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记

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要求，深化矿业权管理制度改革，保障矿产资源勘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保护矿业权

人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矿

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矿业权管理工作实际，进一步规

范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记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准入 

  （一）设立探矿权必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规划及国家产业政策等政策要

求。 

  （二）非油气探矿权人原则上应当为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

油气（包含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下同）探矿权人原则上应

当是营利法人。 

  （三）探矿权申请人的资金能力必须与申请的勘查矿种、勘查面积和勘查工作阶段

相适应，以提供的银行资金证明（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年度项目计划）为依据，不得低于

申请项目勘查实施方案安排的第一勘查年度资金投入额。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全额出资勘

查项目提交项目任务书及预算批复。 

  （四）申请探矿权新立、延续、变更勘查矿种（含增列，下同)，以及探矿权合并、

分立变更勘查范围，需编制勘查实施方案。 

  勘查实施方案应当符合地质勘查规程、规范和标准，计划勘查资金投入不得低于法

定最低勘查投入要求。探矿权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或者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勘查实施

方案，登记管理机关不得指定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勘查实施方案编制审查要求按有

关规定执行。 

  二、完善探矿权新立、延续、保留审批管理 

  （五）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全额出资勘查的新立探矿权申请范围不得小于 1 个基本单



位区块。 

  （六）新立探矿权的申请勘查范围不得与已设矿业权垂直投影范围重叠，下列情形

除外: 

  1.申请范围与已设矿业权范围重叠，申请人与已设矿业权人为同一主体的； 

  2.油气与非油气之间，申请范围与已设探矿权（煤层气与煤炭探矿权除外）范围重

叠，申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不影响已设探矿权人权益承诺的；申请范围与已设采矿

权（小型露采砂石土类采矿权除外）范围重叠，申请人与已设采矿权人签订了互不影响

和权益保护协议的； 

  已设油气探矿权增列煤层气申请范围与已设煤炭矿业权重叠，申请人与已设煤炭矿

业权人签订了互不影响和权益保护协议的； 

  新立油气探矿权申请范围与已设小型露采砂石土类采矿权重叠，申请人向登记管理

机关提交不影响已设采矿权人权益承诺的； 

  3.可地浸砂岩型铀矿申请范围与已设煤炭矿业权范围重叠，申请人与已设煤炭矿业

权人签订了互不影响和权益保护协议的。 

  互不影响和权益保护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采取承诺方式的，

非油气探矿权申请人应当承诺不影响已设矿业权勘查开采活动，确保安全生产、保护对

方合法权益等；油气探矿权申请人应当承诺合理避让已设非油气矿业权，且不影响已设

非油气矿业权勘查开采活动，无法避让的要主动退出，确保安全生产、保护对方合法权

益等。 

  （七）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需要，组织建立油气矿业权人、非油气矿业权

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三方工作协调机制，对涉及油气与非油气矿业权重叠相关问题进

行交流沟通、协调推进工作，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八）非油气探矿权延续时，应当提高符合规范要求的勘查阶段，未提高勘查阶段

的，应当缩减不低于首次勘查许可证载明勘查面积的 25%，下列情形除外： 

  1.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全额出资勘查的探矿权; 

  2.已设采矿权矿区范围垂直投影的上部或者深部勘查且与已设采矿权属同一主体的

探矿权; 

  3.经储量评审认定地质工作程度达到详查及以上且地质报告已经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的探矿权。 

