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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地勘项目管理新机制 ,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 ,是党和国家对地质事业的殷切希望。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管理机制开创了当代地质项目管理改革的先河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实
施地勘项目规划区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 ;整合多渠道资金、实现整装勘查 ;以找矿为龙头 ,打
破专业壁垒 ,实现基础、物化探、矿产勘探等专业的有机结合 ,有利于形成重大影响的地质勘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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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地勘项目管理工作现状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矿产资源法的颁布实施 ,

促进了我国地质市场改革开放 ,加速了探矿权和采

矿权流转 , 为地质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 [ 1, 2 ]。虽然近十年来发现了许多成矿点 ,但大多

数矿床都不具规模 ,没有形成重大影响的地质勘查

成果 ,追根索源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

1. 1　矿权不合理设置破坏了矿体整体有效勘查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管理 ,地质矿

产部门主要以地质勘查为主业 ,找到矿床后根据矿

种不同 ,通过国家划转到有色、冶金、核工业等其他

相关工业部门 ,那时地质工作是整装勘查 ,矿产勘查

权属于地矿部门。解放初期虽然我国技术落后 ,也

找到了数量可观的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矿床。现

行矿权设置范围相对较小 ,在不同标高又设置不同

矿权人 ,即使一个完整的矿体 ,由于不同法人参与地

质勘探 ,导致人为将其分割成两个矿体 ,形成遍地是

小矿床 ,难见大矿床的尴尬局面 [ 3, 4 ]。

1. 2　资料信息封锁 ,导致资金重复投入

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新月异 ,国家对矿产资源需

求日益俱增 ,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 ,相对利润空间较

大 ,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到地质勘查业 [ 5 ]。为

了引导地质勘查业有序健康发展 ,减少企业投资风

险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并先后

设立了国土资源大调查、矿产资源费补助专项、中央

勘查基金等专项地质工作 [ 6 ]。然而 ,由于项目管理

渠道不同 ,各种资金安排项目互不通气 ,造成大量地

质工作重复 ,虽然投资相对解放初期没有减少 ,但由

于资料封锁 ,导致矿产勘查评价工作周期延长 ,没能

形成具有影响的重大地质成果 [ 7 - 9 ]。

1. 3　未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区域性地质勘查实施

方案 ,缺乏系统勘查体系

　　近年来开展具体矿点研究工作相对较多 ,成矿

区带勘查分析研究相对薄弱 ,缺少完整、系统的区域

性地质勘查体系。尤其是在有利成矿区带投入系统

勘查研究工作几乎没有 ,地质工作的开展只是抱着

走一步看一步的思想 , 从来没有长远目标和打

算 [ 7 ]。另则 ,地质项目设置随意 ,周期一般相对较

短 ,未能见到成果就终止 ,导致功败垂成。地质工作

是一项不断提高认识的科学实践过程 ,需要一定时

间和精力 ,它不仅是对未知世界进行认识的过程 ,亦

是求证的过程。实践证明 ,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

坚韧不拔的毅力 ,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将难以实现。

2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管理机制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 ,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 ,东连

祖国内地 ,西与周边八国接壤 ,是我国向西部开放的

桥头堡。新疆国土面积占据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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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发展和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

位 ,促进新疆发展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国务

院关于加快新疆发展的战略部署中明确指出 ,到

2010年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 ,加快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开发战略 ,积

极推进重点优势资源开发 ,逐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战略部署 ,中

国地质调查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充分酝

酿 ,决定实施全面合作 ,加大对新疆的地质勘查工作

力度 ,满足国家对战略矿产资源的需求 ,以勘探大

型、超大型矿床为重点 ,争取在重点矿种和重点成矿

区带上实现新突破 [ 6 ]。

2008年 7月 11日 ,在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合作开展新疆地质矿产勘查的协

议签定会上 ,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书记王乐泉同志对开展新疆重要矿产勘查工作提

