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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为了更好地适应地勘体制改革的需要 ,促进商业性地勘工作的发展 ,我刊拟辟专

栏就商业性地勘工作展开探讨。商业性地勘工作涉及面广 ,诸如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地质成果

及矿权转让、矿业市场运营、地勘及矿业资本市场、勘查风险投资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期

特刊登安徽省首例矿权成功转让案例 ,以飨读者 ,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本刊热忱希望

广大热心的读者、作者围绕商业地勘工作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发表文章 ,刊登信息 (如矿权转

让、项目引资等) ,充实这一栏目 ,共同为商业性地勘工作的发展推波助澜。

努力开拓地勘市场　　促进地勘单位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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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经济

　　安徽地矿局 321 地质队是新中

国成立后最早组建的地勘单位 ,自

1952 年建队以来 ,在铜陵及周边地

区先后发现有色、黑色、非金属、能

源、贵金属矿产 42 种 ,勘查大中型矿

床 (点) 200 多处 ,求得储量的矿种 17

个 ,矿产地 70 多处 ,探明了大中型矿床 11 个 ,先后

找到了铜官山、铜山、狮子山、凤凰山、老鸦岭、大团

山、冬瓜山等铜矿床 ,以及朝山、包村、焦冲等金矿

床 ,累计提交铜金属量 350 多万 t ,金 120 多 t ,银

1600 多 t ,硫铁矿矿石 2 亿多 t ,为铜陵有色金属工业

基地和铜陵市的兴起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地勘单位。

1991 年国务院四部委授予 321 地质队“全国地质勘

查功勋单位”。

目前 ,全队在职职工 999 人 ,离退休职工 650

人 ,在职职工中高级技术职称 27 人 ,中级职称 157

人 ,技术工人 700 余人 ,地质勘查方面仍保留了一支

包括地质、水文、物化探、化验测绘、探矿等专业齐全

的队伍。

1 　大胆改革 ,调整结构 ,形成三业互动的经

济格局

80 年代末期 ,我们首先采取分流富余人员 ,利

用闲置设备组建机械厂、汽修厂、建筑公司、服务公

司等安置型的延伸性产业 ;利用闲置厂房土地大胆

引进人才 ,贷款筹资兴办了胶带厂、塑料厂等“新型”

产业 ,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多种经营企业。二是

发挥探矿技术优势 ,进行勘查手段分流 ,组建工程勘

查施工队伍 ,主动进入市场 ,设备不断更新 ,功能逐

步拓展 ,并不断扩大在本地和江、浙、沪等地区的市

场份额。三是保留一支技术精干、专业齐全的地质

技术队伍 ,承揽国家下达的项目和国家市场、地方投

资的地质找矿项目 ,初步形成了一队三支柱的经营

格局。“八五”、“九五”以来 ,全队生产总值以每年平

均 26 %的速度增长 ,2000 年总收入达 5100 万元 ,其

中多种经营 2000 万元 ,工勘施工 2100 万元 ,地质找

矿及矿业开发 250 万元 ,三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2 　发挥优势 ,主动进入地质找矿市场

地质工作体制和地质找矿投资体制大变革 ,既

给地质队带来挑战 ,同时给地质工作带来投资多元

化和投资运作市场化的机遇 ,冲击着地质工作者的

思维定势。谁把握机遇 ,谁就发展。我们在充分认

识新形势的基础上 ,一是正确分析自身的优势 ,认识

到我们还有近百人的地质找矿队伍 ,有几十年积累

的大量的科研、找矿成果 ,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

富 ,有着很大的潜在价值 ,也是我们进入市场的基

础 ;二是改组改造地质勘查队伍 ,使其发展成为独立

的地质勘查经济实体 ,成为生产、管理、经营、开发和

科研一体化的综合性实体 ,变地质匠为地质成果的

产、供、销的经营者。融入地方经济 ,适应市场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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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需要 ;三是调查、分析本地区发展前景和找矿

