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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不断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和矿业领域

绿色发展。为使国内外广大关心和支持自然资源事业人士了解中国矿产资源管理

政策和改革进展，自然资源部组织编制了本年度《中国矿产资源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本年度《报告》着重介绍2019年以来中国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绿色勘查

和绿色矿山建设、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等方面的新进展，矿产资源政策法规新变化，

矿产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新举措，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科技创新、

地球科学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新动态，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地质矿产合作的新成

果。同时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自然资源部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

2019年，全国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资增长29.0%，页岩气形成川南万亿立方米

大气区，深层和常压页岩气勘查取得新进展。全国新发现矿产地79处，煤炭、天然

气、页岩气、锰矿、铅矿、锌矿、铝土矿、钨矿、钼矿、锑矿、金矿、菱镁矿、石

墨等重要矿产查明资源增长。

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1%，一次能源、粗钢、十种有色金属、黄

金、水泥等产量和消费量继续居世界首位。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水平进一

步提高。

矿山生态修复力度不断加大，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矿区生态修

复的政策措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开展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

周边及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积极推进绿色勘查标准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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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修订完善，大力开展绿色勘查项目示范工作。各地通过规划、标准、政策的制定实

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

 立足“两统一”职责，印发《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

行）》，对建立和实施矿业权出让制度、优化石油天然气矿业权管理、改革矿产资

源储量分类和管理方式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发布了修改后的《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和《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全面启动新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研究起草地质勘查行业相关监督管理

办法，实施新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优化矿业权管理出让方式，完善古生物化

石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管理水平。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进一步提高。公益性油气资源调查取得新突破，全国重

点成矿区带、整装勘查区、重要矿集区、大型资源基地矿产调查评价取得新进展。

地热、地下水调查评价取得新成果。继续开展我国管辖海域区域地质调查，持续推

进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先导试验区建设，成功实施第二轮试

采。地质资料馆藏进一步丰富，地质资料服务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矿产资源领域研究成果显著，在成矿理论和关键技术方面有新的突破。加快矿

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建成多个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推进地

质矿产的标准化，为地质矿产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积极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全面推动地质矿产领域

双边与多边合作，通过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等国际交流平

台，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与有关国家在矿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报告》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统计局，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统计数据。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2 0



目    录Contents

III

前 言

第一章 矿产资源储量……………………………………………………………1

一、查明矿产资源 ………………………………………………………… 1

二、勘查新增矿产资源 …………………………………………………… 1

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6

一、地质勘查投入   ……………………………………………………… 6

二、油气矿产勘查进展 …………………………………………………… 8

三、非油气矿产勘查进展 ………………………………………………… 10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11

一、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 11

二、矿产品生产与消费 …………………………………………………… 11

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 13

第四章 矿山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 17

一、矿山生态修复 ………………………………………………………… 17

二、绿色勘查 ……………………………………………………………… 18

三、绿色矿山建设 ………………………………………………………… 19

第五章 矿产资源政策法规…………………………………………………… 20

一、法律法规 ……………………………………………………………… 20

二、矿产资源制度改革 …………………………………………………… 21

目 录



IV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2 0

三、矿产资源税费 ………………………………………………………… 22

第六章 矿产资源管理………………………………………………………… 23

一、矿产资源规划管理 …………………………………………………… 23

二、地质勘查管理 ………………………………………………………… 24

三、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 25

四、矿业权管理 …………………………………………………………… 26

五、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 ………………………………………………… 27

第七章 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28

一、基础地质调查 ………………………………………………………… 28

二、矿产调查评价 ………………………………………………………… 28

三、海洋地质调查 ………………………………………………………… 30

第八章 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 32

一、地质资料管理制度 …………………………………………………… 32

二、地质资料馆藏 ………………………………………………………… 33

三、地质资料服务 ………………………………………………………… 33

第九章 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 35

一、矿产资源领域重要科技进展 ………………………………………… 35

二、矿产资源领域技术标准 ……………………………………………… 36

三、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平台 ………………………………………… 37

四、矿产资源领域知识产权 ……………………………………………… 37

第十章 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 38

一、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 ………………………………………………… 38

二、对外开放与合作 ……………………………………………………… 39

三、国际矿业合作平台 …………………………………………………… 40



1

第一章  矿产资源储量

第一章 矿产资源储量

截至 2019年底，全国已发现 173种矿产，其中，能源矿产 13种，金属矿产 59种，

非金属矿产 95种，水气矿产 6种。2019年我国天然气、页岩气、铅矿、锌矿、铝土矿、

钼矿、银矿、菱镁矿、石墨等矿产资源储量增长比较明显。

一、查明矿产资源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已发现并查明资源量的矿产 162 种，所统计汇总的 215

个亚矿种与 2018 年相比，资源储量有所增加的 106 种，有所减少的 47 种，没有

变化的 62 种，分别占 49％、22％和 29％。

主要矿产中有 34 种矿产资源储量增长，13 种减少，1 种没有变化。其中，煤

炭增长 0.6％，石油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下降 0.5％，天然气增长 3.0％，页岩气

增长 77.8％。非油气矿产资源储量有所增长，锰矿增长 5.6％，铅矿增长 6.7％，锌

矿增长 6.8%，铝土矿增长 5.7％，钨矿增长 4.6％，钼矿增长 5.4％，锑矿增长 4.8%，

金矿增长 3.6％，菱镁矿增长 12.9%，石墨增长 21.4％；下降比较明显的矿产有镍

矿（ -9.4%）、萤石（ -6.3%）和硼矿（ -4.3%）等。

二、勘查新增矿产资源

 2019年，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1.2亿吨，其中，新增探明技术可采储量1.6亿吨。

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7644.2 亿立方米，其中，新增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1838.4 亿立

方米。煤炭新增300.1亿吨，较上年明显下降。主要金属矿产中锰矿、铜矿、铅矿、锌矿、

钨矿、钼矿、银矿等新增明显，铁矿、镍矿、锡矿、金矿明显下降。非金属矿产中磷矿、

石墨明显增长（表 1-1）。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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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变化

（石油、天然气为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图1-2  我国铁矿、锰矿和铬铁矿资源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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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我国铜矿、铅矿和锌矿资源储量变化

图1-4  我国铝土矿、镍矿和钼矿资源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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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我国硫铁矿、磷矿和钾盐资源储量变化

