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刘积福，胡宪主编．—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１８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３９０－４４４５－３

Ⅰ①江…　Ⅱ①刘…②胡…　Ⅲ①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江西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Ⅳ①Ｆ４２６．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１）第１５８４７０号

国际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地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ｋｊｃｂｓ．ｃｏｍ
选题序号：ＺＫ２０１１０３１
图书代码：Ｂ１１０３４－１０１

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责任编辑：孙开彦　

出版

发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蓼洲街２号附１号
邮编：３３０００９　电话：（０７９１）６６２３４９１　６６３９３４２（传真）

印刷　江西山水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８８９ｍｍ×１１９４ｍｍ　１／１６
字数　１０．７５千字
印张　１０．８
印数　５００册
版次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版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次印刷
书号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３９０－３５５２－９
定价　１２８．００元

（赣科版图书凡属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书书书

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编　 委　会

　主　编：刘积福　胡　宪

　副主编：刘定明　吕细保　张圣泽

　顾　问：鞠建华　杨明桂　史忠良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庆胜　卫　东　马振兴　王　斌　王承瑞　韦星林

尹国胜　左银保　龙　勤　叶柏青　匡　猛　刘文民

杨贵平　杨逸仙　李洪昌　李桂珍　李善乐　何　钧

余　钢　余志庆　张志殿　张春晓　邵先国　陈祥云

罗小明　周国员　怘禄荣　项尝培　赵中干　侯克常

殷　勤　郭新平　唐春花　崔国华　巢志众　蒋玉珍

赖亮光　熊亚民　戴民主

　编　辑：唐春花　何伟相　梅丽辉　余小军



序

江西省成矿地质条件得天独厚，大自然不仅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环

境，同时为我们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

江西省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历史悠久。通过数代地质工作

者和工业建设者的不懈探索与辛勤奋斗，不仅发现与建设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

矿山，形成了一批矿业城市，而且还创造了“瓷都”、“钨都”、“铜都”、“金山”、

“稀土之乡”等具有世界特色的矿业文明，使江西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有色金属、

稀有稀土金属等矿产资源的重要基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

贡献，矿业已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首轮矿产资源规划实施以来，我省矿产资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一轮

矿产资源规划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期。矿产资源市场需求强劲，重要矿产消费增长大于生产增长和储

量增长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资源供需矛盾仍将突出，矿产资源领域面临新的

挑战和新的机遇。

面对矿业发展的新形势，我们一定要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把

保护资源放在首位的方针。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统一，实现矿业的可持续

发展。

在新形势下编制完成的新一轮《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系列成果，内容

丰富，为我省矿产资源领域勾勒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是我省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

的重要依据，是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宏观调控的基本手

段。

我相信，在新一轮规划指导下，我省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工作将形成“管



理有规、矿权有序、开发有责、调控有效、监督有力”的新局面。通过新一轮规划

的实施，一定能实现我省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一定能推动我省矿业的科学发

展，矿产资源宏观调控能力和矿政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

构及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矿山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力度得到加强，资源开发

带来的环境破坏进一步减少，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我们将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自然

规律，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认真落实矿产资源规划

的目标任务，把我省矿产资源领域的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促进江西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为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为序。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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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民政府文件
赣府发［２０１０］４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以下简称《规划》）

已经国土资源部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一、充分认识《规划》实施的重要意义。《规划》是依法保护、合理

利用和科学管理矿产资源的重要依据，对加强地质工作，科学发展矿

业经济，实现江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地各部门务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的方针，按照统筹规划、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依法保护的原



则，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和布局，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和矿区土地复垦，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产资源领域

循环经济发展，推进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快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机制，提高资源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二、加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开展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

远景调查，加强煤炭、铁、铜、钨等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加大大中型危机

矿山深部和外围勘查力度，提高矿产资源保障程度。提高基础性、公

益性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拓展和延伸地质勘查服务领域，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基础信息服务。严格监督管理，改善矿业投资环境，构建地

