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低勘查精度的探矿权评估方法 

所谓低勘查精度的探矿权评估，是相对于高勘查精度的探矿权评估而言，在此是指处于普查及

普查前地质勘查阶段的矿区探矿权评估。 

在矿业权评估中，低精度勘查阶段探矿权评估最困难。因为勘查精度越低，所获得的地质信息

量越小，各种参数很难达到准确程度，各种假设和推测也越来越多，此时，评估方法的选择和定量

计算越加困难。它的显著特点是：其一，所依托资源实体是虚的，界于有与没有推测中；其二，是

风险最大的勘查期；其三，获得的地勘成果开发潜力小，不足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其四，各种假

设条件主观臆想多，客观实测参数少，经济因素影响大。这些特点严重地削弱了评估的准确性。因

此，任何一位有经经验的评估师，都感觉到低精度的阶段探矿权评估是最复杂、最困难和风险最大

的，甚至于西方许多矿地产评估专家称：探矿权的评估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为此，低勘

查精度的探矿权评估一般都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使定性趋于定量化。由于我国矿业权

市场目前尚不发育，因此我们借鉴了国际上的一些评估方法，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的现状，确定了

适合我国矿业权市场现状的几种方法。 

3.1 地质要素评序法 

1990 年加拿大的基尔伯恩（L.C.Kiburn）提出了“地质工程法”，在温哥华及多伦多股票交易所

招股说明书中被广泛应用，1992 年澳大利亚根据基尔伯恩“地质工程法”原理，修改成“地学排序法”，

又在澳大利亚的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中被应用，可见此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结合我国矿业证券

交易未来发展趋势，在此把它称为地质要素评序法。 

3.1.1 地质要素评序法原理 

地质要素评序法的原理，基本上遵从“地学排序法”的原理，它的基本原理是：以基础购置成本

为基数，以地质技术信息为标准（亚范畴分类），确定调整系数（价值因子），来评估探矿权的价值。

因为矿地产的价值评估主要取决于 4 个主要地质因素，即区域地质大地构造定位；品位和矿化度；

物化探异常强度及其类型；地质成因类型及规模。经济影响因素为矿产品市场、矿地产市场、财务

市场，股票市场，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这些都是地质勘查效果的关键要素。但在我国却沁同，

某些要素的影响力较差，如股票市场，目前在我国进行的风险勘查项目，基本上不能上市，而矿产

资源与地面上的土地按现行的法规，还不能构成“矿地产”；地勘投资渠道单一，财务市场走势影响

较弱。为此，生搬硬套国外的评估方法不切合实际，应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采

用影响力大，与勘查效果密切相关的地质要素，使评估矿业权价值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至于其他

要素，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风险勘查进入股票市场能力的不断提高，地勘市场将形成多

元化的格局，那时经济专家判断影响力度的调整系数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再采用这些因素参与评

估就比较恰当了，而目前不采用这些因素参与评估，并不影响现阶段评估的公正，科学和准确性。

因此，提出地质要素评序法，以区别于国外的地质工程法。 



地质要素评序法是将参与评估的地质要素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基础购置成本；第二部分，

地质要素定性标志；第三部分，地制裁要素定量标准。将定性定量相结合，确定综合调整系数。 

3.1.2 地质要素评序法使用方法 

3.1.2.1 基础购置成本 

根据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无论

申请何种阶段的探矿权，均应按有偿取得制度取得，其有偿包含两种取费标准，即探矿权使用费和

国家出资勘所形成的探矿权价款，探矿权价款由评估确定，为此，基础购置成本中除包括探矿权权

使用费外，还应包括矿业权人承诺履行的地质基本支出，即地质勘查费。用公式表示： 

CR = CRa + CRb 

其中：CR —— 基础购置成本； 

CRa —— 探矿权使用费； 

CRb —— 矿业权人承诺履行的地质基本支出或者已形成的原始地质勘查费。 

探矿权使用费是按基本区域为取费单位的，第一勘查年度至第三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缴纳 100

元/年，从第四勘查年度起，每平方公里缴纳 200 元/年，最高不得超过 500 元/（平方公里·年）。每

个区块以 1′×1′经纬面积为准。因此，区块面积由南向北，逐步减小，最大面积为 3.24 平方公里，

最小面积为 2.08 平方公里，相对应的每个区块收取的探矿权使用费用也逐渐减少，具体额度视纬度

而定。 

3.1.2.2  地质要素定性标志 

地质勘查所获得的矿产资源信息，由于精度不同,其地质要素标志也不相同,我们可将主要地质

要素归结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从低精度到高精度赋予一定的标志，以此作为评判价值的依据。

