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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市黄金生产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各朝代史

籍、县志中虽对黄金生产有零星记载，但均未形成能够系统反映北

京市黄金生产发展的历史资料，供后人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决

定编写<北京黄金工业志>o

解放以前，北京市黄金生产历经兴衰起伏；解放以后，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北京黄金工业走上了兴旺发展之路。60年代，平谷县

三大国营金矿的建立，使北京市黄金工业逐步实现了生产机械化、

管理科学化。之后，由于黄金地质资源的限制，加上其它种种因素

的影响，至1979年，三大国营金矿先后停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北京黄金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开创了

黄金工业的新局面。黄金储量、黄金产量、矿山规模，一年一个新

台阶，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北京黄金工业发展的历史，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工作中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与兄弟省市相比，北京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我们通过编写黄金志，认真分析北京黄金工业发展的历

史，总结经验教训，努力赶超先进水平。

编纂黄金工业志是一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参加编写的都是工

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加上历史资料

不完整或记录有偏差，所以这部《北京黄金工业志》难免有不当之

处或疏漏，敬请有关人士坦诚指正。

形唆易
1996．1



凡 例

一、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一，努力突出行业特点。

二、全志分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地质、采矿、选冶、管

理、附录等篇，编后作为本志的结尾。

三、本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附录，行文重记事，

避空论。

四、本志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5年，上下限根据需要适

当上推和后延。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夹注旧纪年，必须用旧纪年的，注明

公元纪年。

六、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录自市、县档案馆、图书馆，以及

市、县地方企业提供的资料，本着宁简勿误的原则，从严选择，严

格考证。

七、数字以北京市黄金公司统计年报为主。

八、黄金产量计量单位仍使用两(1两=31．259)，地质储量用

t、kg，品位用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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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经115。207～117。32’，北纬39。23 7～41。25’o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北、东北三面多山，东南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全

市面积16807km2，其中山区面积约占62％。平原面积约占38％。境内有永定

河、潮自河等5条大河。全市辖lO个区，9个县，人口1100多万。

北京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1．6"C。夏季平均气

温24．8℃。冬季平均气温一3℃，年降水量650mm左右，多集中于7～8月

份。

北京是全国铁路、公路、航空交通枢纽，京沪、京广、京哈等铁路干线辐

射全国，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

北京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处于华北地台北缘，燕山台褶带和华北断坳把本区

分为两块地形地貌截然不同的地区，其中燕山台褶带控制的区域构造复杂，岩

浆活动频繁，具有较强的蚀变和矿化作用。本区内Fe、Mo、Cu、Au、Ag等

金属矿床分布广泛。金矿区分布于怀柔、平谷、密云、昌平以及房山、延庆、

门头沟等区县。其中怀柔、平谷为主要产金区。北京市内矿体规模一般较小，

除怀柔、平谷有几处中、小型矿床外，其余多为矿点、矿化点，矿脉薄、储量

少，不适宜机械化开采。金矿床类型有含金石英脉型、含金多金属型、含金蚀

变岩型等多种类型。

北京地区是我国发现和利用黄金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

建社会，北京地区黄金生产历经兴衰起伏。清末到民国初年，民营采矿曾盛极

一时。日军侵华时期，曾抢占北京地区黄金资源较好的矿山，进行掠夺式开
1



采，然后将其运回日本本土，成为其重要的战备物资。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一批机械化骨干矿山，使北京黄金工业走上科

学、高效、安全发展的新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黄金工业得

以快速、健康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地质勘探和矿山地质工作的不断深入，一

些老矿山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崎峰茶、得田沟、北干沟等新矿区储量的探明，

为北京市黄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日处理50t的平谷县万庄金矿建成投产，1991年，日处理lOOt

的崎峰茶金矿建成投产，至1995年底，全市已形成采矿300t!d，选矿400t／d

的生产规模o

1992年黄金产量迈上万两的台阶，1995年黄金产量迈上二万两的台阶。

第一章古代黄金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南独乐公社刘家河大队，发现商代墓葬一座，

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器、铁刃铜钺、金箔残片、陶片等文物．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金器。这批金器有金臂钏两件，形制相同，直径12．5cm，一只重