图1-6  萤石、晶质石墨资源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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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产资源储量

表1-1  重要矿产勘查新增矿产资源

序号 矿  种 单  位 2018 年 2019 年 变化 / ％

1 煤  炭 亿吨 556.1 300.1 -46.0 

2 石  油 亿吨 9.6 11.2 16.7 

3 天然气 亿立方米 8311.6 8090.9 -2.7 

4 煤层气 亿立方米 147.1 64.1 -56.4 

5 页岩气 亿立方米 1246.8 7644.2 513.1 

6 铁  矿 矿石 亿吨 9.9 5.3 -46.5 

7 锰  矿 矿石 亿吨 0.7 1.0 42.9 

8 铜  矿 金属 万吨 225.1 363.8 61.6 

9 铅  矿 金属 万吨 371.6 605.2 62.9 

10 锌  矿 金属 万吨 575.9 1479.5 156.9 

11 铝土矿 矿石 亿吨 1.2 2.8 133.3 

12 镍  矿 金属 万吨 47.2 6.5 -86.2 

13 钨  矿 WO3 万吨 27.8 48.1 73.0 

14 锡  矿 金属 万吨 16.7 3.9 -76.6 

15 钼  矿 金属 万吨 28.2 156.4 454.6 

16 锑  矿 金属 万吨 18.7 19.3 3.2 

17 金  矿 金属 吨 719.8 487.7 -32.2 

18 银  矿 金属 万吨 1.2 2.2 83.3 

19 硫铁矿 矿石 万吨 14450.2 6862.1 -52.5 

20 磷  矿 矿石 亿吨 2.3 8.8 282.6

21 钾  盐 KCl 万吨 -186.7 1452.2 —

22 萤  石 矿物 万吨 1158.3 1463.2 26.3 

23 石  墨 矿物 万吨 5497.3 9216.5 67.7 

  注：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为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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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

2019 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总体回升，其中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资增长，固体矿产

地质勘查投资下降。油气勘探取得新突破，页岩气探明资源大幅增长。锰矿、铅锌矿、

石墨等矿产勘查取得新进展。

一、地质勘查投入  

2019 年，全国地质勘查投资 993.40 亿元，较上年增长 22.6%。其中，油气地质勘

查投资 821.29 亿元，增长 29.0% ；非油气地质勘查投资 172.11 亿元，下降 0.9%（图

2-1）。

全国油气勘查完成探井 2919 口、进尺 809.18 万米，分别减少 1.2%、0.1% ；完成

二维地震采集 5.14 万千米，增长 17.9% ；完成三维地震采集 4.71 万平方千米，增长

40.2%。

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资中，矿产勘查投资 88.03 亿元，同比下降 5.1% ；基础地

质调查投资 25.65 亿元，下降 21.8%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投资

34.61 亿元，增长 18.8% ；地质科技与综合研究投资 19.74 亿元，增长 25.1% ；地质资

料服务与信息化投资 4.08 亿元，增长 27.1%。各项投资占比见图 2-2。

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资中，全国财政投资 116.2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

资 63.19 亿元，增长 8.4% ；地方财政投资 53.07 亿元，下降 1.3%。社会资金投资

55.85 亿元，下降 9.4%。资金来源占比见图 2-3。全国地质勘查基金协调联动，省

级地勘基金投入 23.65 亿元，继续发挥财政资金在地质找矿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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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Exploration

图2-1  2010—2019年全国地质勘查投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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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气矿产勘查以金矿、铅锌矿、煤炭、铀矿、铜矿为主，合计占全国非油气

矿产勘查投资的 54.2%。与 2018年相比，钨矿、锡矿、钼矿、石墨投资增长，煤炭、

铁矿、锰矿、铜矿、镍矿、金矿、钾盐、磷矿等矿种投资降幅较大（表 2-1）。

二、油气矿产勘查进展

1. 常规油气勘查

2019 年，鄂尔多斯盆地庆城油田和准噶尔盆地玛湖油田新增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亿

吨。鄂尔多斯盆地靖边气田和苏里格气田，以及四川盆地安岳气田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均

超过千亿立方米。

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延长组长 71+2 段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 3.58 亿吨。准噶尔

盆地高探 1 井白垩系清水河组获油 1213 立方米 / 日、气 32.18 万立方米 / 日，创国内

陆上碎屑岩单井最高产量。塔里木盆地博孜 9 井测试获气 41.8 万立方米 / 日、凝析油 

115.2 立方米 / 日；顺北地区顺北 53X 井在鹰山组 7750 ～ 8341 米井段获油 125 吨 / 日、

气 7.5 万立方米 / 日。四川盆地川中龙女寺地区磨溪 129H 井灯四段测试获气 141 万立

方米 / 日。柴达木盆地切克里克凹陷切探 2 井在 4700 米深层自喷获油 54.9 立方米 / 日、

气 6899 立方米 / 日。

渤海沙垒田凸起西段古生界灰岩潜山曹妃甸 2-2 油田取得突破，CFD2-2-2 井单

井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万吨。南海琼东南盆地松南低凸起中生界花岗岩潜山测试获高产，

YL8-3-1 井测试获气 129 万立方米 / 日。

2. 非常规油气勘查

2019 年，煤层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64.08 亿立方米，主要来自贵州的文家坝煤层

气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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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2019年主要矿种勘查资金投入和钻探工作量完成情况表

矿  种 资金投入 / 亿元 同比增长 / % 钻探工作量 / 万米 同比增长 / %

煤  炭 10.00 -21.1 77 -18.1

铁  矿 2.24 -21.1 17 -29.2

锰  矿 1.07 -28.7 5 -28.6

铜  矿 6.30 -32.9 49 -21.0

铅锌矿 10.73 12.4 86 2.4

铝土矿 1.52 4.1 15 -16.7

镍  矿 0.67 -40.2 3 -50.0

钨  矿 2.02 220.6 19 137.5

锡  矿 0.35 84.2 3 50.0

钼  矿 0.70 25.0 6 500.0

金  矿 11.72 -24.6 77 -34.2

银  矿 2.87 -18.0 26 23.8

磷  矿 0.60 -28.6 5 -64.3

钾  盐 0.90 -37.1 2 -60.0

石  墨 2.08 20.2 18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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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的长宁页岩气田、威远页岩气田、太阳页岩气田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均超