主要地质要素包括：成矿显示、异常显示、品位显示、成因显示、蕴藏规模显示、前景显示等六部

分。每种显示可分划分若干级，详见表 1－12 地质要素评序分类及对应价值指数表。定性标准不必

再按探矿权类型划分，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探矿权，已经由地质要素显示了其精度，客观地反映出

了探矿权类型。 

3.1.2.3 价值指数 

地质要素定性标志只能说明地质勘查程序和所获资源信息的显示程度。在对地勘成果的综合

评价的基础上，由地质专家们根据以往工作经验，赋予了它一定的量，这就是价值指数，详见表 1

－12。 

3.1.2.4 计算方法 

对一项低精度的探矿评估，首先要查清探矿权人所获得的地质资料，按定性标准列序；其次

根据标志，由专家评判该项标志的价值指，按公式： 

Pea = CR·a 

其中：Pea —— 低勘查精度探矿权价值； 

a —— 各项价值指标乘积。 



实例 1 一 2 某地勘公司申请的探矿权准许勘查面积包括 40.68 个小区块，工作两年中，其投入地勘

费 30.50 万元，根据物化探成果，划出一个成矿预测带，圈定了 10 个多金属异常区，发现见矿异常

一处，见有多处 Au、Ag、Cu、Pb 一 Zn 矿点，其中 Au0.8 克/吨，Ag23.18 克/吨，Pb1.58%，未查明

矿床规模，前景难以预测，据此专家评判： 

a = 1.5× 2.5 × 4 ×1.6 = 24 

CR=691.56 元+ 7497.5 元 = 8189.06 元/小区块 

不考虑矿产品价格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则该项探矿权价值： 

Pca = 8189.06 × 24 × 40.68 =799.51 万元 

表 1 一 12  地质要素评序分类及对应价值指数表 

要 

素 

显 

示 

分 

级 
要素标志 

价值 

指数 

 1 非成矿预测区 1.1 

 2 Ⅲ级成矿预测区 1.2 

 3 Ⅱ成矿预测区 1.6 

 4 Ⅰ成矿预测区 2.0 

 1 
新圈定 

异常 

区域异常：非叠加异常 

局部异常：两种方法以上的叠加异常 

1.1 

1.3 

 2 

工程验 

证异常 

单一方法异常 

双叠加异常：一种物探方法，一种化探方法 

三叠加异常：包含航空遥感 

四叠加异常：多种方法的共同异常 

1.5 

1.9 

2.5 

3.0 

 3 见矿异常 3.5 

 1 矿化：大于异常值，低于一般边界品位，矿点检查，简单地质工作 3.5 

 2 达到一般边界品位，作过地质草测、矿样验证 30 件以上 4.0 

 3 
达到边界品位，低于工业品位，作正规地质测量有工程控制，矿样

验证 60 件以上 
4.5 

 4 
达到工业品位，作正规的比例地质测量，有工程控制，矿样验证 100

件以上 
5.5 

 1 热液交代型矿床，脉状、透镜状 1.2 

 2 热液型矿床，似层状矿体 1.5 

 3 沉积型矿体，层状矿体 1.8 

 4 变质岩型矿床，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2.0 

 1 低于小型矿床规模（按预测资源量 20%计算） 1.7 

 2 小型矿床规模（按预测资源量 20%计算） 2.4 

 3 中型矿床规模（按预测资源量 20%计算） 3.1 

 4 大型矿床规模（按预测资源量 20%计算） 4.0 



 1 单一矿种，有害组分超标，难选 1 

 2 单一矿种，有害组分低于标准，易选 2.0 

 3 伴生、共生多种矿产，综合利用差，难选 1.7 

 4 伴生、共生多种矿产，综合利用好，易选 2.5 

3.1.3 地质要素评序法参数选取 

根据地质要素的构成，将应用参数划分三类： 

3.1.3.1 基础购置成本参数 

这类参数包括两个，即探矿权使用费，承诺的地质基本支出或已形成的地质勘查费用。 

探矿权使用费，可按当时申请探矿权实际缴纳的费用计算，或者按勘查登记实际区块面积计算。 

承诺的地质基本支出，按勘查期间实际投入计算，低于法律规定的勘查投入，按承诺的地质基本

支出计算。 

3.1.3.2 地质要素定性标志参数 

这类定性参数共 28 个，主要是非定量标志，这些参数是否能满足评估的需要或评序定量，目前

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可以通过实践来确定增减或取舍。 

3.1.3.3  地质要素定量标志参数 

这类定量标志参数与定性标志参数是一一对应的，为定性参数定量，即价值指数。重要参数为品

位显示和蕴藏规模显示，它们的价值指数占总价值指数占总价值指数的 45.48%，为此，在评估过程

中，必须具备这两项参数。值得提醒注意的是，这两项参数，虽然是定性标志，但每小项参数中却

赋予了数量标志，所以资料审核中必须给予充分的界定。 

3.1.4 地质要素评序法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地质要素评序法适合于普查及普查前期找矿阶段的探矿权转让，勘查精度越高，评估结果越准确。

其使用条件： 

（1）基本条件是在勘查区内作过见矿异常验证，并作出过成矿预测，有初步的评价； 

（2）探矿权人在勘查区内必须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当探矿权人行使探矿是在《矿产资源

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实行之前时，也应利用允许勘查范围，按区块登记面积，计算探矿权使用

费； 

（3）要具备有探矿权评估主管部门认定的有经验的地质专家系统，能够实施评序定值； 