93．79，另一只重79．89；耳环一件，喇叭型底部，重6．89；金笄一件，重

108．789；金箔残片2cm×1cm，似有器物嵌饰。这批金器造型质朴、美观，

体积较大。金笄从其表面及断面观察，似为铸件，这批金器经平谷县人民银行

鉴定，含金85％。根据黄金被利用要晚于被发现的一般规律，可以说明，早

于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北京地区的先民已经了解了黄金的某些特征，掌握

了黄金生产、加工的初步技术，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的用途日益广泛，从简单的装饰物，扩大至货币，礼

品等用途。<史记>载：燕王为招纳贤士，置千金于台上延请贤者郭隗，后称

此台为“黄金台”。燕王卑身厚币，以延揽天下豪俊的举动，使燕国的国力很

快得到恢复。

战国时期，镶、嵌、错金器物相当流行，北京地区出土的战国燕地的青铜

器物、漆器，也多以镶金、嵌金、错金为纹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加工特色。

秦统一全国后，尊黄金为上币，以“溢”为单位，在全国流通。

北京丰台西汉大葆台墓葬中出土的“铜鎏金镂空铺首”，造型浑厚生动，

体现了高超的加工工艺。1959年，北京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的汉代马蹄金，
2



经测定纯度高达99．3％，并且为了防止伪造，表面处理有很多棱角。要除去

金中的杂质，达到如此高的纯度，需要粗炼、精炼、加工等一系列工艺，这要

有相当高超的技艺。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黄金又用于寺庙建筑、佛像铸造和经文抄写。

唐、辽、金等朝，平谷、怀柔、宛平、密云等地有零星金银开采与冶炼，

规模均不大。明嘉靖27年，密云县曾进贡砂金50两。明万历年间，宦官横

行，统治者为加强对工商业的掠夺，派大批宦官以开矿为名大肆掠夺金银，派

到矿山的宦官叫“矿监”。他们横行乡里，虐待矿工，终于引起一场波及全国

的反矿监。反税吏的斗争。

清初，统治者吸取了明末战乱的教训，不敢轻易放手让百姓采金，以防止

聚众闹事。所以出现时采时停的局面。平谷、密云、怀柔、昌平有少许民采矿

点，采金业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元、明、清三代，北京作为各朝的国都，集中了一大批能工巧匠，黄金加

工工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二章近代黄金

光绪年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朝廷财力日渐吃紧。1895(光绪二十一

年)，黄金出口量剧增。为不受外人挟制，1896(光绪二十二年)，上谕天下：

凡有矿之地一律准民投商集股呈请开采，地方官吏认真保护，不准阻挠，俟矿

利既丰，然后数十取一，酌抽税课，一切盈绌官不与闻，期以十年矿产全开，

民生自富。在清政府“开办矿务以金银矿为最先”的政策下，北京地区黄金生

产形成私人投资，官方发照，并征收课金的民营生产形势。此间开采的矿山多

集中于密云、昌平、怀柔、平谷等地。以怀柔八道河、密云大桥筒子一带最

盛，矿区设有“金局子”，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八道河村北屎湖同沟所产河

金粗大，最大一块重1．25kg。

1914年，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颁发实旋矿业法，优先发展民商开矿业，政

府收取较低的矿税，黄金开采民营之势更盛。京郊有近百处矿山向官方请办，

同时官方亦派官员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并形成文字。 “纪元四、五年间

(1915～1916年)，政府因某外籍顾问之建议，拟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财

政部遂有采金局之举，并派专家分赴密云、遵化、迁安等地，从事勘查。”
3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规定所有矿区产金，以及流动黄金，均需按官定价格兑

换成法币，不许私自交易黄金，全国各国营矿山产量均需按月缴兑中央，报解

国库。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金恢复自由买卖，1944年4月，采金局结

束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后，其“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调查