出了明确的目标 :要求 3年要有好的眉目 , 5年出鼓

舞人心的成果 , 8年要产生令国人振奋的重大成效。

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指出 ,要举全国国土资源系

统之力 ,加快新疆地质勘查的进程 ,积极推进整装勘

查 ,引进大企业、形成大投入 ,把新疆建成我国重要

的战略资源接替基地 ,努力实现王书记提出的“358

工程 ”目标。据此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和新疆地矿

局积极谋划 ,联合编制了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及重

要矿产勘查项目实施方案。“方案 ”提出了中央、地

方和大型矿山企业共同投资、统一部署、联合组织实

施的联动机制 ,构建出当代地质项目管理体系的新

思路。

2. 1　实行地质勘查规划管理 ,强化整装勘查

新疆重要矿产勘查项目实施方案是在系统总结

“十五 ”期间新疆维族自治区内地质找矿成果基础

上 ,对比分析了中亚成矿区带成矿规律 ,提出“主攻

天山 ,深化阿尔泰山 ,适度加快昆仑阿尔金山 ”的总

体勘查布局 [ 10 ]。经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充分论证

后 ,在三大成矿带上 ,筛选出 10个成矿勘查规划区

作为整装勘查对象 ,并进行地质勘查工作 [ 11 - 14 ]。在

勘查项目管理方面采取“三统一冻 ”措施 ,也就是

说 ,在成矿远景规划区内实行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

署、统一实施 ,冻结探矿权和采矿权登记制度。成矿

远景规划区内持有矿权的法人单位必须按照实施方

案要求 ,开展相应地质勘查工作 ,矿权持有者如果没

有能力承担勘查任务 ,可以将矿权作为股份 ,引入其

它资金在其矿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实现整装勘查。

2. 2　整合多渠道资金 ,实现资金有效组合

自本世纪初以来 ,支持新疆地质勘查工作的资

金主要有国土资源大调查、新疆区中央地质专项、中

央地质勘查基金、新疆自治区 5万矿调、企业等投

资。由于各类资金用途不同 ,加之管理渠道迥异 ,造

成重复工作 ,未能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勘查成果不甚

显著。比如 ,“十五 ”期间 ,国家和地方在新疆自治

区共出资约 11亿元人民币进行矿产勘查工作。由

于资金渠道多 ,多头管理 ,项目部署分散 ,资料掌握

在不同部门 ,使得矿产评价周期拉长 ,未能形成具有

较大影响的重大地质成果。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及

重要矿产勘查项目实施方案把各类资金统筹协调起

来 ,根据不同资金的用途和要求 ,对地质工作进行统

一部署安排和管理 ,打破传统的资料封闭 ,实现地质

信息成果共享 ,避免地质勘查重复无效投入。一般

在成矿远景规划区内地质工作的安排原则是 :国土

资源大调查和新疆区中央地质专项经费以开展公益

性地质工作为主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和企业投入主

要以开展商业性地质工作为主 ,无论谁投资 ,提交资

料必须是统一格式 ,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汇到项目

牵头单位 ,实现资料共享 [ 15 ]。

2. 3　实施委托招标确定施工单位 ,引入国内一流地

勘单位进入新疆找矿主战场

　　在划定的 10个成矿远景规划区内 ,根据现行地

质队伍对其资料掌握程度 ,采用委托地勘单位的主

管上级 (省地勘局或集团公司 )负责某片区工作 ,对

片区内空白区域采用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 ,施工

单位统一接受片区负责单位的领导安排 ,及时向片

区负责单位提供必要的地质资料。地质工作是一个

系统的、不断连续的认识性科学实践 ,只有扎下根、

静下心 ,在某地区开展全方位、立体式勘查 5至 8

年 ,才有可能取得重大影响的地质勘查成果。

2. 4　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提高地勘队伍

找矿积极性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要重点协调好国家、地勘

单位和矿业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形成和谐

共赢的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新局面。在重要成矿

远景勘查规划区内设定明确的勘查时间和清晰

的利益分配约定 ,制定出找矿发现奖励政策 ,充

分调动勘查和研究单位的找矿积极性。做好对

已有矿产地进一步勘查的利益分配机制 ,充分协

调好、处理好已有探矿权人和新投资者的利益关

系 ,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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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勘项目管理对策