过千亿立方米，宁 216  - 宁 209 井区、威 208 和太阳 - 大寨地区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

量 7409.7 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 1784.45 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1.06 万亿立

方米，形成川南万亿立方米页岩气大气区。

深层页岩气勘查再次取得新进展。川东南綦江东溪构造东页深 1HF 井完钻井深

6062 米（垂深 4259 米），测试获气 31.2 万立方米 / 日。南川地区胜页 2HF 井测试获气

32.8 万立方米 / 日。泸州区块泸 203 井在 4000 米深层测试获气 137.9 万立方米 / 日，成

为国内首口单井测试日产量超百万方页岩气井。

三、非油气矿产勘查进展

2019 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 79 处，其中，大型 23 处，中型 32 处，小型 24 处。

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前五位的矿种分别是：普通萤石（10处）、石墨（7处）、金（5处）、

铜（5 处）、钨（4 处）。

全国完成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 418处，其中，普查 169处，详查 181处，勘探 68处。

完成阶段性勘查矿产地数量排名前列的矿种分别是：铅锌（44处）、金（31处）、铜（30

处）、银（28 处）、钨（21 处）。

整装勘查区和重要矿集区勘查取得新进展。通辽盆地整装勘查区新发现工业铀矿，

江西上高 - 萍乡重点勘查区探获独立钴矿，福建宁化发现大型稀土矿产地。重庆城口

锰矿、贵州遵义锰矿，新疆火烧云铅锌矿、湖南花垣 - 凤凰铅锌矿，内蒙古霍各乞石

墨矿、新疆奇台黄羊山石墨矿等勘查新增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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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2019 年，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一次能源、粗钢、十种有色金属、

黄金、水泥等产量和消费量继续居世界首位。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水平进一步

提高。

一、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4.1%，增速较上年加快 20 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9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天然气开

采业及非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增幅分别为 29.6%、25.7% 和 30.9%，

这三个行业的增量占采矿业的 90% 以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微增 2.5%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增长 6.8%（图 3-1）。

二、矿产品生产与消费

1．能源矿产

2019 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39.7 亿吨标准煤，较上年增长 5.1%（图 3-2）；消

费总量为 48.6 亿吨标准煤，增长 3.3%，能源自给率为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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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煤炭比重不断下降，2019 年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57.7%，较上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较 2010 年下降 11.5 个百分点（图 3-3）。石油占

18.9%，天然气占 8.1%，水电、核电、风电等其他能源占比升至 15.3%。

2019 年原煤产量为 38.5 亿吨，较上年增长 4.0%，消费量 39.3 亿吨，增长 1.0%。

石油产量 1.91 亿吨，增长 0.9%（图 3-4），视消费量（国内产量 + 净进口量）6.5 亿吨，

增长 4.8%。天然气（含页岩气、煤层气）产量 1761.7 亿立方米，增长 10.0%，视消费

量 3058 亿立方米，增长 7.3%。

2. 金属矿产

2019 年，铁矿石产量 8.4 亿吨，较上年增长 4.9%，视消费量 14.1 亿吨（标矿）；

粗钢产量 10.0亿吨，增长 7.2%（图 3-5）。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5841.6万吨，增长 3.1%；

其中精炼铜 978.4 万吨，增长 10.2% ；电解铝 3504.4 万吨，减少 0.9%。主要有色金属

矿产品中，铜精矿产量 162.8 万吨，增长 4.1% ；铅精矿产量 123.1 万吨，下降 7.5% ；

锌精矿产量 280.6 万吨，下降 1.0%。黄金产量 500.4 吨（其中矿山金产量 380.2 吨），

下降 2.6% ；全国黄金消费量 1002.8 吨，增长 12.9%。

3. 非金属矿产

2019 年，磷矿石产量 9332.4 万吨（折含 P2O5 30%），较上年减少 3.1% ；平板玻璃

9.3 亿重量箱，增长 6.6% ；水泥 23.5 亿吨，增长 4.9%（图 3-6）。

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1. 完善矿产资源“三率”最低指标要求体系

为促进矿山企业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2020 年 1 月，发布《自然资源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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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全国铁矿石与粗钢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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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钾岩石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自然资源部

公告2020年第4号）。截至2020年上半年，自然资源部先后共发布了8批77个矿种（矿类）

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已成为编制、审核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

设计的主要依据。

2. 构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

在总结试点成果的基础上，起草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价办法（征求意

见稿）》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调

查范围、调查指标、评估标准等内容，构建了以“三率”为核心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

平调查评价指标体系、工作流程、技术方法和运行机制。

3. 更新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

2019 年 6 月，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

适用技术目录更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081 号），部署开展了矿产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更新工作。2019 年 12 月，经遴选，并与前六批

334 项技术进行综合论证，最终优选 360 项先进适用技术，形成《矿产资源节约和

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2019 版）》（自然资源部公告 2019 年第 60 号）。其中，

勘查技术 17 项，采矿技术 125 项，选矿技术 76 项，综合利用技术 106 项，自动化

信息化技术 3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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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山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

积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矿区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部署开展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大力开展绿

色勘查项目示范工作。各地通过规划、标准、政策的制定实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

设工作。

一、矿山生态修复

1.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矿山生态修复

2019 — 2020 年度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37 亿元，用于支持开展长江经济带、黄

河流域、京津冀周边及汾渭平原等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预期完

成治理任务 2.5 万公顷。

2. 探索利用市场化机制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印发《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 自然资规

〔2019〕6 号），统筹考虑矿山生态系统修复和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发展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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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促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

3. 完善矿山生态修复管理制度

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等部门规章。落实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改基金制度的改革要求，督促各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财政

等部门认真做好保证金返还工作，加快建立和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

4. 矿山生态恢复情况

根据遥感监测数据统计，2019 年全国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约 4.8 万公顷。其中，

在建和生产矿山新增恢复治理面积约 1.92 万公顷，占 40.05% ；废弃矿山新增恢复治理

面积约 2.88 万公顷，占 59.95%。

二、绿色勘查

1. 制定修订绿色勘查标准

在贵州和江西两省山地区、内蒙古沙漠区、黑龙江林地区、山东丘陵区、青海油

田高海拔生态脆弱区等不同自然环境区域开展实验验证，修订完善《绿色地质勘查工作

规范》、《地质勘查活动质量管理规范》等标准规范。

2. 开展绿色勘查项目示范

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勘查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19〕815 号），评选产生了首批 18 个具有一定示范效应的绿色勘查项目，宣传推广

