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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矿山开发中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矿山环境是指以矿山企业为中心的周围空间环境和生活于其中的生物群体共同组成的生态

系统。 1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发展，

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和开采规模越来越大。长期以来，我国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走的

基本上还是一条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发展路子。随着我国矿山建设迅速

发展，矿山环境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已成为我国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一大源头，并成为影

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矿山环境问题较多，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采矿活动破坏了大量耕地和建设用地。国土资源部有统计显示：全国因采矿而被破

坏的土地达 4 万多平方公里，并以每年 200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其中因矿山开采而沉陷的

土地总面积已达 60万公顷。被破坏的土地多为农业用地，其复垦率不到 12%。  

  二是采矿诱发地质灾害。全国因采矿引起的塌陷 180 余处，塌陷坑 1600 多个，塌陷面

积 1150 平方公里。全国发生采矿塌陷灾害的城市近 40 个，造成严重破坏的 25 个，每年因

采矿地面塌陷造成的损失达 4 亿元以上。由于地下采空、地面及边坡开挖影响了山体、斜坡

稳定，导致地面开裂、崩塌和滑坡等地质灾害。  

  三是采矿使矿区水均衡遭受破坏，产生各种水环境问题。如山西省，因采煤造成 18 个

县 26 万人吃水困难，30 万亩水田变成旱地，全省井泉减少 3000 多处。另据不完全统计，

因 废 渣 、 尾 矿 造 成 水 体 严 重 污 染 的 有 色 金 属 矿 山 达 30 多

座。                                             

  四是矿山开采中废气、粉尘、废渣排放，产生大气污染和酸雨。煤炭采矿行业废气排放

量占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的 5．7％，其中有害物排放量为每年 73.13 万吨，主要是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使矿山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因二氧化硫污染导致的

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30％以上。  

  五是采矿破坏自然地貌景观，影响整个地区环境的完整性。  

  2、矿山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  

  由于矿区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严重影响了矿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采矿活动使矿区居民可耕地减少，限

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采矿诱发的地质灾害给矿区人民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灾难。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容易引发某些疾病，如陕西山阳县钒矿水污染，有害物质与营

养成分一同在人体内沉积，可能引发食道癌、宫颈癌、直肠癌等；大气中的五氧化二钒粉尘

使长期处于此环境中人咳嗽、咯痰、气短、神经衰弱、肺部干鸣音等症状明显，直接危害矿

区人民的身体健康。  

  二是破坏了矿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采矿业对矿区植被破坏严重，许多矿山几十

年寸草不生，生态系统破坏殆尽，植物多样性丧失，栖息其中的动物失去家园，濒临灭绝；

矿区水污染使水生生物所处的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三是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矿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矿区的环境污染破坏不但使

矿区和矿山企业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也影响到矿产业的正常发展，使工业发展的原料和初级

产品不能正常供应，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建立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矿山环境恢复补偿的含义  

：一是自然生态补偿。环境科学大词典将其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者生态系统受

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

态负荷的还原能力”或是自然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

冲和补偿作用。二是环境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态补偿，

是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

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的生态补偿，还应包括对因环境保护丧失发

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等一系列活动的总

称。矿区环境恢复补偿就是环境法学意义上的狭义生态补偿，即采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

对采矿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予以综合治理，补偿环境的损害，尽可能恢复环境的原有

功能，促进矿区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  矿山环境恢复补偿与生态补偿紧密

相关。生态补偿包括两种含义  

  2、建立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矿区土地、大气、水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地质灾害等突出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矿

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财产，使矿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也受到

威胁，影响了矿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解决

矿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3、建立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可行性  

  1．国家法律及有关规定是实施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 32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应当节约用地。耕地、

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的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

利用措施。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

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18条规定：因采矿和建设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必须

采取措施恢复表土层和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等。  

  我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

则；针对矿区土地复垦问题，《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都规定了“谁

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五章第三节“加

强矿产资源管理”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健全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

这些规定，使矿区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实现有了法律、政策的保障。  

  2．现有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路子为矿区环境恢复补偿机制提供了基础：我国实行的

排污收费政策，对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征收排污费，包括了矿山企业的超标排污；自 90年

代初期在全国试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资源管理部门开征了资源费等。矿区征收的这些税

费虽未完全用于环境恢复，但为我国进一步健全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打下了基础。  

  3．部分矿山环境恢复补偿的实践为实施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绍兴市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中，积极调整矿山布局结构，实施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以治理备用金制度为平台，努力筹措治理资金，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湖北省在矿山环境治理

