土资源部非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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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审批登记服务指南》，进一步明确了矿业权办理条件、申请资料要求、审批时限

和流程、结果送达和查询等内容；三是为矿业权人提供延续提醒服务，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公告了有效期不足 120 天的探矿权和采矿权 632 个。

持续改革创新矿业权管理制度。出台了《关于规范稀土矿钨矿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管

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稀土矿钨矿矿业权管理。强化优势矿产保护，出台了《关于采

矿权人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采矿权抵押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采矿权人以其拥

有的采矿权为抵押物，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缓解矿业企业融资困难。

五、地质勘查资质管理

进一步加强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支持和服务地质勘查单位改革发展，集中力量推

动地质勘查资质审批改革和监管，拟出台制度性办法。由一年两次集中受理调整为常态

化受理，情形简单的申请，当场办理。探索实行网上审批，建立地质勘查单位重要信

息社会公示制度，通过社会监督和随机抽查，强化事中事后管理。

截至2015年底，全国2640个地勘单位共持有各类各级地质勘查资质7595个，其中：

甲级资质 2819 个，乙级资质 2915 个，丙级资质 1861 个。具有最高等级为甲级资质的

单位有 1157 个，具有最高等级为乙级资质的单位有 756 个，具有最高等级为丙级资质

的单位有 727 个。   

全国地勘单位资质类别构成为区域地质调查 419 个，海洋地质调查 22 个，石油

天然气矿产勘查 4 个，液体矿产勘查 696 个，气体矿产勘查 284 个，固体矿产勘查

1936 个，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1076 个，地球物理勘查 793 个，地球

化学勘查 394 个，航空地质调查 5 个，遥感地质调查 84 个，地质钻（坑）探 1411 个，

地质实验测试 471 个（图 5-1）。“十二五”末，全国地质勘查资质数比“十一五”末

增长 29. 7％。

2015 年地勘单位的经济类型构成为国有 1291 个，集体 19 个，股份合作 12 个，有

限责任 1164个，股份有限 71个，私营 57个，其他 22个，合资经营（港或澳、台资）1个，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 1 个，外资 1 个，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 个（图 5-2）。

2015年，国土资源部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438个，其中新设 165个，延续 15个，

变更 257 个，补证 1 个；注销地质勘查资质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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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015年全国地质勘查单位资质类别构成

图5-2  2015年全国地质勘查单位经济类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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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与地质资料服务

“十二五”期间，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与地质资料服务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愈加凸显，为社会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地质矿产调查评价成果丰硕，

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地质资料产品不断丰富，服务能力及水平进一步

提升。

一、基础地质调查

1. 区域地质调查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累计完成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352 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

土面积 37. 0％；重点成矿区带累计完成 201. 7 万平方千米，工作程度提高至 52. 3％。

2015 年完成 20. 5 万平方千米。

2. 遥感地质调查

2015 年，继续在班公湖 -怒江、阿尔金、东昆仑等重要成矿带，应用高分一号、

高分二号等国产卫星数据和 ASTER、ETM 等国外卫星数据，开展了岩性 -构造、重点

区成（控）矿地质要素、蚀变（矿化）信息提取等遥感解译，完成面积 4200 平方千米。

继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海防地区开展基础地质遥感调查 10. 76 万平方千米。

3. 矿产地质调查

截至2015年底，重点成矿区带累计完成185. 7万平方千米，工作程度提高到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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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综合异常 3300 余处，新发现矿（化）点 1250 处，圈定找矿靶区 500 余处。完成新

疆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重点区域 1∶5 万航空重力调查 4 万平方千米。

2015 年，完成 1∶5 万矿产地质调查 9. 7 万平方千米。

4. 海洋地质调查

启动中国管辖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成果集成，初步建立了东部、南部

海域地层格架。开展重点海域 1∶25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 13 个图幅。完成 1∶5 万海洋

区域地质调查试点面积 2000 平方千米。继续开展重点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与监测，启

动海陆统筹综合地质调查试点。继续开展重点海域海洋油气资源调查，首次在南黄海

崂山隆起区中生代—古生代海相地层多个层段发现油气显示，实现了海域新区域新层

系油气调查的重要发现。继续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与试采以及大洋科学考察等

工作。

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1. 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

在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地区实施宜参 1 井，在奥陶系古风化壳储层的新层系获得工