（4）构成地质要素的地质技术信息清晰，能够作出明确的定量判断。 

3.1.5 使用地质要素评序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在评估参数中，没有设计诸如矿产品市场、探矿权转让市场、金融市场、财务和股票市场

等其他调整系数参数。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矿业市场还不具备使用这些参数的条件，随着矿业权市场



不断发育和完善，使用的条件也会逐渐成熟，到那时苦再应用地质要素进行评序时，则应该使用这

些调整系数参数。 

（2）这种方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选择价值指数参数时，如何使其更加客观，更符合实际，

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在计算基础物置成本时，可以区块为单位进行计算，也可以面积为单位进行计算，视具体

情况而定。但在南北长、东西窄的区域内进行计算时，应以面积为计算单位。 

3.2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勘查将会逐渐向联合勘查开发发展，在联合勘查协议中必须体现

出共同投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权责利关系。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就是在此种关系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 

3.2.1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原理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是根据该勘查区已签订的联合风险经营协议的条款或根据类似的勘查区

所签订的协议条款，按照参入公司所承诺的勘查投资及其所获得的相应的股权，评估探矿权价值。

它是将一项尚未实现的产权交易，转化为正常的商业形式的现金交昭然若揭，是国外常用的一种有

效方法。我国在矿业制度上，虽然与国外有所不同，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联合风险勘查

的协议形式已经出现，并初具雏形。利用此法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在矿业市场中逐步与国际接轨，

可以采用此法。 

3.2.2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计算方法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文本有多种形式，其基本特点是随着勘查工作的进展，勘查效果的提高，发

现矿产的期望值也会逐渐增长，相对应的是协议中所反映的责权利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正因为这些

责权利的变化，使探矿权的价值也随之升值或贬值，利用这一特性，可将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分为

具单一挣股期和多个挣股期的两种方法。 

3.2.2.1 具单一挣股期的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 

一般常见的联合风险性经营协议是：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某勘查区投入一定量的勘查费用（Cek），

在 Te年挣股期内投入足够协议量后，即可取得此勘查区的一部分未分权益（Ie，%）。此时，乙公司

的该勘查区探矿权价值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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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aV ——挣股期内勘查区探矿权价值。 

若挣股期地勘费是几年之内投入的，这时必须考虑费用的时间价值，为此，以挣股期的 1/2 时

间为准，采用一个平均贴现率（γ）进行调整。如果在挣股期内甲公司仅完成最你承诺地勘费，而未

完成协议金额，而提出撤出或终止合同，并不保留任何股权，此时对地勘费的计入，还要按完成的



概率（ρ）加以调整。这样上述公式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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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一 3 一项联合风险勘查协议，甲公司在 3 年内投入勘查费用 300 万元，并取得公司在该

探矿权准许勘查区的 30%权益，经核实，甲公司已履行 85%的合同数额，该勘查区的探矿权价值为： 

万元91.54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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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具多个挣股期的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 