市场容量 ,提升对地质工作的认识 ,主动进入市场。

众所周知 ,铜陵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以矿业立市 ,除

大型国营矿山十余座外 ,地方矿山也有 200 余座。

这些矿山中国营大型矿山多建于建国初期 ,有的将

要闭坑 ,地方小型矿山资源也逐步枯竭或转入深部 ,

急需接替资源 ,这就为地质找矿工作提供了良好的

商机。另外 ,过去地质工作只局限于传统的区域地

质和地质找矿 ,随着经济的发展 ,水工地质、环境地

质、农业地质等等也受到重视 ,这些为地质工作者大

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通过发挥人才资源和地质

资源优势 ,过去 5 年中我们先后为地方勘查矿产地

几十处 ,各类地质项目近百个 ,共吸收地方资金 1000

余万元 ,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也为地勘单位

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

3 　依靠法律 ,促进矿业权市场的发展

矿产资源法的颁布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矿产资源的基本法律制度 ,即矿产资源勘查

区块登记制度、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

制度。矿法的实施 ,为地勘成果商品化和地勘单位

优先采矿提供了法律保证 ,为地勘单位进入市场提

供了前提和条件 ,也为地勘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地位提供了重要机遇 ,我们抓住了这一机遇 ,一方面

把现有保留地质成果和探矿权进行转让。另一方面

积极在自身登记的探矿权范围内 ,寻找一些浅而富

资源 ,兴办矿山。

冬瓜山铜矿床是我队于 1966 年发现 ,经过 20

年的普查、详查、勘探 ,投入钻探工作量近 8 万 m ,投

资 2000 余万元 ,探明铜储量近百万吨 ,并共生硫、

铁、伴生金、银等矿产 ,是一个大型铜硫矿床。1994

年勘探结束后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为接替矿山急需 ,

开始与我队洽谈转让问题。经过 6 年的共同努力 ,

随着法规的逐步出台、完善 ,双方按照申请转让、矿

权评估、确认、矿床储量确认、签订合同、转让、批准

等阶段和程序 ,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指导 ,终于在

2000 年初以 3280 万元价款转让给铜陵有色公司所

属铜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队乃至安徽省矿

权转让的首例。地质队经过 20 年艰苦奋斗得来的

地质成果终于变现 ,有了这笔可贵的资金 ,我们又用

于多种经营企业的改扩建和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资

本得到扩张 ,雪球越滚越大。而铜都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接受了探矿权后经过评估上市扩股 ,筹资 6 亿

多元 ,为矿山开采筹集了资金 ,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

实现了双赢。

我队在探索地勘工作走向市场的过程中 ,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 ,促进了地勘经济的发展 ,我们深深地

认识到 ,这一进程实际上是如何把技术、成果转化为

资本 ,并合理地运营这些资本 ,使地质队能持续地生

存下去 ,发展起来的问题。在探索中也深深感到 ,地

勘单位的发展仍然是十分艰难的 ,由于地勘单位长

期的事业性质 ,决定了它没有一定的资本积累 ,更无

法进行资本扩张 ,仍需要国家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

持 ;由于矿山部门和地方无偿利用国家资源的惯性 ,

对于矿业权流转的认识还必须学习提高 ,地质工作

商品化还将经历一个不断完善规范有序的过程 ,再

加上找矿工作是一个周期性长、科学探索性强的工

作 ,寻找一个可供开采的矿产基地 ,往往要几年乃至

一二十年无数人的艰辛劳动 ,这种地质商品生产的

投入产出的效益风险极大 ,地勘单位作为生产者很

难承受这种风险 ,因此地勘单位的企业化将是渐进

的过程。

消　息　几　则
3 　5 月 26 日 ,福建省首次拍卖罗源县凤山镇岐余山矿公一号花岗岩矿采矿权 ,拍得 141 万元。

3 　5 月 28 日 ,河北省举行了首次探矿权招标活动 ,经过投标、开标、评标等工作 ,武安市明星经贸有限公司、武安市

采矿有限公司和赵元的先生分别获得武安市上团城、武安市玉泉岭和武安市白家庄村北 3 个探矿权招标单元的探矿权 ,

中标价分别为 5. 91 万元、3. 2 万元和 12. 58 万元。

3 　5 月 28 日 ,西北有色地勘局与陕西龙门钢铁总厂签订了大西沟铁矿探矿权转让合同 ,合同金额达 1100 万元。

3 　5 月 31 日 ,河北省举行了首例采矿权拍卖活动 ,此次拍卖的河北省鹿泉市黄岩西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床第 Ⅴ矿

段的采矿权 ,出让期为 5 年 ,拍得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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