业气流，开拓了上千平方千米的勘探新区。在羌塘盆地半岛湖、托纳木，识别出 2 个

面积 100 平方千米以上有利于油气成藏的大型圈闭构造。

2. 非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实施的安页 1 井获得了天然气和页岩气的“四层楼”式油气重

大突破，这是 60 多年来在四川盆地以外南方复杂构造区首次取得的重大突破，开辟了

油气勘查新区，有望成为新的工业气田。

湖北宜地 2 井在寒武系水井沱组下段钻获 70 米优质烃源岩，预测页岩气资源量

5000 亿立方米以上，为南方寒武系页岩气勘探打开了新局面。山东汶页 1 井发现页岩

油 93 层，累计厚度 200 余米，证实鲁西南地区具有很好的页岩油资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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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热资源调查评价

“十二五”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了 336 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温能调查

评价，31 个省（区、市）地下热水资源调查评价，启动了干热岩资源调查，实施了

中国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孔，累计调查温泉 2334 个，地热井 5818 口，钻探 7 万多

米，基本查明了中国地热资源分布与开发利用现状，初步评价了地热资源量及开发利

用潜力。调查结果表明，浅层地温能资源每年可开采量折合标准煤 7 亿吨，可实现建

筑物供暖或制冷面积超过 320亿平方米。地下热水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 19亿吨，

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华北、松嫩、汾渭、江汉、苏北、下辽河等盆地及滇藏、东南沿

海、胶辽半岛、台湾等山地丘陵地区。在青藏铁路沿线 370 米深度钻获 205℃高温蒸

汽，为中国同深度最高温度。经初步估算，中国地下 3000 ～ 10000 米范围内干热岩

资源量 856 万亿吨标准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福建漳州实施了中国第一口干热岩科学

钻探孔。

4. 固体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西藏多龙铁格隆南矿区累计探获铜资源量超过 1000 万吨。四川甲基卡外围共新增

氧化锂资源量 80多万吨，资源总量超过 200万吨。青海柴达木新发现钾盐矿产地 2处，

新增氯化钾资源量超过 1 亿吨。内蒙古浩宾塔拉地区提交一处特大型萤石矿产地，资源

量 2000 万吨以上。河南西峡 -桐柏地区新发现 2 处石墨矿，矿物量 200 万吨以上。

5.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

“十二五”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了河套平原、江汉平原、成都平原、巴

丹吉林沙漠等地区地下水资源与环境问题调查，完成 1∶25 万水文地质调查面积 4. 5 万

平方千米。开展了乌蒙山区、沂蒙山区、太行山区、陕甘宁、柴达木盆地等生态脆弱

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区水文地质调查，完成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面积 37 万平方千米。在

柴达木盆地探获了 4 处特大型地下水富集区和 8 处中型—大型供水水源地。陇东能源

基地圈定 9 处优质深层地下水源地，单井出水量达每日 3000 ～ 5000 立方米。开展了北

方四省抗旱找水打井应急行动，施工探采结合井 2200余口，解决了 220万人饮水困难。

开展了宁夏中南部生态移民区地下水勘查，实施探采结合井 53 口，解决了 12 万人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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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开展了黑龙江完达山地区地下水应急勘查，为 40 万城镇居民提供了地下水资源

保障。 

2015 年，在重点地区完成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面积 5 万平方千米，实施探采结合

井 300 口，解决了 33 万人饮水困难。启动了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完成了首批 350 口

国家地下水监测井施工任务。

三、地质资料服务

1. 服务产品不断丰富

“十二五”期间，公开发布了 1∶50 万水工环调查成果系列图数据、矿产资源整装勘

查区重要地质钻孔数据、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区地学文献服务产品等。发布了 40 万个地

质钻孔资料、11 万幅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省级地质资料服务目录，首次向社会

提供 93 幅海洋地质调查最新基础地质图件，发布了《中国地质调查年度报告（2015）》、

1000 余幅 1∶5 万区域地质图。截至 2015 年底，地质资料信息集群化共享服务平台共有

37. 3 万档资料在线提供目录服务，共有 1. 3 万档地质资料提供电子文件服务，在线电

子文件 19. 7 万件。

2. 发布一批重大地质调查成果

推进成果转化应用和服务，推出一批一流地质调查成果，发布了《支撑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地质调查报告（2015）》、《京津冀地区国土资源与环境地质图集》、《支撑长

江经济带发展地质调查报告》、《中国地球化学调查报告》和《中国页岩气资源调查报告》

等报告，有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3. 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持续推进

2015 年，全国地质资料馆和 31 个省（区、市）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共接待到馆服务