一个勘查区的一份协议，有时会分成两个或三个以上协议段去完成，每个协议段都是一个挣股

期，并在协议中规定了不同协议段的地勘投入和应享有的股权权益。对于这种具多个挣股期的勘查

协议进行评估时，是采用分期计算，然后由有经验的评估师判断采用哪一个挣股期的评估结果较为

适宜。这里只介绍澳大利亚利用此法的评估实例。 

实例 1 一 4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规定，A 公司在第一期三年内投入地勘费 80 万澳元，获得 B 公

司在 W 矿地产中 51%的权益，此后，A 公司在第二期二年内又投入 50 万澳元，又获得 24%的权益，

两个挣股期合起来，A 公司共投入 130 万澳元，取得 75%的权益。 

评估时认定，A 公司第一个挣股期履约完工的概率为 0.5～0.7，贴现率采用 10%，此时仅考虑

第一挣股期，则 W 矿地平均的探矿权价值为： 

万澳元64.46~31.33)7.0~5.0(
1537.1

1

51

49
80   

当把第一和第二挣股期合起来考虑时，完工的概率权为 0.4～0.6，贴现率采用 10%，则 W 矿地

产的探矿权价值为： 

万澳元49.20~66.13)6.0~4.0(
2691.1

1

75

25
130   

评估师认为应考虑以第一挣股期的条款进行评估，为此，评估结果采用的是：33.31～46.64 万

澳元。 

3.2.3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参数选取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计算方法比较简单，所以，其参数并不多，有四个：一是地勘支出（Cek）；

二是待分配权益（Ie）；三是履行协议地勘投入的概率（ρ）四是贴现率。其中主要是前两个。 

3.2.3.1 地勘支出 

一般协议中明确规定，对方（受让方）在挣股期内的地勘投入，其投入得越多，占的股权越大，

但又规定，当投入增至一定程度时，其股权则保持不变。实际投入额度是由协训所规定的地勘投入

的概率来调整的。 

在评估应用中，要核实地勘支出对股权的影响，并按不同时期的地勘支出所产生的不同股权比

例，划分出多个挣股期分别进行计算。 



3.2.3.2 待分配权益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中，都明确规定了未来的权益分配，即各方面的股权比例，它是该方法中的

关键参数。未来权益分配比例是各方在转让交易中，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能够代表矿权市场交易

的真实情况，因此评估结果也比较客观。 

3.2.4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的几点说明 

（1）我国目前已经出现这种类型的协议，值得考虑采用此法。但须提醒的是：协议中有关投入

和权益的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在我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误差太大。为此，

评估人员必须充分考查协议中条款的公平与合理性。 

（2）在评估中除采用地勘支出参数外，对其评估结果产生影响的还有现金支付、探矿权使用费、

买方的税收，以及股票支付等多种因素。评估人员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和对待。 

（3）在我国存在联合风险勘查之前，该探矿权人就是勘查投入，如何对待这部分地勘支出，是

值得评估人员认真考虑的问题。 

3.3 粗估法 

在低精度勘查工作中，获得的数据很难达到理想程度，误差很大，有时资源信息量也达不到要

求。此时，评估人员将根据长期积累的信息和数据，如从那些公开上市公司的地质信息报告中，定

期或即将披露的地质资料中，以及对矿业市场和财务市场走势所进行的分析，包括价格与收益比、

价格与现金流等比值的分析中，对勘查区的探矿权粗估一个近似值，称作粗估法。这是国外经纪公

司常用的一种简单评估方法。虽然简单，但也不失其所具有的实用性。 

3.3.1 粗估法计算方法 

3.3.1.1 资源品级价值粗估法 

对于金属矿产资源而言，总是可以了解到勘查区内资源的品位和质级数据的，以此与已知矿产

地的品位质级价值进行比较，凭经验判断出被评估勘查区探矿权的资源品级价值。由于地下资源变

化叵测，必须主观地确定一个取得比例，最后得出评估结果，国外称“原始价值粗估法”，在此称它

为“资源品级价值粗估法”。 

实例 1 一 5： 在某处推测具有 Au 矿资源量的勘查区内，某国际矿产资源公司在其招投说明书

中，将推测资源的品级价值定为 4064 元/公斤；对已查明的资源，判定为 8128 元/公斤；另一金矿公

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称，金矿资源品级价值为 3048～19305 元/公斤，平均为 7722 元公斤，如果我们