  合并、分立或者扩大过勘查范围的探矿权，以其登记后的范围作为延续时缩减的首

设面积。 

  （九）因生态保护、规划调整、公益性重点工程建设等原因，已设探矿权的部分勘

查范围无法继续勘查或者转为采矿权的，可凭政府相关部门证明文件，抵扣按本通知第

（八）条规定需缩减的面积。 

  （十）探矿权延续登记，有效期起始日原则上为原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 

  （十一）勘查许可证剩余有效期不足三个月的，探矿权登记管理机关可在门户网站

上滚动提醒。 

  （十二）首次申请探矿权保留，应当依据经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地质报告。资源储

量规模达到大中型的煤和大型非煤探矿权申请保留，应当达到勘探程度；其他探矿权申

请保留，应当达到详查及以上程度。已设采矿权垂直投影范围内的探矿权首次申请保留，

应当达到详查及以上程度。 

  （十三）探矿权人申请探矿权延续、保留，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因不可抗

力或者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延续申请，或者需要继续延长保留

期的，探矿权人应当提交能够说明原因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严格探矿权变更审批管理 

  （十四）以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的非油气探矿权申请变更主体，

应当持有探矿权满 2 年，或者持有探矿权满 1 年且提交经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普查及以

上地质报告。 

  以协议方式取得的非油气探矿权申请变更主体，应当持有探矿权满 10 年;未满 10 年

的，按协议出让探矿权的要件要求及程序办理。 

  （十五）申请变更探矿权主体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一并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变

更申请。勘查许可证剩余有效期不足 6 个月的，申请人（受让人）可以同时申请办理延

续。 

  （十六）符合本通知第（六）条规定设置的探矿权申请变更主体，受让人应当按本

通知第（六）条规定，提交互不影响和权益保护协议或者不影响已设矿业权人权益承诺。

属同一主体的已设采矿权与其上部或者深部勘查探矿权，不得单独转让。 

  （十七）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取得的非油气探矿权，申请变更勘查矿



种的，出让时对能否变更勘查矿种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以申请在先方式取得，以及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取得但出让时对能否

变更勘查矿种未有约定的非油气探矿权中，勘查主矿种为金属类矿产的探矿权可申请勘

查矿种变更为其他金属类矿产，依据经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普查及以上地质报告提出申

请。 

  铀矿探矿权人原则上不得申请变更勘查矿种。勘查过程中发现其他矿种的，应当进

行综合勘查，并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相应的勘查报告，其探矿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 

  涉及变更为国家限制或者禁止勘查开采矿种的，依照相关规定管理。 

  （十八）非油气探矿权人因自身转采矿权需要，可依据经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详查

及以上地质报告申请分立。探矿权分立后，不得单独变更主体。 

  （十九）人民法院将探矿权拍卖或者裁定给他人的，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受让人提交

的探矿权变更申请及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变更登记。受让人应当具备

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探矿权申请人条件。 

  四、加强探矿权监督管理 

  （二十）全国审批登记颁发的勘查许可证实行统一配号。油气勘查许可证单独编号。 

  （二十一）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定期清理过期探矿权，对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未

按要求申请延续登记的，由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纳入已自行废止矿业权名单向社会公

告。 

  （二十二）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记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登记管理机关在

批准探矿权申请后，及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二十三）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探矿权人勘查行为的监督管理，

对违法违规勘查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对勘查开采信息公示中列入严重违法名单的探矿

权人，依法不予审批登记新的探矿权。 

  五、其他 

  （二十四）探矿权申请人应当如实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申请材料，并对其申请材料

真实性负责。 

  （二十五）探矿权申请材料需补正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出具补正通知书，申请人



应当按照补正通知书的时限要求完成补正。 

  （二十六）勘查审批登记中涉及矿业权出让收益的，按照《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

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执行。 

  （二十七）勘查许可证遗失需补办的，申请人持补办申请书向原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补办，经原登记管理机关门户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补发勘查许可证。补办

的勘查许可证应当注明补办时间。 

  （二十八）沉积变质型和沉积型铁矿属于《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6〕12 号）规定的第二类矿产，其他类型铁矿属第一类矿产；离子型稀

土属第二类矿产。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关于加强地热、矿泉水勘查、开采管理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209 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探矿权采矿权延

续审批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8〕144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

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200 号）、《国土资源部

关于鼓励铁铜铝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44

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探矿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土资厅发〔2011〕68 号）同时废止。 

  2017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