质勘查新机制，鼓励和引导商业性矿产勘查，提高重要矿产供应能力。

三、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宏观调控。加强铁、铜、铅、锌、岩金等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序开采煤炭资源。限制开采钼、萤石、河道砂

矿。对钨、锡、锑、稀土等实行规划调控，限制开采。严格执行年度开

采总量控制指标。禁止开采可耕地砖瓦用粘土，加大对露天采石取土

限制力度。严格按照开采规划分区和准入条件，调整优化勘查开发利

用布局。严格执行最低开采规模制度，提高集约化水平。持续推进科

技进步，严格规范管理，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

利用率。

四、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

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加强治理监督管理，督促采矿权人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义务。



严格执行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积极实施矿山环境治

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工程，强化对矿山环境状况的监测预报，建立健全

矿山地质灾害监测管理体系，有效防治地质灾害，减少矿业活动对环

境的影响和破坏。

五、做好《规划》组织实施。各地要在《规划》的指导下，抓紧组织

编制市县两级矿产资源规划，并按规定报批。要认真落实《规划》提出

的各项任务和措施，并将《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主要指标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编制重要矿区矿产资源规划，明确勘查开采规

模、数量、时序和空间布局。依据《规划》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

查和开发利用活动，对不符合规划的项目，不得批准立项，不得审批，

不得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不得批准用地。要加大《规划》宣

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珍惜和保护矿产资源的意识。各级国土资源

部门要会同同级发改委、地矿、监察、公安、环保、安监等部门加强对矿

产资源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江西省人民政府　　　

二 Ο一 Ο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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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第一章　总　则

为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及保护利用的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指导矿业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及其实施细则、《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江西省矿产资源开采管理条

例》、《江西省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管理条例》、《江西省采石取土管理办法》、《江西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有关法规与规划，编制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以下简称“《规划》”）。

矿产资源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

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重要依据，是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加

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规划》是编制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专

项规划和矿区规划的重要依据。

本《规划》在首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实施基础上，以２００７年为基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为规

划期，展望到２０２０年。

《规划》适用于本省所辖行政区域。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的指导方针，以“多找矿、用好矿、管好矿”为主线，加强地质工作，争取地质找矿

实现重大突破。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矿产资源对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

力。合理开发、集约利用矿产资源，科学发展矿业，促进江西崛起新跨越。强化矿产资源管

理，维护勘查、开采秩序，保护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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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利于促进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统筹全省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与保护，发挥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加强地质勘查，科学发展矿业。

２．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

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综合勘查、综合开采、综合利用，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水平，在注重矿

产资源开发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矿山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矿业，促进矿产资源领域循环经

济发展。

３．坚持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兼顾各种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保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

切实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宏观调控，规范矿产资源管理，促进矿产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

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４．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矿业权市场和矿业资本市场，利用

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建立健全矿业市场制度和矿业权准入与退出机制，规范和

完善矿业权管理。

５．坚持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依靠科

技进步，发展矿产品精深加工，发展高新产业。

６．加强国内外矿产资源领域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鼓励和引导省内

企业积极参与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国际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提高我省矿产资

源供应保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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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产资源现状与形势

一、矿产资源现状

（一）矿产资源基本特点。

我省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稀土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截至

２００７年年底，已发现各种有用矿产１８３种（以亚种计），矿产地５０００余处，其中探明资源储

量的１２４种，已列入矿产资源储量表的１１９种，矿产地１４７６处。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较大

影响的４５种主要矿产中，我省有３６种，其中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铜、钽、重稀土、

铀、钍、铷、伴生硫、化工用白云岩、麦饭石、黑滑石等１０种，第二位的有钨、铋、银、铌、铯、碲

等８种，第三位的有金、铍、锂、化肥用及制灰用灰岩、玻璃用砂及玻璃用砂岩、海泡石粘土等

１２种。矿产资源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１．矿产种类丰富，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稀土金属矿产资源优势明显。主要矿产资源