地勘行业绿色发展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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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矿山建设

1. 开展年度绿色矿山遴选

2020 年 1 月，印发《自然资源部关于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分

公司等矿山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的公告》（2020 年第 3 号），在原国家级绿色矿山试

点单位工作基础上，经遴选将 953 家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其中，大型矿山 573 家，

占 60.2% ；中型矿山 292 家，占 30.7%。

2020 年 5 月，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度绿色矿山遴选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20〕839 号），部署开展 2020 年度绿色矿山遴选工作。推进绿色矿山第三方评估工

作规范化、标准化，印发《绿色矿山评价指标》和《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工作要求》，

统一绿色矿山评价指标标准。

2. 各地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各地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和措施，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陕西将“绿色矿山建设”

纳入《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广西、黑龙江等省（区）发布了绿

色矿山建设地方标准；浙江、山东等省出台第三方评估相关管理文件；青海、江西等省

在矿业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绿色矿山建设任务和责任；海南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采矿权延

续的要求。

按照政府组织、部门协作、企业主体、公众参与、共同推进的原则，发挥地方政

府积极性，落实企业责任，选择资源富集、管理创新能力强的地区，积极推进建设 50

个以上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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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产资源政策法规

2019 年以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起草了《矿产资源法（修订

草案）（送审稿）》。印发了《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对

建立和实施矿业权出让制度、优化石油天然气矿业权管理、改革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和管

理方式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

一、法律法规

1. 法律

（1）  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源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资源税按照《税目税率表》实行从价计征或者从量计征。

实行从价计征的，应纳税额按照应税资源产品（以下简称应税产品）的销售额乘以具体

适用税率计算。实行从量计征的，应纳税额按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乘以具体适用税率

计算。资源税法对免征或减征、不予减免资源税的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对水资

源税征税以及中外合作开采陆上、海上石油资源的企业，依法缴纳资源税作出了详细规

定和含义解释。

（2）  推进《矿产资源法》修订

自然资源部在总结近年来矿产资源管理实践经验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

《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并按照立法工作程序于 2020 年 2 月报送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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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草案送审稿从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出让、健全矿区生态修复机制、优化矿业营商环

境、构建符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技术特点的管理制度、明确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等方面提

出了制度建议。

2. 规章

2019 年以来，对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现行有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持续开展了全面

清理工作。印发了三批废止和修改部门规章的决定，向社会公布了三批废止或者失效的

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经清理，共废止了部门规章 13 件，修改 19 件；共废止或失

效规范性文件 170 件。

2020 年 5 月 27 日，发布《自然资源部关于公布第三批已废止或者失效的规范性文

件目录的公告》（自然资源部公告 2020 年第 34 号），公布了 18 件已废止或者失效的矿

产资源管理规范性文件目录。

二、矿产资源制度改革

印发了《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规〔2019〕 

7号）（简称《意见》）、《关于实施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招拍挂出让的通 

知》（自然资规〔2019〕5 号）（简称《通知》）。 

1.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意见》对建立和实施矿业权出让制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一是全面推进

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明确除协议出让外，对其他矿业权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

竞争出让。二是严格控制协议出让，稀土、放射性矿产勘查开采项目或国务院批准的

重点建设项目，可以协议方式向特定主体出让；已设采矿权深部或上部的同类矿产（《矿

产资源分类细目》的类别，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除外），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

一步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可以协议方式向同一主体出让探矿权、采矿权。三是积极

推进“净矿”出让，开展砂石土等直接出让采矿权的“净矿”出让，积极推进其他矿种

的“净矿”出让。四是实行同一矿种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登记同级管理，自然资源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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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类天然气等 14 种重要战略性矿产的矿业权出让、登记。五是规范财政出资地

质勘查工作。六是调整探矿权期限，以出让方式设立的探矿权首次登记期限延长至 5年，

每次延续时间为 5 年，探矿权申请延续登记时应扣减首设面积的 25%。

2. 油气勘查开采管理改革

《意见》对优化石油天然气矿业权管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一是放开油气

勘查开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净资产不低于 3 亿元人民币的内外资公司，

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油气矿业权。二是油气矿业权实行探采合一制度。油气探矿权人

发现可供开采的油气资源的，在报告有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后即可进行开采。

进行开采的油气矿产资源探矿权人应当在 5 年内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采矿权

登记。

3. 实施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

《通知》对精简、优化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出让环节和办事流程作出规定，全

面实施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严格执行“净矿”

出让制度，“两权”招拍挂出让应当委托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竞得者到省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两权”登记。

三、矿产资源税费

1. 资源税

2019 年全国资源税收入总额 1822 亿元，较上年增长 11.8%，占国家税收总额的

1.2%。

2. 专项收入

2019 年全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977.54 亿元。其中：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

941.46 亿元；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占用费）36.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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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矿产资源管理

全面落实《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启动新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研究起草地质

勘查行业相关监督管理办法，实施新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优化矿业权申报，完

善古生物化石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管理水平。

一、矿产资源规划管理

1. 完成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和商务部开展《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 — 2020 年）》实施情况评估。结果表明，规划

实施以来，地质找矿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内资源供应基本保持稳定，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持续提高，矿业国际合作初见成效，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2. 全面启动新一轮规划编制工作

2019年 7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

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43 号）。2020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建立全国矿产资源规

划（2021 — 2025 年）编制工作协调机制，全面部署启动新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

3. 加强对地方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指导

2020 年 4 月，自然资源部制定《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市县级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明确地方各级规划编制技术要求。7 月，召开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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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培训视频会，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准确把握新一轮矿产资源

