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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矿业开发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但也导致了 

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给当地 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简述了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分布与开 

发利用现状．列举了西部矿业活动造成的 4大主要环境问题 ，综合分析了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提出了实现西部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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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西部 矿产 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 

状 

1．1 矿产 资源概况 

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 156种矿产中，西 

部地 区有 138种，其保有储量潜在总值达 

61．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 66．1％。45种主 

要矿产资源保有储量的 5O．8l％集中在西部 

地区，其中，煤炭、油气、钾盐 、铬铁矿 、稀土、 

磷 、镍、钒等资源在全国举足轻重，煤炭已探 

明储量 3 738亿 t，占全国38．6％：天然气蕴 

藏是 26万亿 m3，占全国陆地总量的 86％；富 

铁 矿 46．7％、富 铜矿 52．4％、铅 矿 42．1％、锌 

矿 43．3％、砂金矿 43．5％、硫铁矿 40．6％、富 

磷 矿 86．3％、钾盐 99．7％、钠盐 89．2％：此外 ， 

富铬矿 、钛矿+镍矿、铂族矿、锶矿、芒硝、石 

棉等重要矿产 8O％以上的储量集中分布在 

西部地区。全国 62％的镍储量和57％的铂储 

量都集中于甘肃。云 、贵、川的磷和硫铁矿， 

云南的锡 、锌 、铅 。西藏的铬 。云南 、西藏的 

铜，四川的天然气、钡 、钛 、镍、锂、铍，贵州的 

汞等均居全国储量的首位；四川的铁矿储量 

居全国第 2位：西藏是我国最大的铬铁矿基 

地．且其锂矿储量占全世界的一半 ；青海 1O 

种矿产，如氯化钾r储量 占全国的99％)、硅石 

和电石用石灰岩等居全 国首位 ；号称“聚宝 

盆”的柴达木盆地有 5O多种矿产 。 

1．2 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中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矿业 

开发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产业。1999年，西部地区固体矿产矿 

石 总 产 量 为 12亿 t， 占全 国总 产 量 的 

28．68％，煤炭产：最为 2．67亿 t，占全国总产 

量 的 26％；石 油产 量为 2771万 t，占全 国总 

产量的 17％；天然气产量为 134亿 in ，占全 

国 总 产 量 的 53％ ：10种 有 色 金 属 产 量 为 

278．54万 t，占全 国总产 量的 40％。西部地 区 

矿业产值 877亿元，占全国矿业总产值的 

25％。西部地区矿业产值 占其工业总产值的 

11％。增加值占 15％，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4％和 3％；矿业及其相关后续产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的 39％，增加值 占38％，分别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 8％和 5％。 

尽管西部地区一些主要资源性产品 r如 

煤炭 、油气 、钾 、镍 、铬铁矿及磷矿石等)的产 

量 已在全 国 占有较大 的 比重 ．为 我国 国民经 

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 由于 自然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如 自然 

条件恶劣，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差 ，以及矿 

产勘查开发投入不足 、勘探程度低 ，严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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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着西部地区矿业经济的发展。目前 ．西部 

地区矿产资源总体上开发利用程度低、水平 

不高 ，仍有一些大型、超大型矿床和具有较 

好资源潜力的地 区尚未开发。西部地区每平 

方公里的勘探投资仅为东部地区的 1／6．中 

部的 1／4，许多矿产资源储量因地质勘察程 

度低而尚难利用。矿山企业普遍存在着设备 

简陋、经营粗放、破坏和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 

等问题，主要矿产的采选回收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1O％～2O％。陕北神府煤 田是世界八 

大煤 田之一 。由于多路“开采大军”蜂拥而 

至，滥挖滥采 ，仅陕蒙接壤的活鸡兔沟不到 

2km的地段就有煤矿 21个．但资源利用率 

仅为 20％，不到国家标准的50％，国际标准 

的30％ 。大量煤炭资源被破坏和废弃。 

据专家预测 。到下世纪 。东部地区 6O％ 

的原材料需要西部供给，50％的能源靠西部 

输送。可见 ，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西部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当 