保有资源储量：铜占全国总量的 １７９１％；黑钨矿（ＷＯ３）占全国总量的 ３９６２％；重稀土

（ＲＥ２Ｏ３）占全国总量的 ７２０７％；金占全国总量的 ８２３％；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２２５％；钽

（Ｔａ２Ｏ５）占全国总量的４２７３％；铀（金属量）占全国总量的３０％。

２．主要矿产资源相对分区集中产出，有利于规划布局和规模开发。赣东有铜、金、银、铅

锌、铀、钽铌、磷、滑石、膨润土、石膏、化肥用蛇纹石、煤、高岭土、水泥用灰岩等；赣南有钨（黑

钨矿）、锡、铋、稀土、萤石等；赣西有煤、铁、钽铌、岩盐、粉石英、硅灰石、含锂瓷石、高岭土等；

赣北有铜、钨（白钨矿）、铅锌、金、硫、锑、钼、石煤、水泥用灰岩、饰面板材等。为我省铜、钨、

稀土产业等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３．有色金属矿床中共伴生有用矿产多，综合利用价值高。铜矿中共伴生的矿种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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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硫、镓、铟、硒、碲、砷、钴、铁、铅、锌等１２种，钨矿中共伴生的矿种有锡、铋、钼、铍、钽、铌、

稀土等７种，铌钽矿中共伴生的矿种有锂、铷、铯、高岭土、云母、长石等６种。

４．地热、矿泉水分布广，开发利用潜力大。

５．大宗用量的矿产资源不足或短缺。石油、天然气、铬铁矿、锰矿、钾盐、铝土矿短缺；

煤、富铁矿、富磷矿不足，将主要依靠外购或进口来解决。

６．贫矿多，富矿少。铁矿资源储量的９５２０％为需选矿石，全铁平均品位低于３０％的矿

石占资源储量总量的７１７２％；铜平均品位低于１％的占资源储量的８７１４％。

（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及勘查概况。

１．基础地质研究程度不断提高，地质找矿取得新进展。首轮规划实施以来，开展基础

性、公益性地质矿产调查与勘查项目９８项，总投资２８３６７万元。新发现矿产地１５６处，新增

一批矿产资源储量。

２．商业性矿产勘查得到快速发展，截止２００７年年底，共设置探矿权１６４９处，商业性矿

产资源勘查投资规模不断增长，其中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投资增长尤为迅速，两年投资总额达

２６０３８５万元。发现并勘查了铜、铅、锌、银、钨、煤、铁、水泥用灰岩等一批重要矿产资源。

３．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国际合作初见成效。矿产资源勘查已拓展到非洲、中东、南美、澳

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组建了合作公司和风险勘查企业，取得了一批探矿权和采矿权，

开展了煤、铅、锌、金、银、铀等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１．矿业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矿山企业６３６４家，年采选矿石２２亿吨，从业人员

２８１０万人。规模以上矿产冶炼加工企业１８０８家，全省规模以上矿业企业及其延伸产业总

产值３５４７３８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５７２７％；工业增加值９２１７１亿元，占全省工业增

加值的５０５８％；利税总额３５１６９亿元，占全省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５７８５％。矿业为我省

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主要矿产品产量不断增长。

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全省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盐业六大矿业体系拥有

各类规模以上矿产冶炼加工企业１３４９家，２００７年年底全省主要矿产品冶炼加工产能产量

较２０００年有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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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江西省主要矿产品产量