取已查明资源品级价值的 2/3 作为评估底数，则为 5148～5418 元/公斤，故评估师判定为 5238 元/

公斤，该区推测资源量为 3.40 吨，该勘查区的探矿权价值为 35.92 万元（取资源毛价值的 2%）。 

3.3.1.2 以单位国土面积资源价值为基础的粗估法 

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矿产资源核算，其中也作了净价值核算。在我国虽然没有正式开

展这项工作，但在各省并不难获得单位国土面积资源净价值量。那么勘查区的探矿权的价值，就可



以以此来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方法缺点是：面积越大，价值也就越大，可能使人难以接受，但是在

急需的时候，如果运用得好，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实例 1 一 6：澳大利亚的西澳洲，将“草根勘查区”的单位矿权面积的价值定为 1750～2750 澳元/

平方公里，勘查区面积为 60 平方公里，则勘查区的探矿权价值为 10.5 万～16.50 万澳元；我国西部

某省单位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净价值为 53374 元/平方公里，一矿业公司已取得探矿权的勘查区面积为

100 平方公里，则该勘查区的探矿权价值为 533.74 万元。 

3.2.2 粗估法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粗估法适合于各种情形的矿业权转让，因为方法简单，所需要参数少，只要满足其设定的参数，

均可采用。然而，对于只要具有一定勘查精度的矿区进行探矿权评估，都不会采用此法。这种方法

的适合条件； 

（1）资源品级价值粗估法是建立在资源本身丰度基础上的估价方法，原矿产品含有用组分越高，

售价越高，获得净收总人口越高，探矿权转让价格越高。能够利用资源品级确定价值的矿产，首先

是金属矿产。为此，该方法主要适合于以金属矿产为勘查目的的探矿权评估。 

（2）以单位国土面积资源价值为基础的粗估法，适合于各类矿产资源勘查的探矿权评估。从勘

查精度而言，更适合于对早期勘查阶段，即地质信息量（地质资源）很少的勘查区进行探矿权评估。 

（3）两种精粗估法虽然很简单，但所需的参数数据取得很难。矿产品价格在不断变化，资源品

级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资源量受开发利用程度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单位国土资源价

值与单位资源品级价值都是动态参数，为此，采用此方法需要一个十分有效的信息系统支撑，否则

难以取得较好评估效果。 

3.4 矿业权评估案例（某铅锌矿采矿权评估） 

某铅锌矿开发公司，我所接受贵公司委托，对贵公司拥有的某铅锌矿采矿权进行价值评估，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资产评估机构及资质概况（略） 

二、资产评估委托方（略） 

三、资产评估委托方（略） 

四、评估目的 

为了加快开发某铅锌矿，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贵公司拟与加拿大某矿业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中

外合资矿业开发公司，双方已草签协议，按协议规定，贵公司以某铅锌矿采矿权作价入股，外方以

资金和设备作价入股。所以本次评估的目的为确定某铅锌矿采矿权入股价格。 

五、评估对象和范围 

根据贵公司的委托及评估目的，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为贵公司拥有的某铅锌矿采矿权。该采矿

权许可证号和坐标（略）。该采矿许可证产权归属无争议。 

六、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4）《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5）《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 

（6）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协议书； 

（7）某矿区地质勘探报告； 

（8）某铅锌矿开发公司“资产评估委托书”。 

（9）某铅锌矿采矿许可证； 

（10）某铅锌矿开发公司有关年份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 

（11）本所评估人员实地勘查和搜集的有关资料； 

（12）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按规定，矿山建设应作可行性论证，因此采矿权评估应依据

可行性研究报告制作）； 

（13）其他。 

七、评估原则 

本次评估除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的工作原则以及采矿权持续经营等资产评估的一般原

则之外，根据采矿权的特殊性，还坚持了如下原则： 

1．采矿权与矿产资源相依性原则 

矿业权是从矿产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赋予矿业权人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开采、开发等

一系列活动并享有因此取得的收益的权力。采矿权与矿产资源是相互依存的。 

2．尊重地质科学规律的原则 

矿业开采工作有其独特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在采矿权的评估过程中，对评估参数、评估方