3. 1　实施地质勘查规划区管理 ,建立科学合理的中

央、地方、企业分配机制

　　研究分析区域成矿条件 ,科学厘定成矿远景规

划区作为国家统一地质勘查目标 ,编制具体实施方

案。在规划区内参与地质勘查的单位 ,必须按照实

施方案要求开展相应地勘工作 ,勘查工作结束后 ,按

照事前合同约定分享地质成果 ,实现利润共享、风险

共担的公平投资机制。建议措施如下 :

1) 对于规划区内没有矿权登记的区块 ,经过勘

查取得的成果 ,权益由投资者优先享受。如果没有

取得成果 ,属于风险投资。

2) 对于规划区内原矿权持有者 ,首先对其持有

矿权进行评估 ,并要求在其矿权范围内按实施方案

施工。若其愿意投资 ,矿权内收益归其 ;若其不愿意

投资 ,其矿权可以作为股份进行投资 ,引进其他企业

或者中央勘查基金进行投资 ,取得成果进行招牌挂 ,

原矿权持有者可以优先购置该矿权 ,若不愿意购置 ,

由招牌挂取得收益扣除原成本 (包括原矿权价款和

后期勘查成本价款 ) ,增量部分按比例分成。同样 ,

没有取得勘查成果 ,属风险投资 ,同时吊销该区域矿

权。

3. 2　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地质勘查规划区管理力度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工作顺利实施主要得益于新

疆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

的鼎立相助 ,没有地方政府对矿权清理和协调 ,整装

地质勘查工作就难以实现。矿权清理、转让、入股投

资都牵涉到各方利益分配 ,犹如旧城改造一样 ,拆迁

需要考虑原住户、开发商和国家利益。因此 ,省级地

方政府大力支持 ,是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保证。

3. 3　产学研紧密结合 ,形成生产与研究人员共同协

作、共同配合的混合团队

　　工作部署必须紧密依靠科研人员对近年来地质

工作成果的分析研究 ,生产人员必须得到科研人员

的业务指导 ,二者缺一不可。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

及重要矿产勘查项目是以综合找矿和综合评价思想

为指导 ,以高新技术方法手段为先导 ,坚持“基础调

查 ,物化遥感 ,矿产勘查 ,科学研究 ”统一部署为原

则 ,形成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地质勘查新体系。

3. 4　打破专业壁垒 ,实现相互有机结合

现行地质勘查工作实行专业条块管理 ,基础、物

化探、矿产勘查互不通气 ,各自为政、自称大王。统

一勘查部署首要任务就是要打破专业界限 ,实现以

找矿为核心来安排各项工作。基础地质必须服务于

找矿 ,物探、化探工作必须促进重要找矿问题的解

决 ,工作体系设置遵循以找矿为龙头 ,其他工作必须

全方位服务于地质找矿。

地勘项目管理机制改革不仅涉及到国家大政方

针 ,而且关系到中央、地方、企业三方的切身利益。

新疆地勘项目管理机制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

值得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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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iscussion on the M anagem en t of Geolog ica l Explora tion Projects in X in jiang

WANG J ian2hui1, 2 , L IW en2yuan2 , GUO Peng2yong3 , CHEN L i2qun2

(1. China U 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 eijing　100083; 2. X i’an Institu te of Geology and M ineral Resources,

X iπan　710054; 3. Chinese A cadem y of Land and Resources Econonics, B eijing　101149)

Abstract: It is highly expected by the state that great discoveries of m ineral resources could be achieved by set up a new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geological exp loration p rojects. The new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strategic geological exp loration p rojects has been set

up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hich has created a new style of geological exp loration supervision, and is taking on a guiding role in the geo2

log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reformation. In order to get better geological p rospecting results, we should manage and supervise the geological p rojects at

a district base, set up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llocation mechanism, use comp rehensive datasets and app roaches including geophysical, geochem ical and

other p rospecting technologies to make big discoveries more efficiently.

Key words: Xinjiang, geological exp loring p roject,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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