2. 33 万人次，提供资料服务 10. 44 万份次。受委托保管油气等地质资料单位共接待到

馆服务 9093 人次，其中原始地质资料服务 5744 人次，实物地质资料服务 3349 人次，

提供原始地质资料服务 2. 24 万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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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

“十二五”期间，创新了成矿理论、找矿模型及勘查方法。在资源勘查、地质环境

生态调查等方面，发布实施了多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地质矿产领域国际合作取得新

进展。

一、基础地质与矿产理论研究

1. 新一代中国地层表正式发布

建立了中国与国际年代地层系统之间的精确对比关系，正式发布了《中国地层表

（2014）》、《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2014 年版）》。

2. 在深部地质与构造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第一次揭示了松辽盆地之下的古太平洋板块与鄂霍次克洋板块对冲的岩石圈结构，

在四川盆地之下发现扬子克拉通内部的古老俯冲带，在雪峰山之下发现隐伏的古老造山

带。首次在东南沿海发现侏罗纪古太平洋板块作用的记录。首次在华北克拉通划分出 3

个年龄大于 26 亿年的古陆块。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顺利完成，为中国全面开展地球深部探测做好了技术

和队伍准备，主要取得 4 个方面重要成果。一是系统构建了适应中国地球深部特征的立

体探测技术体系，自主研发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是深部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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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重大科学发现，中国跻身世界深部探测大国行列；三是发现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

大找矿线索，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支撑；四是把握地球活动性的脉搏，为提高

自然灾害预警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3. 创新成矿理论、找矿模型及勘查方法

首次创建了以成矿地质体、成矿构造和成矿结构面、成矿作用特征标志研究为核

心的勘查区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系统构建了我国 25 种主要矿床类型的找矿地

质模型，在老矿山和整装勘查区找矿实践中广泛应用，显著提高了找矿成功率。发现

蛇绿岩型金刚石新富集类型，发现一种新的金矿床类型——岩浆型金矿，建立了矿

床的成因模式。通过中国陆块海相成钾理论研究，揭示了中国小陆块海相成钾的“构

造、物源和气候”三者的耦合机制，提出了东特提斯域小陆块的成钾模式，获得了思

茅盆地勐野井组的绝对年龄以及钾盐成矿年龄，确定了四川盆地三叠纪古盐湖卤水具

有成钾条件。提出了海相火山岩型铁矿形成于“冷（地）壳热（地）幔、陡俯冲”的特

殊地球动力学背景，鞍山式磁铁富矿后期热液叠加改造的“去硅富铁”和“铁质活化

再富集”两种方式，海相火山岩型铁矿和沉积变质型铁矿是中国寻找富铁矿主要目标。

针对陆相盆地含铀岩系沉积环境、表生流体、煤等有机质及盆地构造对铀矿的成矿制

约等方面开展研究，构建了铀矿成矿理论创新框架，提出了陆相盆地铀大规模成矿作

用新认识。在系统总结中国南方页岩气富集理论与成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机

质页岩发育、构造保存稳定、地层超压“三位一体”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成藏新理

论认识。

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技术

1. 研发或集成了一批地质勘查技术仪器装备

研制成功了 2000 米以内全液压地质岩芯钻探装备及关键器具，成果荣获 2015 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研发了航磁三分量磁力仪、磁补偿仪和数据收录系统。研制了

干热岩高温钻探 Φ140 涡轮钻具和高压钻井液流变仪样机。研制出了 JW-1 便携式地质

灾害应急调查工具箱。研发了地下水分层远程监测系统和小型地下水动态监测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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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孔多层监测井管理。研制了小道距高分辨率多道数字地震探测系统，开发完成了一

套基于网络的双缆多道采集和记录系统。

2. 地质勘查方法技术体系进一步完善

研发了直升机吊舱式时间域航空电磁勘查去噪和数据校正方法。完成了 02C 卫星

无缝拼接、匀色处理以及 02C HR 和 MUX 数据不同融合方法等关键技术研究，初步建

立了 02C 星从数据统筹、接收和分发的地矿数据应用服务模式。研发了有机氯和镉、

铬污染土壤的动力学与 PRB 修复技术，以及熔融制样 LA-HR-ICP-MS 法测定稀有稀散

元素的方法。

3. 应用示范有效促进技术装备实用化

自主研制的“海马”号 4500 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ROV）成功投入地质勘查，