法的选择、评估条件的假设等方面要充分尊重地质科学规律、遵守矿产开采客观规律的原则。 

八、评估过程 

1997 年×月×日～1997 年×月×日 

（1）接受委托、与委托方商签资产评估合同书，协助委胀方和资产占有单位进行资产清查，核

实产权； 

（2）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选择合理的评估参数； 

（3）评估人员核实资产数量；到矿区考察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状况，了解矿区供水、供电、

交通设施情况，搜集、整理有关资料； 

（4）评估人员按照既定的评估方法进行具体的评定估算，撰写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初稿。1997

年×月×日将评估报告初稿送委托方； 

（5）1997×月×日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书一式四份，结束评估工作。 

九、评估基准日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1997 年 6 月 1 日。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费标准也均为 1997 年 6 月 1

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十、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和某铅锌矿采矿权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次评估采用贴现现金流量法。 

贴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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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采矿权评估净价；Wai——年收益额；Wbi——社会平均收益额；R——贴现率；n——矿

山寿命年限。 

[评述] 社会平均收益额也可改选择“投资收益额”，或者采用投资收益率计入贴现率的方法，但

此处采用计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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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估说明 

1、评估对象及范围 

评估对象为某铅锌矿采矿权。该铅锌矿发现于 19××年。19××年以前通过地表揭露、物化探普

查和少量钻探工作，于 19××年至 19××年对矿区开展了全面系统的普查评价工作，发现三个成矿带，

19××年再次取得探矿权详细探明矿产储量，于 1996 年取得采矿权，并陆续投建，评估范围包括所取

地勘成果。 

[评述] 虽然评估对象为采矿权，但其依托的是矿产资源，而矿产资源是勘查揭露出来的，资源

的变化情况需通过地勘成果来反映，因此，评估范围要包含地勘成果，并阐明地勘成果取得情况，

从而说明采矿权的评估基础。 

2、地质资源概述 

199×～199×年，某铅锌矿开发公司对某锌矿进行详查，提交了详查地质报告。该矿主要赋存于

太古宇第二岩组上部角闪斜长变粒岩中。矿带东部出露于地表，西部掩盖，属半隐伏矿床，由一系

列走向北西西，向南南西陡倾斜的矿体群组成。它是一个以锌矿为主体，伴生有铅、金等有益组分

的多金属矿床。圈定出锌矿、富锌矿和银矿三种独立矿体。共求得：锌金属量 C 级储量 32.8 万吨，

平均含锌 4.32%；C+D 级锌金属总储量 158.39 万吨；平均含锌 4.26%，其中富锌为 98.14 万吨，平

均锌品位 8.91%；求得伴生铅为 9.07 万吨，铅平均品位为 0.24%；伴生银为 914.76 吨，平均含银品

位 24.89 克/吨：伴生金为 18.98 吨，平均含金品位 0.51 克/吨。上述储量已由原地持矿产部直属单位

管理局地直发[199×]×××号文评审验收。储量计算结果见表 2 一 4 某铅锌矿储量计算结果表。 

[评述] 根据现行法规规定：矿产储量要经储量审批机构审批，因此，矿产储量数以审批确认数

为准。 

3、矿床开发建设条件 

矿体分布的总体范围为南北长 1200 米，东西宽度不一，平均宽约 600 米，分布面积约 2 平方

公里，总体形态是西部偏大的纺锤形。全矿区圈出工业矿体 45 个，一般矿体长 200～900 米，各矿

体平均厚度为 0.60～6.62 米，矿体延深 200～520 米。 

矿体及围岩均属块状结构的坚硬岩石，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未来采运巷道一般稳固性良好。

矿体地质构造条件简单至中等。覆盖松散沉积物厚度薄，分布面积小。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



型。矿床以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水文地质条件简单至中等。矿体、围岩均为弱含水岩层，风化裂

隙带、断层破碎带及石英斑岩接触带裂隙水富水性相对较强，是矿床直接充水因素。矿区处于水资

源匮乏的干旱地区。矿区附近某谷中的某段，地下水较丰富，水质优良，可作为矿区供水的水源地。 

矿区属边远贫困区，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工业基础落后。本矿的勘查开发对地区经济的发

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评述] 这里还应包括区位条件、交通、地理位置、气象及环境保护情况的说明。 

4、有关技术经济参数选取 

1）采选方案及规模 

依据某铅锌矿探明储量情况，确定以首先开采富锌矿为主的开发方案，根据公式：
t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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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最低生产规模为 729.31 吨/日，其价格系数（b）为 2.0551、收益系数（k）为 0.0974。