规划编制工作重点，强化资源安全保障和支撑作用。

二、地质勘查管理

1. 开展地勘行业基本情况统计工作

修订完善地质勘查行业统计调查指标，及时完成数据填报、审核汇总、通报编制

等工作，印发了《2019 年度全国地质勘查行业情况通报》。

2019 年，全国共有地质勘查单位（以下简称“地勘单位”）2397 家。其中，中央

管理地勘单位 225 家，含事业单位 138 家，企业 87 家；属地化管理的地勘单位 1062

家，含事业单位 698 家，企业 364 家；其他地勘单位 1110 家，含事业单位 110 家，企

业 1000 家。基本情况如下：

人员情况。2019年，全国地勘单位在职职工 41.43万人，较上年增加 5.37%。其中，

工程勘察与施工人员 7.46 万人，较上年增加 17.67% ；地质勘查人员 16.42 万人，较上

年减少 16.27% ；矿产开发人员 1.61 万人，较上年减少 12.97%。

行业发展情况。2008 年地质勘查业收入为 420.61 亿元，2011 年达到 806.97 亿元，

之后呈下降趋势，2019 年为 471.58 亿元。地质勘查工作克服投入持续下降压力，积极

探索产业转型，拓展服务领域，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支撑自然

资源管理中取得积极成效。

图6-1  全国地勘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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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监管，优化完善地勘市场环境

不断健全完善地质勘查行业监管制度，优化地勘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构建完善全

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服务平台，研究起草《地质勘查活动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探

索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系，通过地质勘查活动及单位信用信息公示，建立联合惩

戒机制，构建地勘单位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

三、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1. 颁布实施新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

2020 年 5 月 1 日，新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GB/T 17766 — 2020）和油气

分类标准（GB/T 19492 — 2020）正式实施。固体矿产分为资源量和储量两类，资源量

分为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探明资源量三级，储量分为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两级；

油气矿产分为资源量和地质储量两类，地质储量分为预测地质储量、控制地质储量和探

明地质储量三级。

2.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情况

2019 年，全国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3063 份，较上年增加 24.9% ；其中，油

气 194份，增加 40.6%；非油气矿产 2869份，增加 24%。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43份，

增加 7%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2820 份，增加 26.7%。2019 年评审备案的矿产中，

报告数量位居前五位的矿种依次是煤（798 份，占 26.1%）、铁矿（347 份，占 11.3%）、

金矿（275 份，占 9%）、石油（147 份，占 4.8%）、地热（141 份，占 4.6%）。非油气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报告中，勘查报告 866 份，占 30.2% ；储量核实报告 1570 份，

占 54.7%；压覆报告 204份，占 7.1%；闭坑报告 138份，占 4.8%；生产地质报告 51份，

占 1.85% ；其他类型报告 40 份，占 1.4%。

3. 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

2020 年 5 月 19 日，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若干

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6 号），规范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范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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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转采矿权及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油气矿产在探采期间探明地质储量、其他矿

产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变化量超过 30% 或达到中型规模以

上），以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申请评审备案。

6 月 2 日，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966 号），进一步明确评审机构、评审专家、行政主管部门

的职责和工作范围。

简化储量评审工作流程。疫情期间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材料的报送方式调整为

邮寄、快递或电子邮件方式，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方式由会议评审调整为函审、会议

复核调整为书面复核。对疫情期间评审备案申请或补充材料的办理时限予以合理延长，

尽可能减少疫情期间人员接触，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4. 优化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审批服务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

审批服务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710 号），要求从全面开展特定区域调查评估、

做好取消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后的工作衔接、建立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服

务系统、开通互联网远程报批渠道等四方面优化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服务。

5. 做好新分类标准下的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工作

修订《矿产资源统计管理办法》。同时，为推进新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执行，

做好新老分类标准矿产资源储量数据衔接，夯实矿产资源家底，印发《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

1370 号），全面部署开展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

四、矿业权管理

1. 矿业权设置情况

截至 2019年底，全国共有探矿权 12294个，勘查面积 315.2万平方千米，同比分别

下降 26.1%、6.4%。采矿权 39799个，矿区面积 25.5万平方千米，分别下降 1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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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新立探矿权 527个，勘查面积 14429平方千米；新立采矿权 1649个，

矿区面积 5235.48 平方千米。

2. 优化矿业权申报

2020 年 4 月，发布了修改后的矿业权审批登记服务指南，精简了地质资料汇交凭

证、有关主管部门的项目核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批复文件等 8 项材料。

矿业权申请实行远程申报。自 2020年 3月 1日起，对由自然资源部登记的矿业权，

申请人通过远程申报系统提交申请资料（含补正资料）的电子文档，纸质文档在领取审

批结果时提交。

3. 加强矿业权登记信息管理和服务

2020 年 6 月 16 日，印发《矿业权登记信息管理办法》，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编码及矿业权登记信息系统数字证书管理，明确全国勘查许可证号、采矿许可证号

实行统一编码制度。2019 年共发布矿业权出让登记等公开信息 35567 项。其中，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公告 1298项，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1139项，协议出让公示 166项，

转让公示 856 项，新立矿业权受理公开 788 项，矿业权审批结果公开 31320 项。

五、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

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审批核查事项施行网上办理的公告》

（2019 年第 62 号），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起，对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发掘和进出境审批

核查事项施行网上申报、网上办理。为落实国务院取消收藏单位之间转让、交换、赠与

其收藏的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审批的决定，完成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和《古生物化

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相关条款的修改，组织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修订前期研究。

同时，结合《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修订需求，继续开展我国古生物化石管理政策研究，

初步形成古生物化石进出境管理制度改革思路，严格规范古生物化石发掘和进出境审批，

共审批化石发掘 1项、审批化石进出境 4项、鉴定化石 325件；参与公安、海关等部门

查获涉案化石的鉴定工作 10次，鉴定标本 249件；开展境外科学家在我国境内采集的涉

嫌含化石的岩石标本鉴定 1次，鉴定标本 9件；开展古生物化石产地保护规划评审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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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进一步提高，公益性油气资源调查取得新突破。全国重点

成矿区带、整装勘查区、重要矿集区、大型资源基地矿产调查评价取得新进展。

一、基础地质调查

2019 年，中央财政资金完成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4.56 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面

积 429.22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44.63%。完成 1∶5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2.21

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面积 279.05 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28.93%。完成 1∶5

万重力测量 0.84 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 32.12 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3.29%。

完成 1∶5 万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 0.15 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面积 114.97 万平方千米，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1.92%。完成航磁调查 16.3 万测线千米。