矿产品

名称
单　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０年

增长率（％）

年平均

增长率（％）

原煤 矿石万吨 １８１３７６ ２５６５０５ ２９９７２４ ６５２５ ６３２

铁矿石 （成品矿）万吨 ６６４４ ９６７８ ５１５０７ ６７５２４ ３３９９

铜精矿 金属量万吨 １３７６ １８５３ １８０８ ３１４ ３９８

铅精矿 金属量万吨 ０９８ ２３１ ２２８ １３２６５ １２８２

锌精矿 金属量万吨 ２０９ ２４４ ３７７ ８０３８ ８７９

钨精矿 （ＷＯ３６５％）万吨 ２８２ ４４７ ３７３ ３２２７ ４０８

混合稀土 （ＲＥ２Ｏ３）吨 ６０００ ９１２１ １５６４４ １６０７３ １４６７

萤石 矿石万吨 ３１１３ １０９０２ １００１５ ２２１７２ １８１７

水泥 万吨 １３８２ ３４７７０１ ４９５６９７ ２５８６８ ２００２

黄金 千克 ７５８０ １２１９０ １５２６７ １０１４１ １０５２

　　３．矿产品消费量大幅度上升。

“十五”期间我省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矿产品需求急剧增长。

专栏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江西省主要矿产品消费量

矿产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０年
增长率（％）

年平均

增长率（％）

煤 原煤万吨 ２４６８６３ ４２４３ ５１６９９９ １０９４３ １１１４

铁矿石 矿石万吨 １１１０ ３０３０ ３８６３２６ ２４８０４ １９５

铜精矿 金属量万吨 １９４２ ４７ ５８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７

铅精矿 金属量万吨 ２０２ ２６５ １２５ －３８１２ －６６３

锌精矿 金属量万吨 ０４ ２４８ ０３６ －１０ －１４９

钨精矿 （ＷＯ３６５％）万吨 １９３ ２９ ８２３ ３２６４２ ２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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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专栏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江西省主要矿产品消费量

矿产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０年
增长率（％）

年平均

增长率（％）

混合稀土 （ＲＥ２Ｏ３）吨 ６０００ ９１２１ １９０５７ ２１７６２ １７９５

金 金属量吨 ０９５ １２１ １５２７ １５０７３７ ４８７

银 金属量吨 ３０２４ １７０ ２３５ ６７７１２ ３４０３

萤石精矿 （ＣａＦ２）万吨 ３１１３ ５８４ ９２８９ １９８３９ １６９

水泥用灰岩 矿石万吨 １１７５ ３６５０ ５２１８ ３４４０９ ２３７４

４．矿产品产业链延伸明显。

主要矿种矿产品加工转化率显著提高，精深加工产品、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增大，产业链

不断延伸。初步形成了以鹰潭为中心的铜采、选、冶炼加工基地；赣州钨采、选、冶炼加工基

地以及稀土矿产品与分离冶炼产品基地；新余、昌北为中心的硅产业基地。江西省已成为全

国重要的铜、钨、稀土、硅材料矿业基地，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５．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全省已开发利用的矿种９３种，已开发利用规模以上矿区１０３３处。矿山采矿回采率和

选矿回收率平均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２％～３％，其中主要矿产平均采矿回采率煤矿达８０％（薄煤

层）、铁９０％（露采）、铜９５％（露采）、钨８５％、锡８０％、钽铌９５％、铅锌８２％、金８１％，主要

矿产平均选矿回收率磁铁矿７１％、其他铁矿８０％、铜８２５％、钨８３％、锡６０％、钽铌４３％、铅

锌５０％、金７９％、稀土综合回收率达到８０％。大量低品位矿石得到利用，共伴生矿产回收率

提高，铜矿达８０％、铅锌矿５５％、钽铌矿５０％、锡矿３５％。矿山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６．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活跃。

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２００７年矿产品进口总额为２６９０１６万美元，占全省进口总

额的６６９３％；出口总额为１６５４６５万美元，占全省出口金额的３０３％；矿产品贸易逆差为

１０３５５１万美元。

矿产品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初级产品和原矿明显减少，而进口原矿砂、成品矿明

显增多。２００７年，进口未锻造的铜及铜材１１６３万吨、铜矿砂５１６３万吨、铁矿砂３０６８５万

吨，分别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５１８６倍、３９９倍、３５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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