考虑到未来兼采贫矿，按贫矿品位 2.91%计算，最低规模（A）为 1919.86 吨/日，故地下开采日出矿

石 1500 吨，年规模为 49.5 万吨，生产年限为 15 年。选厂规模与采矿相适应，日处理矿石 1500 吨。

选矿采取浮选工艺，产品为锌精矿，伴生元素为银、金、硫等。 

2）采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采矿损失率、矿石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根据本矿床的赋存条件及开采工

艺，确定采矿损失率为 15%，矿石贫化率为 20%。 

选矿回收率依据选矿试验，结合国内矿山的选矿技术水平，确定锌选矿回收率为 95%，银选矿

回收率为 80%，金选矿回收率为 55%。具体指标见表 2 一 5。 

表 2 一 5  某铅锌矿选矿指标计算表 

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Zn/% Ag(g/t) Au(g/t) Zn Ag Au 

锌精矿 13.55 50 194.60 1.66 95 80 55 

原  矿 100 7.13 32.96 0.41 100 100 100 

3）产品产量及产值计算 

年处理矿石 49.5 万吨，年产精矿 6.71 万吨。锌精矿中锌的价格为 3800 元/吨，伴生银价格为

0.75 元/克，伴生金价格为 64.4 元/克，则年产值 Zn 为 12749 万元、Ag 为 979.32 万元；Au 为 717.32

万元，计为 14445.64 万元。 

[评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 15 年内选采富、后采贫的产量变化情况，本报告是按无变化计算

的，今后评估中将不采用贫富的概念，而是采用经济可采品位或边际品位，但客观上经济可采品位

确定得高可以把规模缩小，而经济可采品位确定得低时则需扩大生产规模。这需要评估人员结合科

研报告作出推断，并列表说明。 

对矿产品价格要说明选择的依据，详细列出产值计算式。 

4）投资测算 

根据合作双方合同约定，某铅锌矿已投入地质勘查费 5000 万元人民币。矿床开发建设已开始

投资，依据扩大指标预算，吨矿基建投资 370 元，需基建投资 18315 万元。流动资金估算 4000 万元。

需勘查及建设资金 27315 万元。 

[评述] 投资测算应详细列出固定资产、基础建设辅助设施等预算表，可折成吨矿基建投资计算。

同时，要说明资金来源，如果需贷款，则要说明贷款比例及还本付息时间。 



5）成本与费用估算 

根据国家现行政策及某铅锌矿的实际，估算未来矿山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在成本估算中，折旧

费按可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在服务期内均摊，吨原矿销售成本 143 元，其中经营成本 106 元/吨。 

[评述] 这里需列总成本计算表，详细说明销售成本的计算依据。 

6）税费测算 

有色金属矿产品增值税率为 13%，伴生金产品按免税计算，综合税率按产值的 10%计。 

矿产资源补偿费按产值的 2%提取，资源税按每吨原矿 1.5 元计，同时根据财政字[1996]82 号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从 1996 年 7 月 1 日起，对有色金属矿的资源税减征 30%，按规定税额标准

的 70%征收。所得税税率 33%，中外合资企业按“免二减三”计算。 

7）折现率的确定 

根据我国有色金属矿山的一般收益水平，结合国外投资收益率，考虑 1997 年 6 月份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五年期存款利率为 6.66%，风险溢价为 3%，故选取折现率为 10%。 

8）贴现现金流量表的计算 

具体计算见表 2 一 6。 

十二、评估结论 

本评估事务所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

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周密、准确的计算和不同评估方法的验证，确定贵公司某铅锌矿采矿权评

估净价为：6370.80 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叁佰柒拾万捌仟元。详见表 2 一 7。 

表 2 一 7  某铅锌矿评估净值表 

资产类型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重置全价 评估净值 增值额 增值率 

甲 1 2 3 4 5 6 

某铅锌矿 

采矿权 
   6370.80   

十三、有关问题的说明 

1、评估结果有效期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1997 年 6 月 1 日。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结果有效期为一年。如果使

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与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相差一年以上，本事务所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

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2、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 1997 年 6 月 1 日至 1998 年 5 月 29 日一年时间内，如果委托评估的资产具体数量发生变化，委托

方应商请本评估事务所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如果本次评估所彩的价格标准发

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本评估事务所重新确定

其价值。 

3、其他责任划分 

我们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本次评

估结果是根据本次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的非市场价值，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4、评估报告书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的经济情形的对方当事人及报告确认部门使用，