二、矿产调查评价

1. 油气资源调查评价

2019 年，公益性油气资源调查完成二维地震 2181 千米，非震物探 3632 千米，地

质调查井 48 口，参数井 11 口。

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新疆准南新吉参 1 井在芦草沟组获日产 1.8 万立方米、克

拉玛依组日产 1.08 万立方米工业气流。塔里木盆新苏地 1 井见到多层油气显示，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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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柯坪塔格组经压裂试气成功。南华北豫济地 1 井在石炭－二叠系、寒武系发现三套含

油气层段。

非常规油气调查评价。松辽盆地陆相页岩油调查的 3 口参数井在青山口组一段泥页

岩压裂后均获得日产超 10立方米工业油流。长江经济带下游皖南地区、中游湘中地区、

上游云南宁蒗和大关等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取得新进展。川南宜宾地区川高参 2 井煤层

气调查获最高日产 3787 立方米工业气流。

完成了“十三五”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系统评价了常规油气、致密油气、页岩油气

等 10 种资源类型，渤海湾、鄂尔多斯、塔里木等 129 个盆地（地区）的潜在油气资源。

2. 地热资源调查评价

在雄安新区施工深部地热钻井 9 口，完成容东片区地热资源勘查评价，开展雄安

新区全区采灌均衡条件下地热资源量和开发利用潜力评价。在青海共和盆地成功完成国

内第一口 4000 米深干热岩试验开发井。

3.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和监测

在乌蒙山区、罗霄山区、西南岩溶石山地区和西北生态脆弱区，开展 1∶5 万水文

地质调查 2.6 万平方千米，1∶25 万水文地质调查 12.6 万平方千米。扶贫找水打井共完

成探采结合井 236 眼。其中在赣南成井 146 口，总涌水量每天超过 2.1 万吨，直接解决

103 处缺水村组 7.1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为 10 处集中供水点提供补充水源，可惠及

12.1 万人。

按流域开展全国主要平原盆地地下水统测工作，覆盖范围 370 万平方千米，统测

井点数 5.6 万个，其中机民井点数 3.6 万个，有效提高三江平原、华北平原等地下水开

采区的监测精度。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整体竣工。历时 4 年，建设完成 10171 个监测站点。每年产

生 8900余万条水位水温数据，水质测试指标从 35项扩展到 97项，工程总体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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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矿产地质调查评价

2019 年，完成 1∶5 万矿产地质调查 3.5 万平方千米，圈定找矿靶区 100 余处。首

次在滇西南兰坪－思茅盆地钻获原始沉积成因的厚层海相含钾石盐层，拓展了该区钾盐

找矿方向和空间。四川会理 - 会东矿集区红泥坡南部深覆盖区钻获 3 层铜矿体和 8 层铜

矿化体，累计厚度达 41 米。川西马尔康外围加达矿区新发现大型锂辉石矿。阿尔金成

矿带西段初步圈定 2 处含锂（铍）伟晶岩脉群和 3 条萤石矿带。

截至 2019年底，中国已开展 32种非油气固体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其中铍矿、钛矿、

钴矿和锆矿 4 种为最新完成。

三、海洋地质调查

1.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

继续开展我国管辖海域 1∶25 万和 1∶5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在东海和南海，实

施 3 个重点海域 1∶25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和航空物探调查，获取了重要实测地质资料

并形成新认识。在黄海和南海，开展 2 个重点海域 1∶5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服务重

大工程建设。开展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近海海砂资源调查。

2.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进展

持续推进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先导试验区建设，刻画了天然气

水合物矿体空间展布特征，优选确定了第二轮试采目标矿体和井位，攻克形成以水平井

为核心的试采关键技术装备。2020 年 3 月第二轮试采成功并取得新的突破。在南海北

部重点海域，圈定了 5 个重点目标区，钻探发现累计厚度约 10 米的砂质天然气水合物

储层，丰富了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类型。在珠江口盆地东部等重点海域圈定了 5 个成

矿有利区带，进一步拓展了天然气水合物找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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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域油气资源调查

继续开展我国管辖海域新区、新层系油气资源调查。进一步评价南海东北部重点

区域中生界油气资源潜力，落实了 3 个钻探目标，提出并论证建议井位 3 口。落实了

东海南部中生界 3 个重点构造，初步提出建议井位 2 口。初步落实南海重点盆地 20

个局部构造，圈定 2 个油气远景区。圈定了崂山隆起高石稳定带西部 2 个北西向有利

构造带。

4. 大洋地质调查

圈定出重点调查区稀土成矿富集区和富钴型多金属结核富集区。圆满完成中巴联合

海洋地质调查，在油气、天然气水合物、基础地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实施首个大

规模深海探测共享航次，完成冷泉系统调查研究、国产大型设备规范化海试、自主研

发深海探测仪器试验性应用等 20 多项任务。完成大洋 55 航次科考任务，首次实现水下

视像智能拼接，优化了原位声学测厚系统、深海浅钻等关键装备性能。深海科学钻探

选址研究、海底地球化学填图试点取得阶段成果，为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提出做好前期

储备。

专栏 7-1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取得新突破

2020年2月17日—3月30日，在水深1225米的南海神狐海域首次利用水平井

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连续产气42天，累计产气总量149.86万立方

米、日均产气量3.57万立方米，攻克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技术装备等世界性

难题，创造了产气总量、日均产气量两项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从“探索性试

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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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

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累计成果地质资料达 56.79 万种、原始地质资料共 3.89 万

种。地质资料网站服务浏览量达 543.23 万人次。共接待到馆用户 2.34 万人次，提供服

务利用 495.56万件次。“地质云 2019版”上线应用，“地质云”注册用户数达到 3.6万人，

全年访问量达到 385 万次，数据产品下载 110.2 万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资料服务不

间断。

一、地质资料管理制度

2019 年，印发《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油气地质资料补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函

〔2019〕123 号）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油气地质资料补交工作技术要求〉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345 号）。按照文件要求，全国地质资料馆、自然资源实

物地质资料中心和各油气公司共同研制补交油气地质资料接收验收、目录审核、凭证发

放等工作规则，完成油气地质资料委托管理系统升级完善，建立协商工作机制，推进

油气地质资料补交工作顺利开展。

2020 年，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地质资料汇交管理的通知》（自

然资办函〔2020〕791 号），进一步完善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制度，推进建立地质资料汇