中强化管理手段，加大治理力度，对矿区复垦，尾矿、尾砂处理再利用探索出有效路径。山

东省平阴县、南宁市江宁区等根据当地特点，探索出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新路子。 

三、对建立、健全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思考  

  1、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恢复治理立法，为建立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复垦的规定笼统的散见于土地复垦和相关法律、法规

中，而传统上实行国家征用被破坏土地，费用由国家和矿业公司（乡镇与私营企业除外）分



摊的单一做法。虽然以“谁破坏，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为指导，但复垦规定既没有明确界

定破坏者的责任与义务，也没有明确复垦者应享有的权利，大大挫伤了意欲复垦者的积极性。

而云南滇西实行“谁破坏、谁负经济责任”，企业主动加大科技投入，多渠道筹措环境治理资

金，多途径整治矿山环境，实现了经济、环境的双赢。  

。我国在制定矿山环境恢复的有关法律时，应具体、明确，便于实践中执行。1  复垦政

策与立法应详尽、明确、可操作性强。如德国的《矿山还原法》为了便于土地还原再造，规

定在开矿时将表层土按剥离的先后顺序堆放在一边，开采后还原土地时，先填底土和无害垃

圾，然后再按顺序回填各表土层。土地还原后，按规定第一年种绿肥，  第二年种甜菜，

从第三年开始种植粮食作物。5年后，也就是待土地充分熟化后，采矿公司才把土地移交给

农民耕种  

  2、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单一矿少，综合伴生矿多，虽然实行排

污收费政策，但受“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扭曲价格体系影响，采富弃贫，只注

重经济效益，缺乏对环境保护的考虑，使矿区环境千疮百孔，植被破坏严重，污染得不到有

效控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促使企业合理开采、使用矿产资源，间接补偿了环境的损

害，增强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之间的有机联系。  

3、矿产资源规划中应强调矿山生态环境规划。矿产资源规划是根据国家或地区经济中长期

规划、国家或地质矿产资源特点和开发利用现状，对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和合理利用，矿山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所做的总体安排和布局。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作

为矿产资源规划的一部分内容虽被提及，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作用衰微。因此，应在矿产资

源规划中注重矿山生态环境规划，加强其实施，以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与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  

  4、矿山环境恢复应有资金保证。资金是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实现的关键。只有资金

到位，才能顺利推动矿区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实施。  

，促进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实现。2  税收：我国目前只对六种矿产品征税，目的主

要是调节因开采条件不同而产生的级差收入，且与其他的矿产税收发生重复，同时与国外相

比税率偏高，计税依据不是以产量来计算，使矿山企业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争相扩大矿产产

量和开采规模，根本不注重环境保护和恢复。因此，应确立普遍征收为主的税收机制，扩大

征税范围，调整税率，完善计税依据，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功能，发挥资源税的生态

功能  

  环境恢复保证金和矿山恢复基金：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被视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国家普遍应用。通过保证金制度刺激矿业公司主动实现环境保护义务。

如矿业公司对开采的矿山不治理，政府就动用保证金叫其他的工程部门来实施复垦。如矿产

公司不交保证金，也不实施矿区的复垦工作，矿产主管部门可终止其开采，这将会给公司造

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据此，西藏在 2003年出台了《黄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将

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用作采矿权人对矿山环境恢复承诺的抵押。   

  矿山复垦基金：在国外，矿山复垦基金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作用巨大。如美国矿山复垦

基金除大量的保证金外，还包括个人、公司和各种组织的捐赠、滞纳金、罚款、行政收费及

用于投资所获取的利润和基金利息等。我国在矿山环境恢复中，应借鉴这些有益的做法，积

极推进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和矿山环境恢复基金制度建设，健全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

制。                     

  政府承担与转移支付相结合：由于矿业为当地经济贡献较大，使矿山所在地区的经济优

于同类地区，当地财政应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环境治理；同时，矿区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矿

产品和生产原料，支持了非矿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理应通过横向转移支付补偿矿区的环

境损失。  



  探索其他资金渠道：如贵州省从 2004年 9月起，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矿

区地质灾害治理等四个方面，既平抑了煤炭市场价格，支持了矿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后续非煤

产业发展，又为矿区环境恢复筹措了资金。应鼓励各地区从实际出发，为矿区环境恢复探索

不同的资金渠道。  

  5、清洁生产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国家对生产者改进技术和工艺流程、减少污染物

排放、资源消耗所给予的一种正面的税收激励和间接的财政援助，其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手段，

为许多国家重视。我国在矿山环境保护中，应引入税收优惠机制，鼓励矿山企业实行清洁生

产和发展循环经济，补偿他们因此所减少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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