前 ，西部 大开发遇 到了前所未 有 的机 遇 ，矿 

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成为西部开发的出 

发点。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蕴藏在西部地区 

的丰富矿产资源和巨大市场潜力 。实现东西 

部地 区互相拉动 ．共 同繁荣：另一方面可以 

推动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 



调 整。 

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问题的 

思考 

2．1 矿产资 源开 发对环境的影响 

诚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西部矿产资 

源的开发利用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不合理开发不仅造成了 

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破坏 ，也导致了许多严重 

的环境问题 。主要 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 面 ： 

(1)破坏植 被 、景 观 ，引起水 土流失 。矿 

山在剥岩 、排土 、采矿、选矿过程中，改变了 

原有的地形地貌，搅动了地表土壤 ，毁坏 了 

植被山林和草场，造成景观破坏 ，水土流失 。 

使原本 秀丽 的山川变得千疮百孔 。全国水 土 

流 失 总面 积 360多万 kme中 ，西部 地 区 占 

80％。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 262万 krne， 

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 2 400多 km ，大部分 

在西部地区。仅 1988年涌入长江源区曲麻 

莱县 的采金 者就达 l1．4万人 ，采金 占用草地 

l06万 hm：，其中毁坏草地植被 3-33万 hm 。 

西北地区的平均森林覆盖率为 5％，只有全 

国平均水平的 1／3。 

(2)挤 占土地 ，影 响土 地资源的利用 。采 

剥 、矿场 、尾矿及矿业废弃物都要占用土地， 

尤其是矿业废弃物 ，其种类很多，包括从矿 

石开采过程中剥离的废石、围岩、到矿物加 

工(选矿 、冶金等)产出的尾矿和冶炼渣、选矿 

废水、烟尘等。据调查测算。全国矿山开采占 

用土地总面积 586．7万 hm2，塌陷区占地面 

积为 84 201hm2。矿山周围破坏土地面积约 

为 157万 hme。2000年 ，我国仅堆存粉煤灰 

达 8亿 t。占地达 33万 hme。全国固体采选每 

年产生的尾矿和排弃物超过 5亿 t，数量巨 

大的尾矿或采剥排弃物累计存放约 70亿 t。 

直接占用和破坏土地 170～230万 hm ，且每 

年以2 000～3 000hm：的速度增加。而土地复 

垦率只有 6％左右 ，远远落后于其他矿业大 

国(6o％以上)。西部地区矿业及相关行业排 

放的废渣累计约 58亿 t，占全国废渣贮存量 

的 89％ 

(3)“三废”排放，严重污染环境。“三废” 

任意排放，严重污染了土地、水资源及空气 ， 

给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矿区的尾矿及固体废弃物 

的堆放 ．严重破坏了原始地表和周围环境。 

如废弃物的流动和塌漏 ，破坏植被；矿尘造 

成周围土壤污染 ，土地退化 、沙化 、盐渍化 ； 

含有毒性或放射性及残留选矿药剂的尾矿， 

更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污染了农作物、 

地面水和地下水。我国每年仅采煤排放的矿 

井水就达 22亿 t，同时，选矿又需大量用水 

(每选 lt矿约需 5t水)，使矿区周围地下水供 

需失衡 ．水位大幅度下降。大量排放的有害 

矿井水和选矿厂含有重金属离子和化学药 

剂的废水 。对土地和水系造成了直接污染。 

全国 300多个缺水城市 ．矿业城镇就占了 

80％。 

(4)诱发各种地质灾害。由于受短期利 

益的驱使。许多矿区存在滥采滥挖现象，地 

下被采空，地下水位下降 ，常导致地表沉降 、 

滑坡 、塌陷 、地裂缝 、河道堵塞。据对 l 173 

家 国 有 大 中 型 矿 山 调 查 ， 地 下 开 采 占 

68．89％。塌陷区占地面积为 84 201hm 。占矿 

山开发破坏土地面积的 39．57％，同时，任意 

堆放的大量松散的尾矿和废弃物 ，受季节性 

降雨的诱发 ，常常造成土地坍塌 、滑坡和泥 

石流地质灾害．并向河流注入大量泥沙 ，造 

成河道泥沙淤积 ，河床抬高 ，使泄洪和防洪 

能力锐减。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据统计 。西部地区崩塌 、滑坡 、泥石流等 

突发性地 质灾 害 占全 国的 70％以上 ，特别 是 

西南山区地质灾害频繁 。对人民生活、生产 

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造成严重威胁。每年因自 

然灾害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占 GDP的 

3％～5％。受灾人数超过 2亿，其中地质灾害 

损失约占 1／4．由人类经济活动形成或诱发 

的地质灾害数量占地质灾害总数的一半以 

上，且仍呈上升趋势。 

2．2 矿 产资 源开发 利用 与环境 保护 可持 续 

发展的对 策与 建议 

目前 ，我国的经济正从传统发展战略转 

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 

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 

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以保护自然资源和 

环境为基础．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 

目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 

统一。西部地区是我国本世纪经济发展的战 

略重点 之 一 。也 是我 国 主要 的矿产 资 源基 

地 ．因此 ．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加强环保 

建设已成为西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重要 

保障。如何实现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 

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西部开发中经济 

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的统一 ，已经成为 

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针对我国西部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现状 ，笔者对中国西 