交诚信体系。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启用地质资料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0〕717 号），加快推进“互联网 + 地质资料”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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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质资料管理效能与服务水平。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岩心数字化

与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907 号），提高岩心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工

作水平，努力构建全国统筹、有效汇集、高度共享的岩心大数据共享服务格局。

二、地质资料馆藏

1. 成果和原始地质资料 

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共接收成果地质资料 2.76 万种、原始地质资料 0.86 万

种。截至 2019年底，累计成果地质资料总量共 56.79万种、原始地质资料共 3.89万种。

受托单位共接收原始地质资料 36.82 万件，累计保管原始地质资料 126.59 万件。

2. 实物地质资料

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新增保管岩心 47.26 万米、标本 2.87 万块，岩屑 4.17

万袋、光薄片 4.78 万片、样品 171.51 万袋 / 瓶。截至 2019 年底，累计共保存岩心

202.53万米，标本11.89万块，岩屑18.19万袋、光薄片22.49万片、样品409.58万袋 /瓶。

受托单位共接收岩心 9.26 万米、岩屑 333.55 万袋等实物地质资料，累计委托保管岩心

33.51 万米、岩屑 874.3 万袋。

三、地质资料服务

1. 馆藏服务

全国地质资料馆、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积极开展专题服务、到馆服务与网络服务。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地质资料

网络服务量保持平稳，地质资料网站服务浏览量达 543.23万人次。共接待到馆用户 2.34

万人次，提供服务利用 495.56 万件次。

2019年，全国地质资料馆为 338家单位提供地质资料服务，共计提供 3.67万份次、

74.91 万件次地质资料服务（阅览、加工处理）。资料复制加工处理 1.69 万份次、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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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次，其中复制加工文字报告 224 万页和地质图件 8.7 万幅（按折合成 20 万标准图

幅计算），数据服务量 1.36TB。全国地质资料馆网站点击量 2398.5 万次（其中资料数据

检索 1211.6 万次），访问量达 409.6 万人次（其中开展资料数据检索 86.3 万人次）；网

站 API 调用访问量为 800 万次。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及网上客服接待阅者 1.33 万人次。

接待国内外团体现场参观与技术交流 12 批次，合计 227 人次。

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共提供参观、调研、实习、观察、取样等接待服务

3666 人次。为常规 - 非常规油气资源、深部地热、古生物、古环境以及地球化学分析

等多领域科学研究提供取样服务，利用岩心 30058.66 米，取样 2248 件。中国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网网站访问量 13.2 万人次。制作《松科二井岩心认知之旅（VR 视频）》等科

普产品，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普研习和传播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地质资料馆和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最大限度为用

户提供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疫情期间，用户可登录全国地质资料馆网站（www.

ngac.cn）提交地质资料索取申请，全国地质资料馆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向阅

者提供咨询服务，以代填加工单、代邮递、在线传递等方式开展资料无接触服务。自

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在严格做好观察取样申请审批基础上，采用远程视频方式，与

取样申请人进行线上对接，仅耗时数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取样工作。

2.“地质云”线上服务

“地质云 2019 版”正式发布并提供线上服务。“地质云”节点体系进一步完善，包

含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 29 家单位和地质云·山东、陕西等 11 家行业单位。464 个地质

调查项目全部实现地质调查“在线化”模式，智能调查、智能识别、智能搜索等“智能化”

应用示范取得初步成效；更新维护了 96 个国家核心地质数据库，新增上线了 7000 余个

资源环境权威信息产品、90 万件成果地质资料、10 万个重要钻孔数据、8 万米重要岩

心图像数据、1.5 万册地学文献等；上线了十余个重要地质调查应用系统与专题服务。

首次在线发布了完整的全国 1∶20万、1∶25万地质图 1264幅；开发了地质志、矿产志、

基础地质图件等权威地质信息系列产品。

2019 年，“地质云”注册用户数达到 3.6 万人，全年访问量达到 385 万次，数据产

品下载 110.2 万次。与上年同期相比，浏览量增长 9.4 倍，下载量增长 12.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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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

2019 年，矿产资源领域研究成果显著，两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申请多项

发明专利，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推进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建

设多个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推进地质矿产的标准化工作，为地质矿产行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一、矿产资源领域重要科技进展

1. 主要进展

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与试采取得重要进展，为第二轮试采实施做好了理论与技术准

备。松辽盆地页岩油富集规律取得新认识，建立了目标优选综合评价体系。长江经济

带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基本完成。新疆博格达山前带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拓展了准噶尔

盆地天然气勘探开发前景。

二连盆地陆海地区砂岩型铀矿调查提出了“构造 -油水界面 -古河谷控矿”新模式。

中国大型锂矿成矿新机制与找矿新突破，为寻找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稀有稀土金属找

矿打开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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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首套深海井口吸力锚技术装备成功应用。国内首套小

型化高精度 ZAG-E 型冷原子绝对重力仪在地震监测与预报、地壳运动研究、地球物理

测量等领域得到应用。

2. 重要成果

中国海域 1∶100 万区域地质调查系统性成果集成与洋陆汇聚带地质理论创新，推

动了西太平洋边缘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

新发现的七种矿物获国际认可，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矿物学领域的影响力。“碰撞型

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获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超慢速扩张洋中脊热液硫化

物发现与探测关键技术创新”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 重大项目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的通知》（国发〔2016〕43号），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 2030  - 地球深部探测重大项目立项实施。推动构建地球深部探测技

术装备体系，系统开展我国大陆深部结构与物质组成探测，强化对深部地质体识别能

力，创新深地科学与深地动力学，摸清深部资源家底，突破地热发电技术，构建万米

深度能源资源供给与储备空间。

二、矿产资源领域技术标准

围绕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改革，发布实施了《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等国家标准，《固

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规范》等行业标准。此外，在地质矿产其他领域还发布了《铜矿石、

铅矿石和锌矿石化学分析方法》等国家标准和《海洋地质取样技术规程》等行业标准。

在国家标准中，《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是我国矿产资

源管理的基础性、纲领性技术标准。《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规定了固体矿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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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勘查的基本原则、勘查目的及勘查阶段、勘查研究内容、勘查工作程度、绿色勘查、

勘查工作及其质量、可行性评价、资源储量类型条件、资源储量估算等要求，用于指

导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技术要求和相关规范、规程的编制，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工

