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estigate Related Issues on National Policy of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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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Policy namely is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on mineral re-
sources perambulation, exploitation and use, protection and ensuring the current and long-term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mineral resources being sustainability used.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is policy is to ensure mineral industry to provide sufficient mineral resources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promote national mineral industry to have competition on the in-
ternational market. The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policy is to guide for the mineral indus-
try, government, official sectors, managers, more significantly , for these law draftsmen and frames；to 
adjust and control the benefit and conflict arising from mineral industry; and make clear the relation of 
beneficial distribution, and compass coincident opinion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ses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n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policy, and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e for making this policy, and discuss the problems involved to make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policy and the management function of this policy. 

Keywords: Mineral resources policy, Objective of the policy, Management function. 

 

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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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矿产资源政策就是关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利用、保护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

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以及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政府决策。其根本目的是保证矿业为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足够的矿产资源，并促进一国矿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和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矿

产资源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为矿业、政府部门、管理者，更重要的是给那些法律起草人和法律制定者

提供指导；对矿业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进行调节和控制；并表明利益分配关系，在政府、企业和

私人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本文简要分析了国家矿产资源政策应考虑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影响制定

矿产资源政策主要因素。探讨了制定国家矿产资源政策涉及的问题及政策的管理作用。 

关键词:矿产资源政策，政策目标，管理作用 

 

关于“矿产资源政策”的概念没有统一或标

准的界定，其基本的内涵大多随着一个国家的政

治主张和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而有所不同。 

印度矿产经济学家 R.K.辛哈在其《矿产经济

学》一书中将国家的矿产资源政策表述为“政府

对其矿产资源开发的态度”。由此他把制定矿产资

源政策应考虑的内容确定为：（1）对矿产资源进

行评价，扩大矿产储量；（2）建立矿业权转让制

度；（3）保证矿山的安全生产：（4）制定矿产品

税收政策和设立保护性关税及限额制度；（5）矿

产资源的保护与替代政策；（6）建立矿产储备制

度等。而西方国家则将国家的矿产资源政策定义

为“直接影响矿产勘查、开采和加工的各种法律、

法规与管理规章和政府的决策、行动及其对经济

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1]
。 

我国对矿产资源政策的定义主要是根据不同

的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与矿产资源状

况相适应的状况而有所不同，并采取与其相适应

的矿产资源政策。因为矿产资源政策涉及到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如矿产勘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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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消费、回收等过程。所以，国家矿产资源

政策就是关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利用、保护和

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当前和长远的需

要，以及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政府决策。 

一、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形式和
目的 

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家矿产资源政策。有些是

采用独立文件的形式，但多数情况下国家矿产资

源政策必须受法律框架的影响，并由政府行政管

理部门中的重要的政府官员们实施和发布。 

一项明确、综合性的独立的国家矿产资源政

策有三个主要的功能。首先，它从政府的立场为

矿业提供指导。政府根据矿业的发展目标，对矿

业中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加以引导，使矿业政策

具有导向性。使矿业中出现的复杂的、多面的、

甚至有冲突的活动状态，纳入到明确的目标上来，

规范矿业企业按照什么原则作什么事，不能作什

么事。对矿业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进行调节和

控制。第二，给政府部门、管理者，更重要的是

给那些法律起草人和法律制定者提供指导。 后，

在准备和起草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过程中，对国

家的目标进行舆论宣传，对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必须鲜明地表示把利益分配给谁，在政府、企业

