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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探明的矿产储量计价和资源税

哀怀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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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储量的价值应包括实际勘查成本
、

第二形态级差矿租
、

第一

形态级差矿租
、

绝对矿租和平均利润
。

分析了超额利润与勘查资源税

的来源
。

关键词 储量计算 级差矿租 绝对矿租 资源税

地质行业改革的
“

三化
”

方针中
,

地质成果的商品化

是最关键的一化
。

储量至今

未能转化为商品
,

其障碍之

一是难以对它定量评价
。

目

前
,

一些地勘单位实行的储量计价承包
,

只

是一种 内部计价
,

不是储量作为商品的价

值
。

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加经解决
,

才能使储

量成为商品
,

从而使
“

三化
”

方针得以实现
。

本文试图就这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

如所周知
,

未被发现和探明的矿产资源

只是潜在资源
,

只有经过地质人员的劳动探

明的矿产
,

才能开发利用
。

因此
,

矿产勘查

工作是生产劳动
,

探明的储量是商品
,

具有

使用价值和价值
,

这是没有异议的
。

也就是

说
,

矿产勘查劳动参与了矿产品价值的形

成
。

矿产品的价值 为探明储量价值 乓 和

开发矿产的价值 氛 之和
。

这里不准备讨论

开发矿产价值
。

探明储量价值包括矿产勘查

劳动创造的价值 凡和前人劳动的积累
,

张

反衡称之为
“

时空潜在价值
”

凡
。

以下分析

探明储量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取值
。

商品价位包括成本和利润两部分
。

一般商品计价时
,

成本取社会平均成

本
。

但矿床的自然丰度 勘查难易程度
、

埋

藏深度
、

储量
、

品位
、

交通条件等 相差悬

殊
,

其勘查成本显然也会有很大差异
。

因

此
,

勘查成本应取极限成本
,

即为满足社会

对矿产品的需求而不得不勘查的自然丰度最

劣矿床的勘查成本
。

如果取平均成本
,

则勘
‘

查劣等矿床只能获微利
,

或无利甚至亏损
,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

也是行不通的
。

利润与一般商品计价相同
,

除有社会平

均利润外
,

还有超额利润 —绝对矿租
。

它

是因所有权产生的
,

在私有制社会
,

归矿产

主所有
,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

矿产资源

和土地一样
,

属国家所有
。

列宁说
“

土地国

有
,

⋯ ⋯就是给国家机关有获得地租的权

利
。 ”

所以
,

勘查矿产应以某种方式向国家交

租金
,

如勘查资源税
。

如果探明储量价值中

不包括绝对矿租
,

对勘查劣等矿床就无法征

收资源税
,

等于无偿使用
,

国家放弃所有

权

霭一

由上所述
,

探明的矿产储量价值
孚 。

式中
,

乓一 一探明的矿产储量价值

凡一堪力查极限费用

凡 一一勘查平均利润
。

—勘查绝对矿租
。

探明的矿产储量价格
,

应以上述价值为

基础来制订
。

这样定价
,

勘查矿产便有超额

利润
,

除上述绝对矿租外
,

若勘查 自然丰度

本文 年 月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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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矿床
,

还将获得另一笔超额利润 —第一形态级差矿租
。

因为若某一矿床的自然

丰度较好
,

按社会平均生产水平
,

其勘查成

本将低于极限费用
,

二者的差值
,

构成第一

形态级差矿租
。

绝对矿租和第一形态级差矿租之和
,

构

成超额利润
,

即张玉衡所谓
“

时空潜在价

值
” ,

其大部分应以勘查资源税的形式上交

国家
。

因为
,

某种 自然形成的固体
、

液体
、

气

体之所以成为人类能利用的矿产资源
,

是由

于前人劳动的积累
,

使人类达到目前的技术

和经济水平所致
。

这是绝对矿租的来源
,

显

然
,

它凝聚了前人的劳动
。

至于某勘查矿床之所以能有第一形态级

差矿租
,

是因为其自然丰度好
。

但不能因此

而认为这部分超额利润就是大 自然的赐予
。

一方面
,

有些较好的自然丰度条件是前人劳

动积累的结果
。

例如
,

是由于前人的劳动在

某矿床的附近建设了交通线
,

才使该矿床具

备了交通方便的条件
。

另一方面
,

有些好的

自然丰度虽然是大 自然的赐予
,

’

如规模大
、

埋藏浅
、

品位富等
,

但大 自然并未创造价

值
。

是勘查者利用较好的自然丰度
,

提高了

勘查矿产时的劳动生产率
,

从而创造了这部

分超额利润
。

因此
,

第一形态级差矿租是前

人的劳动与今天的勘查劳动共同创造的
。

上述超额利润
,

凝聚了前人的劳动
,

大

部分应归全民所有
。 ’