部”对河北省(包括现北京地区)金矿资源进行调查，写出了<河北省北部地

区金矿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一书，并成立了“冀东黄金开发会社”及所属的

“北支那产金有限公司”，为掠夺北京地区黄金资源做好了准备。

昌平协记金矿、密云西坨古、平谷、f，吉山等地，都有“满铁株式会社”开

办的选厂，规模小的日处理lOt，规模大的日处理50t，大都机械化开采，使

用混汞一淘汰一氰化浸出选矿，矿区设有警备所，中国矿工在全副武装的日本
警卫的监视下劳作，“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超强度的劳动使矿工身

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日军侵华期间，对北京市黄金资源掠夺性开采，留下了千

疮百孔的矿山，为以后矿山恢复生产、矿山安全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

第三章当代黄金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黄金工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年产黄金过二万两的综合生产能力

和相应的管理体系。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黄金生产恢复阶段(1949～1955年)

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1950年，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朝战

争，西方各国加强了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封锁，黄金作为硬通货币的

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当时政策以恢复农业，支援战争为主，国家对黄金建设

无力投入，加上受“黄金无用论”和国际市场金价偏低(35美元／盎司)的影

响，国家对黄金生产缺乏重视，自上而下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地质勘探方面

也无投入。北京市黄金生产多以手工作业为主，农民自发组织．规模不大，产

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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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金生产初步发展阶段(1956--1979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加，黄金做为硬通货币的作用逐渐增

加，国家对黄金生产开始重视起来。

1956年，北京市黄金主产区平谷县成立专业采金队，以手工作业生产黄

金。晏庄矿区、万庄矿区成为国营矿的雏形，北京市黄金生产进入国营办矿阶

段o

1957年9月4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

金的指示>，指示把黄金列为国家主要产品，必须把黄金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

生产事业组织领导好。平谷县委号召农民上山采金，组成采金联合组，实行互

助合作、集体生产、按劳取酬，由县公安局、武装部和县金矿管理所统筹管

理。

1960年，在中央“大干快上”的思想指导下，平谷县万庄金矿、晏庄金

矿相继投入建设。万庄金矿投资60万元，晏庄金矿投资120万元，均按50t／d

的规模建设采选机械化企业。至1962年底，两矿相继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形

成50t／d的采选综合能力，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均处于全国先进行列。两矿

的建成，标志着北京市黄金生产告别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形式，走上了科学、高

效的道路o

1964年，原隶属万庄金矿的上镇、关上坑口独立出来，形成上镇金矿。

1965年，建成50t／d的选厂。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冶金工业部于1965年成立了中国黄金矿产公司，

万庄、晏庄、上镇三矿同时划归中国黄金矿产公司直属，并成立北京市平谷中

心矿，负责管理三矿生产o

1962年～1967年是北京市黄金生产相对稳定的时期。黄金生产形成了以

国营矿为主体，群众集体采金为辅的生产格局，1967年，全市黄金产量

10022．4两。第一次突破万两，创历史最好水平，约占当年全国黄金总产量

8％，居全国产金省市的第八位。

三大国营矿都是在地质储量不足或没有地质储量报告的前提下建设的，备

矿所开采的矿量，均靠矿山地质工作探获的储量进行生产。当时三矿均采用

“边找矿、边探矿、边采矿”的“三边”政策。万庄金矿探获储量32．4万t、

金属量2．59t，为金矿服务20余年，生产黄金1661．7kg，白银3368．6kg，晏

庄矿通过矿山地质工作，探获矿石量24万t，金属量2．116t，为金矿服务17

年，生产黄金1232．6kg，上镇金矿因矿脉小而分散，不适合机械化开采，一

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前后服务四年，生产黄金166．3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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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告尽，上镇金矿于1968年底、晏庄金矿于1973年9月、万庄金

矿于1979年1月，相继宣告下马。

随着三大国营矿的下马，北京黄金生产由国营转入群采阶段，此时，北京

市黄金生产处于低潮。

三、大力发展阶段(1979"-199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黄金事业发展更加重视，在全国采金行