和私人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 

以 1987 年加拿大政策为实例，在促进加拿大

矿产和金属的勘查、开发、生产和利用的过程中，

加拿大政府设立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目标和任务主

要是
[2]
： 

a)提供公平合理和平衡的财政及管理框架； 

b)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矿产和金属部门的发

展基础； 

c)在产业的各个方面促进改善技术生产力和

增加国际竞争； 

d)帮助受产业调整影响的工人和社团； 

e)鼓励增加矿产和金属的出口，并充分利用

传统的市场和开辟新市场； 

f)为产业、联邦和省政府、劳动者和公众提

供所需的精确的和具有时效的经济、技术和科学

信息。 

然后，政策文件在与每一个目标任务相关的

问题上，陈述政府的立场、法律的规定和对将来

管理改革的计划和行政管理进行解释。例如，对

于第一个任务，一个平衡的财政和管理体系，所

提问题包括：矿产税、法律规定、运输、环境保

护、离岸矿产、北美边界和外国投资。 

二、影响政策目标和任务的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政策只是全部政策

框架和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并必须构筑成与该体

系的其余部分有效地适应的形式。国家关于环境、

外汇、贸易、劳动力等的政策必须与国家实行经

济活动的基本规则一道加以考虑。国家矿产资源

政策既是实现其他政策和管理方法的基础，又是

为拓展国家任务和实现其任务的一种辅助手段。

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范围要仔细确定；矿产部门

和采矿法律不会孤立于其他部门和法律而单独实

施，当起草国家矿产资源政策时，必须认真考虑

其他政策和惯例以确保其一致性。 

与法律相对照，政策只提供指导而不是提供

强迫接受和服从法律的理由。所谓国家矿产资源

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法律制定者、行政管理者

和产业提供一般指导，但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政

策要素的补充和完善可能不是有利或恰到好处

的。例如，在印度，矿产资源政策明确表示政府

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矿产自给自足，即使国家工

业消耗的某些矿产类型在印度不存在。这样，政

府可以为某些矿产设立进出口壁垒。 

矿业不同于其他经济部门。“当政府的矿业开

发政策必须认识到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一旦采

出就不能够被替代时，适用于这些部门的政府政

策能够以保护资源和改善部门的生产能力为目标

（堪柏拉，1992）”。由于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

国家矿产资源政策就应考虑自然资源赋存的类型

和范围，以及通过勘查和保护使资源具有持续开

采的潜力。影响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其他主要因

素有: 

●矿产品对经济发展的可供性 

●未发现的矿产资源未来被发现的可能性 

●采矿业的规模和潜力 

●当前的和预计的国内外对矿产的需求和价

格 

●按不同规模和方法开采的矿产的可控制性 

●政府在采矿、国家干预和外国投资者方面

的历史经验
[3]
 

●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 

●政府行政的能力和资源 

●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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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框架和
管理作用 

根据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目标任务，国家矿

产资源政策中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被概括分成五

类：目标、主权、经济因素、管理机构和立法机

关。 

1.具体的政策目标、任务 

（1）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主要为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提供物质和能

量。矿业为一国经济提供了能量供应的 90%，和

制造业原材料的 70%。尽 大可能提高国内矿产

资源的保障程度，对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

全是十分重要的，是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根本目

标。 

（2）提高矿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提升产业结构和产业集中度，优化完善矿业

的产业链，活跃矿业权市场和矿业资本市场，促

进用高技术改造传统的矿业，拥有一批受过良好

培训的矿工，促进利用矿产资源方式的根本转变。 

（3）保障矿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集约型的矿产资源利用体系，建立资源

优化配置体系，矿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矿业、

政府、社区和谐相处，提供后备资源，发展环保

型矿业。 

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必须适合国

家的需要和独有的特征。矿产丰富、高度工业化

的国家（美国），其政策的关键要素不一定适合矿

产贫乏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地区（如

台湾）；有些适合矿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智利、

赞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策不一定适合矿

产贫乏的非工业化国家。国家矿产资源政策中所

提具体问题一般集中在政府的作用、私人部门的

作用、就业、经济影响、国家和地区发展、税收、

效率、价值增加方式、自给自足程度、环境等
[4]

方面。 

2.主权 

a)政府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政府在矿产投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如果是