一则今天消耗的矿产
,

它不可再生
,

应给后人以补偿
,

使后人能继

续发展技术和经济
,

以发现和开辟新的可利

用的矿床
、

矿种
。

二则今天消耗了 自然丰度

好的矿产
,

也应给后人以补偿
,

以便发展技

术和经济
,

提高国土开发水平
,

给今后将勘

查的矿床创造优良的自然丰度条件人人都应

有同样的机会加以利用
,

今天只被部分矿产

勘查者利用
,

当然应给社会以补偿
。

这就是

勘查资源税 的来源
。

但上述超额利润的实

现
,

毕竟离不开今天的勘查者的劳动
,

因

此
,

他们也应分享一部分
。

同理
,

开发矿产

资源也能获得超额利润
,

应给勘查者分享一

小部分
,

作为找到矿
,

特别是找到好矿的一

种奖励
。

归纳起来
,

矿产勘查超额利润

凡、一 。 。, 一

式中
,

凡 —矿产勘查超额利润
。

一第一形态级差矿租

,

—勘查分享的矿产开发超

额利润
。

凡 应作以下分配

凡 ,

与十凡 ,

式 中
,

几一一资源 勘查 税
,

占大部

分

凡 —
矿产勘查者分享的超额

利润
,

占少部分
。

由于增加投资
,

采用先进设备
、

技术
,

经营管理得好等原因
,

勘查某矿床的实际成

本
,

可低于社会平均生产水平的成本
,

二者

的差值构成另一部分超额利润
,

即第二形态

级差矿租
。

它们是今天 的勘查者努力的结

果
,

应全部
、

至少大部归勘查者
。

若全部或

大部分收归国有
,

是不公平的
,

不利于促使

勘查者提高勘查矿产的劳动生产率
,

降低成

本
。

平均利润
、

勘查分享的超额利润和第二

形态级差矿租三者之和为应税利润
,

按税法

上缴所得税等各种税金之后
,

即为勘查企业

的留利
。

若以上述探明储量的价值为基础
,

确定

探明储量的价格
,

并以此价格有偿转让探明

储量
,

同时上交勘查资源税和其他通常税

金
,

首先将使地勘行业能收回勘查费用
,

并

有正当利润
,

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

者
。

从而彻底从当前地勘资金严重不足
,

国

家又短缺许多矿产资源的被动困境中解脱出

来
。

其次
,

将能鼓励地勘企业多找好矿和努

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

降低成本
。

因为这样能

获得超额利润
—第一和第二形态级差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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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

否则将少得
、

不得超额利润
,

甚至得不

到平均利润
,

乃至亏损
。

同时
,

又有勘查资

源税的控制
、

调节
,

不至于使地勘企业占有

过高的超额利润
,

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
。

再者
,

呆矿将转让不出去 占了矿点
,

虽不

作勘查
,

也要交勘查资源税
,

这将有助于减

少呆矿和抢占矿点等不 良现象
。

虽然在当前全国价格体系尚未理顺
,

特

别是矿产品价格偏低
,

许多矿山本来就只有

薄利
、

无利甚至亏损的情况下
,

以上对探明

储最宝于价的理论分析
,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

全实现
,

否则矿山恐难承受
。

但就像房改一

样
,

虽不能马 七按商品房的价格出售
、

出租

住房
,

但应明确商品房的价格构成
,

可先按

成本加折旧出售或出租住房
,

再逐步增加平

均利润
、

银行利息
、

土地费用
· ·

⋯
,

直到完

全按商品房的价格出租
、

出售住房
。

我们也

应先在理论上明确储量计价的正确目标
,

测

算其价值的各部分构成
,

再随着价格体系的

逐步理顺
,

有准备地从部分计价
,

逐步过渡

到完全的储量计价
。

限于篇幅
,

本文不能详述诸如普查费用

如何处理
,

极限费用
、

平均成本
、

级差矿

租
、

资源税等如何测算
,

以及哪一级地勘单

位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才能有足够

的回旋余地和承受找矿风险的能力等
,

这是

在储量计价中必须具体研究的问题
。

在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
,

探明储量计价势在必行
,

而且更加紧

迫
,

不能再因其困难而久拖不决了
。

成文过程中得到陈希廉教授的指导
,

谨

致谢意
。

一习 ,

,

上接第 页

位贡叠
, 、

号扩容地段相距很近
,

可能 野外地质矿产勘查与室内数理模拟方法密切

为间一个扩容地段
,

对 工
、 、

及砚减压 结合
,

有效地为地质找矿提供预测靶区
,

是

扩容地段开展找矿工作
,

目前已有金矿化显 具有实用意义的
,

这也是我国广大矿田构造

示
。

地质工作者
,

运用李四光先生地质力学理论

综上所述
,

可见减压扩容控矿理论
,

将 于找矿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
。

一

一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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