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 

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 

(1)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提高全民 

环保意识。环境保护就是利用现代环境科学 

的理论 和方 法 ．协调人 类 和环境 的关系 ，解 

决各种环境问题 ，保护 、改善环境的一切人 

类活动的总称。环境保护是一个关系到子孙 

万代的系统工程，其关键是要加强环境保护 

的宣传力度 ，提高全 民的环保意识 。全民自 

觉参与 ．才能真正把环保工作推向新的高 

度 。 

①矿业企业经营者要具备高度的环保 

意识，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首位。严格遵守 

国家和地方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 

从人类环境保护的大局出发，规范和调节企 

业环境行为 ，加大环保资金投入 ，努力推进 

环保技术革新 ，坚持“预防为主”和“在开发 

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绿色经营．将环境 

保护举措贯穿到矿业活动的每个环节。②要 

加强企业环保文化的建设，将环境保护意识 

深入人心，健全企业内部环境保护监察机 

制，自觉接受环境监管部门与舆论的监督， 

正确认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促进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 。做到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全面丰收。 

毫无疑问．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是矿业企 

业的责任 。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关心和支 

持。近年来，大气污染 、全球气温与海平面上 

升 、土地沙化及水土流失严重 、洪涝灾害与 

地质灾害频繁等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人 

类的普遍关注，人们的环境意识也相应有所 

增强。在我国。城市居民已经在采取各种手 

段去保护环境 。如垃圾袋装化及菜篮子的使 

用 ．正是城市居民环境意识提高的重要表 

现。但是，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仍然相 

对淡薄 ．矿区居民往往不会利用法律武器来 

保护周围环境和自身的利益，对 自身周围土 

地或水质的污染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 ．在一 

定程度姑息纵容 了矿业企业对生态环境 的 

破坏和污染 。使他们成为最先受到危害的群 

体。 

因此 ，要从 根本 上 解决 环境 问题 。必须 

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和环保法制宣传．提高人 

们的环保意识，规范环境行为，自觉保护环 

境 ，热爱环境，改善环境，建设环境 ，维 护环 



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永续利用。 

(2)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环境监管机制。 

要解决矿业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一方面必 

须加强矿业环保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健 

全环境监管机 制。主要应从 以下几个 方面人 

手 ： 

①完善的法制建设是监管的保障，只有 

进一步完善有关矿业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让执法部门作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因此， 

建议在《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 

管理法》和《土地复垦规定》等法律 、法规基 

础上，尽快修订《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 

院 1994年发布)、《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务院 1987年发布)、《违反矿产资源法 

规行政处罚办法》(原地矿部 1993年发布)等 

配套法规，增加矿地 占用及复垦 、矿 山环境 

保护和违法处罚等条文，使矿山环境管理法 

规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②健全的环境监 

管机制。这是发挥法律 、法规的效能的有力 

保障。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是一项跨地 

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伟大事业，除了要有稳 

定的政策基础 ．还必须建立以法制为保障的 

管理体系，以便在较高的层次进行组织 、协 

调、领导和监督。因此。建议成立一支由资源 

国土部门、建设规划部门、林业部门、环境保 

护部门和公安部 门组成的矿业环境监管机 

构 ．摆脱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经常不 

定期地开展上级环境监管部门的督察和同 

级环境监管部门的交叉检查。③加强矿山生 

态环境调查评价和环境规划，加大矿山生态 

要保证。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矿业废 

弃物的资源化及次生地质灾害的防治 、生态 

环境的恢复与保护等方面，均需要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和先进的管理模式。 

①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和先进 的技术设 

备 、生产工艺与管理体制，提高矿业企业 的 

科技实力 、管理水平与环保意识 ，把环境保 

护工作落到实处。②深人研究矿区地质构造 

及矿床空间分布特征 ，严格遵循 自然规律． 

引进先进的矿山开采机械和开采技术，提高 

开采效率 ，避免诱发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废 

弃物的排放量。③引进先进的选矿设备和技 

术，改进生产工艺和相应的环保配套设施， 

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将环境污染程度降低到 

最小化。④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矿业废 

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 ，最大程 

度利用一切有用矿物。⑤调整产业结构，从 

主要向东部地区提供原材料，转变为大力发 

展资源深加工和精加工 ，提高矿产资源的附 

加值。⑥加强环境监测 、评价技术研究 ，提高 

对次生地质灾害的防治能力。 

(4)强化政府宏观引导与调控职能。矿 

产资源与环境同国家利益 、民族生存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 

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依托的西部大开发过程 

中．国家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宏观引导与调控 

职能 ，确保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 

可持续 发展 。 

①国家必须从战略高度科学地制定西 

部矿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划，将远期 目标与 

导西部地区的非国有矿山由粗放型向集约 

化发展 ，提高矿业企业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 

用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建立符合西部特色 

的新型绿色矿业。③从计划、财政、金融、税 

收、技术等方面采取多种优惠扶持政策，为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创造有利条件。加大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加快西部地区交 

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切实改善西部地 

区的投资环境。④政府主管部门在项目审批 

上，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 

展的方针，对待建项 目应进行“资源开发质 

量认证”和“环保质量认证”．保证待建项 目 

的主体工程与资源和环保设施的同步设计 、 

同步施工和同步投产，坚持“预防为主，在保 

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 ，尽力避免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的生态成本的代际 

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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