国有矿产企业，这种作用更直接。如果矿业活动

由私人部门承担，国家仍然履行两种重要的职责。

第一，国家制定管理和财政体制，这会影响私人

部门的投资。这样，国家起码直接或间接地决定

着一些投资景气因素。第二，国家对产业提出行

业准入标准。没有政府以发放许可证、租借权和

特许权的形式的许可，对矿业的投资是不能发展

的。 

b)国有企业的作用 

政府直接涉入勘查、采矿和矿产加工的程度

是制定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关键部分，在这一点

上一直有许多争议。 

c)矿产所有关系 

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通过各种法定的程序，这个所有关系的利益

被传递给从事矿业的国家、集体和私人部门。国

家矿产资源政策 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明这一过

程，并起调节各方利益和调整政策与法规相一致

的作用。 

d)外国参与 

外国参与采矿部门有关的基本问题是是否允

许它参与，如果允许，它是否享有国民待遇。 

3.经济因素 

a)税收类型、水平和分配 

采矿政策应该说明主要的税款形式，并说明

应纳税收入所允许的折扣。 

b)进出口限制和成本 

过去，许多国家对进出口施加各种控制或对

进出口矿产征收税费。为了促进下游加工，对原

矿和精矿征收高于金属加工或半制成品的出口关

税。90 年代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对所有物品的进

出口减少控制并降低了关税。国家矿产资源政策

中涉及到进出口政策，对矿产生产者和进口者都

产生积极的作用。 

c)经济发展和就业条件 

矿业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地方水平

上，一座矿山的建设会提供新的道路、电力、学

校和医疗设施的建设,促进区域发展；它也直接或

间接地提供就业机会。一座矿山实质上增强地方

经济时，它可能影响现存社会秩序和使传统经济

发生变化。矿山关闭也许导致失业和依赖型企业

的失败。 

d)节约保护与效率 

由于矿产是国家的财富，国家担负着查看资

源被有效开发的管理职责。国家矿产资源政策中

明确了政府干预矿山生产决策的程度。并通过节

约与保护开采政策的实施，以便使矿业达到国家

认可的 佳的条件进行生产并回收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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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土地利用 

勘查是决定土地利用的一种方法，采矿是土

地实际被利用的过程。一旦采矿在一片土地上开

始，其他经济部门对该地的利用就受到限制。国

家矿产资源政策除了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以外，

还通过政府都对土地利用征税得到收益和补偿， 

4.法律框架 

在国家矿产资源政策中包含有许多法律框架

问题。几个主要的问题是： 

a)适用的法律 

政策应该描述管理矿产部门的主要的法律，

并讨论确定在相互矛盾的法律中优先采取哪一个

法律的一般原则。在既有省政府法律又有中央政

府法律应用的地方，在政府不同的权限水平上明

确和描述相关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b)勘查和采矿权管理方法 

c)使用期的安全性 

5.管理机构 

a)政府机构的作用 

矿产部门相互作用并受许多不同政府机构的

管理。国家矿产资源政策通过指明各种机构的作

用进行管理；并促进或发展技术进步；给产业、

政府、劳动者和公众提供具有时效性和精确的经

济、技术和科学信息；帮助受产业影响的工人和

社区；增加国际竞争性；帮助投资者。这种作用

的效果通常超过了法令规章的履行和强制执行的

管理作用。其他的作用还包括：矿产部门投资的

促进，改进采矿技术和方法，勘查和资源储量的

叙述，信息提供，工人或社区助理，联络和协作

的作用等等。 

b)信息可得性 

许多矿产政策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信息的

收集处理和传播。政策中涉及到的问题包括：政

府机构的信息作用；地质信息的所有关系；勘查

报告需求和条件；采矿报告需求和条件；由公司

向政府提交的信息的保密性和可得性；从政府机

构得到信息的成本（总量、总量占总成本的比例

或市场能够承受的 大量）；勘查和采矿投资的促

进等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虽然市场经

济在大多数场合是有效的，但也存在市场失灵，

这就产生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以弥补市场机制

的不足。政府对矿业活动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国

家矿资源政策来体现。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作用，

就是要按照政府的目标去修正市场机制的不足。

国家矿产资源政策的制订、颁布和实施，就是要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平衡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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