附此之外，不得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未经我所书面同意，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

何公开媒体上。 

十四、附件（略） 

十五、评估报告提出日期（略） 

十六、评估责任人员（略） 

十七、评估人员（略） 

 

 

×××资产评估事务所 

一九九×年×月×日 



表 2 一 4  某铅锌矿储量计算结果表 

资产占有单位：某铅锌矿开发公司                         评估基准日：1997 年 6 月 1 日 

矿

石

类

型 

储量 

级别 

矿石储

量 

万吨 

Zn Ag Au Pb S 

品位 

% 

金属

量 

万吨 

品位 

克/吨 

金属

量 

吨 

品位 

克/

吨 

金属

量 

吨 

品位 

克/

吨 

金属

量 

吨 

品位 

克/吨 

元

素 

吨 

锌

矿 

C 759.44 4.32 32.81 24.97 189.63   0.18 1.37   

D 2962.14 4.24 125.59 24.48 725.13   0.26 7.70   

C+D 3721.58 4.26 158.40 24.58 914.76 0.51 18.98 0.24 9.07 5.56  

(1)

富

锌

矿 

C 240.44 9.12 21.93 40.98 98.53     206.92  

D 861.12 8.85 76.21 41.26 355.30       

C+D 1101.56 8.91 98.14 41.20 453.83       

(2)

贫

锌

矿 

C 519.00 2.09 10.85 17.57 91.19       

D 2101.01 2.35 49.37 17.60 369.78       

C+D 2620.01 2.30 60.22 17.59 460.97       

资产评估机构：                                     制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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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 6  某铅锌矿采矿权剩余净收益现值计算表 

资产占有单位：某铅锌矿开发公司                         评估基准日：1997 年 6 月 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合  计 建  设  期 生  产  期 

0 1 2 3 4 5 6 7 8 9~15 16 17 

1、产品销售收入（+） 209461.78    7222.82 14445.64 14445.64 14445.64 14445.64 14445.64 101119.48 14445.64 14445.64 

2、经营成本（-） 76081.50    2623.50 5247.00 5247.00 5247.00 5247.00 5247.00 36729.00 5247.00 5247.00 

3、固定资产投资（-） 27315.00 8800.00 9257.50 9257.50          

4、流动资金（-） 4000.00   2000.00 2000.00         

5、税前收入小计 102065.28 -8800.00 -9257.50 -11257.50 2599.32 9198.64 9198.64 9198.64 9198.64 9198.64 64390.48 9198.64 9198.64 

6、所得税（-） 22382.22      973.14 973.14 973.14 1946.28 13623.96 1946.28 1946.28 

7、资源税（-） 1076.63    37.13 74.25 74.25 74.25 74.25 74.25 519.75 74.25 74.25 

8、销售税金及附加（-） 20946.15    722.28 1444.56 1444.56 1444.56 1444.56 1444.56 10111.95 1444.56 1444.56 

9、净利润小计 57660.28 -8800.00 -9257.50 -11257.50 1839.91 7679.83 6706.69 6706.69 6706.69 5733.55 40134.82 5733.55 5733.55 

10、社会平均收益（-） 10473.09    361.14 722.28 722.28 722.28 722.28 722.28 5055.96 722.28 722.28 

11、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1365.75            1365.75 

12、回收流动资金（+） 4000.00            4000.00 

13、剩余利润小计 52552.94 -8800.00 -9257.50 -11257.50 1478.77 6957.55 5984.41 5984.41 5984.41 5011.27 35078.86 5011.27 10377.02 

14、折现系数（i=10%）  1.0000 0.9091 0.8264 0.7513 0.6830 0.6209 0.5645 0.5132 0.4665 2.2711 0.2176 0.1978 

15、剩余净收益现值 6370.80 -8800.00 -8415.99 -9303.20 1111.00 4752.01 3715.72 3378.20 3071.20 2337.76 11381.09 1090.45 2052.57 

16、采矿权价值 6370.80 2337.76 

资产评估机构：                                       项目负责人：                                          制表人： 

注：经营成本中含资源补偿费，按销售收入 2%计，年资源补偿费为 288.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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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 地质要素评序法原理、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2 联合风险勘查协议法原理？ 

3 粗估法的定义、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