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平台

2019 年，按照不同学科领域分 3 批，对原有的 97 个重点实验室和 39 个工程技术

创新中心进行了专家评估和优化调整，形成了 77 个重点实验室和 36 个工程技术创新中

心名单。矿产资源领域共有 22 个科技创新平台进入名单序列，其中重点实验室 16 个、

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6 个。

科技创新平台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盐湖资源与环境、

天然气水合物、海底矿产资源、岩浆作用与找矿等学科理论研究；在应用基础研究与技

术研发方面，重点加强页岩气资源勘查、资源勘查与综合利用、“三稀”矿产、天然气

水合物勘查开发、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等方向的创新与应用。

四、矿产资源领域知识产权

2019 年矿产资源领域登记专利 236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44 项。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大尺寸主井眼多分支井有限控砂开采技术克服了浅层水合物储层

不适宜进行压裂改造的“先天性”弱点，解决了我国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储层渗透率

极低与地层综合强度低、出砂趋势严重之间的矛盾。该项技术获国际 PCT 专利（特许

第 6542995 号）。

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天然气水合物环境模拟装置能够全方位模拟天然气水合物开

发，可用于研究减压和热采条件下水合物地层中的水气运移及水合物储层的产气量。



38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2 0

第十章 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

全面推动地质矿产领域双边与多边合作，通过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 - 东盟矿

业合作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与有关国家在矿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一、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

1. 双边合作

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积极推动与阿根廷、乌拉圭、巴

西、智利、苏里南、哈萨克斯坦、蒙古、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

莫桑比克、坦桑尼亚、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在地质矿产领域的务实合作，进

一步促进在地学研究、地质调查、矿产资源管理、矿山环境保护、矿业投资等方面的

合作关系。

与国外地质调查机构达成多项合作。与阿根廷、乌拉圭签署了部际合作谅解备忘

录，与坦桑尼亚、波兰、挪威、蒙古、塞尔维亚、厄立特里亚、科特迪瓦、秘鲁、缅

甸、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地质调查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与俄罗斯、

波兰、泰国等国有关机构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在基础地质调查、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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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探测、海洋地质、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干热岩、地质灾害、岩溶环境、地下

水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开展了技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2. 多边合作

配合 2019 年“澜湄周”活动，举办了第二届澜湄国家地学合作论坛，展示了我国

与澜湄国家的地学合作成果，凝聚了合作共识。赴智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矿业周活动，

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下的矿业合作。参加第 12 届东盟 +3 矿业高官磋商会，规

划部署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质矿产领域合作事项。

参加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CCOP）第 55 届年会及第 72 和 73 届指导

委员会会议，参与制定 CCOP 工作计划。参加第 8 届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

员会会议，提出由我国牵头筹建“全球地质科学大数据工作组”的倡议。参加全球地球

观测组织（GEO）2019 年会议周，参与制定 GEO2020 — 2022 年工作计划，明确 2020

年我国作为 GEO 轮值主席国的各项战略执行计划。参加国际地科联（ IUGS）第 73 次

执委会会议，推进“深时数字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在解决全球重大地球科学问题等

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二、对外开放与合作

1.“一带一路”地质矿产国际合作新进展

为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向卢旺达、尼泊尔、赞比亚、

利比里亚等 4 个国家提供了地质调查技术援助。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地学合作和国际矿业投资。同蒙古、缅甸、老挝等 7 个国家

合作开展了中大比例尺地质地球化学调查，完成面积 55000 平方千米，综合圈定各类找

矿远景区、靶区 124 处。同乌兹别克斯坦等 4 国在“国际地学合作与矿业投资论坛”上

联合推介项目 4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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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业国际合作

充分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全球尺度地球化学研究中心的平

台作用，推进实施“化学地球”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新增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网面积

334 万平方千米，建立全球 29% 陆地面积的全球地球化学基准值。制订《国际地球

化学填图技术指南》并被全球地球化学基准委员会采纳作为国际标准。编制了《岩溶

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岩溶与洞穴术语》、《岩溶塌陷调查规范（1∶50000）》和《岩

溶地球 1∶5 万水文地质环境调查数据库标准》等岩溶国际标准，支撑岩溶国际标准

化建设。编制了全球岩溶地质环境系列专题图，掌握了“一带一路”岩溶地质类型、

分布及环境特征。

3. 对外地质矿产培训班

承办 8 期国内培训班和 4 期海外培训班，累计培训了来自亚非拉和中东欧 2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17 位地质矿产官员和技术人员，展示了我国地质调查和矿产管理的技术与

水平，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为未来双边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三、国际矿业合作平台

1. 2019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举办了 2019（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共有 54 个国家和地区派团来华参

会参展，国内外 1000 多家矿业企业、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代表出席大会，参会人数

共计 8500余人。大会以“高质量发展，为了全球矿业共同未来”为主题，以“一带一路”

矿业国际产能合作为切入点，加强与世界主要矿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会议期间，自

然资源部与阿根廷、蒙古、苏丹、马里等国矿业主管部门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双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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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矿业企业进行政策引导和支持等方

面深入交换了意见。

2. 2019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

举办了 2019（第十届）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展示会。自然资源部、广

西壮族自治区领导以及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矿业主管部门的领

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论坛以“深化矿业互利合作，促进经济共赢发展”为主题，举办

中国 - 东盟地调局长圆桌会议、矿业项目签约 - 推介 - 洽谈会、矿业新技术、矿山机

械展览等 20 余项活动，共签约 12 个矿业合作项目，合同金额 52.88 亿元。

3. 第二届“澜湄周”地学系列活动

举办了第二届澜湄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以“加强地学合作，促进绿色发展”为主题，

充分交流各国地学发展现状及未来需求，并签署了《中缅地学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 

“环境地质调查合作与编图”和“钾盐沉积学和地球化学对比的合作研究”2 个项目合作

协议。同时举办了自然资源信息共享、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等研修班以及地学信息、水

资源等分论坛。

4.“一带一路”国际地学合作与矿业投资论坛

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地学合作与矿业投资论坛。来自 23 个国家地矿机构的领

导和科研人员出席论坛。围绕“推动地学高水平合作，助力矿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提出了有关倡议。论坛期间举行了“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

中心武汉学院”揭牌仪式和“上海合作组织地质青年实践交流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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