首次获取了活动性“冷泉”标志的高清视频记录和实物样品等信息。研发了大口径同径

长钻程取芯技术，创造了 Φ311 毫米口径连续取芯和单回次进尺超 30 米两项钻探世界

纪录，首次实现大口径井段“同径取芯、一径完钻”和“三筒联装长回次钻进”作业。

集成了直升机硬架式航磁测量系统，在新疆西昆仑高海拔区取得应用突破。

4.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得到高效应用

磨矿 -选择性解离 -复合力场磁选精选铁新技术取得重要进展，研发成功了具有复

合力场的高效选铁精选设备。强磁抛尾 -粗精矿再磨 -离心选矿 -浮选联合选钛工艺

获得突破，实现了钛铁矿的高效利用。研发了两段焙烧新工艺，实现了黄金冶炼渣金、

银、铜、铅、锌、铁的综合回收利用。研发了微生物溶浸回收铁矿中伴生金属元素的

新工艺，大大提高了伴生金属的回收率。

三、地质矿产技术标准

构建了统一归口管理、分工协作实施、专家咨询指导、单位支撑保障、行业协调

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使地质矿产标准成为矿产资源法及配套法规必要和有益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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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对于推进地质矿产领域依法行政、规范矿业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

 “十二五”期间，共发布实施地质矿产国家标准 13 项，行业标准 91 项。2015 年，

发布实施了《区域地质图图例》1 项国家标准，发布实施了《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

编录规程》、《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技术规程》、《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地质灾害排查规范》、《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规范》、《地下水水质标准》、《重力调查技术规范》、《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技术

规程》、《相位激发极化法技术规程》、《地球化学普查规范（1∶50000）》、《区域生态地

球化学评价规范》、《区域地质调查中遥感技术规定（1∶50000）》、《区域环境地质勘查

遥感技术规定（1∶50000）》、《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岩矿鉴定

技术规范》（共 5个部分）、《地质资料汇交规范》、《地质数据库建设规范的结构与编写》

等 60 项推荐性地质矿产行业标准，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开展

提供了技术支撑。

开通运行了国土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涉及标准化工作动态、技术委员会运

行管理、标准制定（修订）、标准知识、标准查询、标准信息咨询服务和标准论坛等内容，

提升了国土资源标准化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有效促进了政务公开。

四、国际合作

1. 拓展矿业领域国际交流

“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系统深入开展国土资源国际合作，在参与国家总体外交、

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支撑国土资源业务、完善国际合作平台、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推

动引智和培训、健全外事管理制度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为服务支撑国家开放合作

大局和国土资源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5 年，成功召开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和秘鲁

等矿业大国的合作。在中国 -东盟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 -俄罗斯博览

会和中国 -蒙古博览会的总体框架下，召开了地质矿产领域相关会议。丰富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地质矿产领域合作纳入《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加强与埃

塞俄比亚、加纳和安哥拉等国在地质矿产领域的合作。地质矿产与空间规划领域合作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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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推动与波兰在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及管理领域

的合作。

“十二五”期间，为近 80 个国家 500 余人进行了培训。2015 年，来自 40 多个国家

的 252 名地矿人员来华参加培训，首次与老挝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在老挝联合进行数字填

图和地球化学填图技术与应用培训。

2. 加强国际矿业领域科技合作

“十二五”期间，国际地学合作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和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有效推动了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支撑国际矿业投资、促进生态文明、推进地

质科技进步、促进人才成长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世界上 51 个国家和地区地质调查机构及国际地学组织签署了 115 份合作谅解备

忘录或项目合作协议，与老挝等 20 多个国家开展地质地球化学合作调查。40 余名专家

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世界地质图委员会、国际滑坡协会和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

委员会 (CCOP) 等政府间国际地学组织任职。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

中心”和“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等国际地学研究中心，进一步提升

了地质科技水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成功获得批准。做好

国际地科联秘书处工作 , 推动实施“为后代提供资源”倡议计划。成功主办了第 51 届东

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年会等重要国际会议。利用国土资源部中国 -上海合作组

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地学合作研究，举办两届地学合作论坛。利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办公室等举办地质公园、岩溶地质环境等多期国际

研讨会。

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2015 年航空物探地质调查首次走出国门，与 16 个

国家合作开展了区域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工作。与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下水调查合作，

举办两届中美地下水水质监测研讨会。在水文地质、岩溶和矿山环境等方面与东盟和中

亚国家开展了合作，编制了东南亚地区系列水文地质图件，启动了中越“长江三角洲与

红河三角洲全新世沉积演化对比合作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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