业号召“有水快流”，实行“群众采、定点收、集中选、国家炼”的十二字方

针。北京市还制定了以优惠价格奖售金农所需木材、自行车、家用电器等物

资，鼓励金农上山采金。同时，国家每年下拨生产发展基金，扶持找矿探矿，

有力地促进了北京市黄金生产的发展，调动了金农采金的积极性o 1979年，

北京市内各产金县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利用原国营矿、民采老硐的坑口、巷

道，直接挖采已知矿段的残存部分。全市采金人数达二三千人。1981年，平

谷县民采黄金产量达8819两，居当时全国群众采金县第五位。采金业的兴起，

为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道路。

“六五”期间，各级管理机构逐步健全，1980年7月，主要产金县平谷成

立黄金公司o 1981年3月，北京市第一次黄金工作会议在平谷召开。同年10

月，北京市冶金局成立黄金管理处，全面负责管理北京市黄金生产工作，1982

年，密云县乡镇企业局成立黄金矿产公司，同年，昌平县社队经委成立黄金

科，1983年，怀柔县地材公司组织人力开始管理黄金群采工作。至此，在北

京市冶金局黄金管理处的协助、组织下，北京地区黄金生产管理体系全面形

成。

1981年6月，平谷县在晏庄矿重建选厂，投资61万元，1982年2月竣

工。因对矿石资源论证不够，建成后无矿石来源，无法投产，县长办公会议决

定停闭选厂o

1983年初，北京市冶金局黄金处呼吁有关部门在北京市开展普查找矿工

作。北京市地矿局、武警黄金部队等单位相继进驻，在北京市境内开展地质探

矿工作。

同时，北京市冶金工业局黄金处在辽宁冶金研究所的帮助下，在平谷县万

庄开始堆浸选金试验，开辟了北京市黄金选矿的新途径。

1986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发展黄金生产的决定>后，北京市政

府针对北京市情况制定了贯彻国务院决定的补充规定，并制定了<北京市地方

采金管理条例>。

1986年1月7日，北京市黄金工作会在平谷县召开，提出改变组织形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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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想，即变单一个体采金为地方国营，乡镇企业和个体采金相结合的多种组

织形式。

为了适应新时期北京市黄金生产发展的需要，经市政府批准，1987年3

月，成立了北京市黄金公司。

北京市计委曹学坤同志自1986年代表市政府主抓黄金生产工作。1987年

3月，曹学坤同志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邀请核工业部东北勘探局、北京市地矿

局、武警黄金部队、首都钢铁公司地质勘察大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华

北综合普查大队等5个地质、科研部门参加。提出“要敞开北京的大门，欢迎

各路地质大军到北京找矿”，并提出了“七五”期间提交5t、“八五”期间提

交lOt储量的奋斗目标。

1988年，国务院下发了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严禁个人采金。北京市成立

了黄金清理整顿小组，曹学坤同志担任组长。清理小组对各县黄金采、选、冶

组织进行核查，对浪费资源严重、产量不如数上交的选冶点全部取缔，同时加

强了产金点管理部门的工作，推行目标管理。经过整顿，全市采金人数由

2688人减至1522人，采金点由172个减至114个，黄金走私、管理混乱等现

象得到了明显的控制o

1989年8月，平谷县万庄金矿竣工投产，日处理50t，年生产能力

62．5kg。

1990年5月，崎峰茶金矿破土动工，1991年9月建成投产，日处理lOOt，

年生产能力181．25kg。

上述两矿的建成，使北京市黄金生产以两国营矿为龙头，喇叭沟门、半城

子选厂等乡镇选厂为两翼，市、县、乡三级部门齐抓共管。协同合作，形成黄

金生产良好的格局。

1992年。黄金产量突破一万两，实现了“八五”期间的第一次跨越。

1995年，黄金产量突破二万两，完成了“八五”奋斗目标。

北京黄金事业单位见表1．1。北京历年黄金产量见表1—2。

表1．1 北京市黄金事业单位一览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主管机关 成立时间 负责人 电话

北京市黄金公司 宣武区长椿街感化胡 市有色总公司 1987．3 张贺安 6301 1360

同3号

怀柔县计划委员会 怀柔县人民政府 县政府 6962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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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主管机关 成立时间 负责入 电话

平谷县黄金公司 平谷县文化南街15 县经委 1980 韩景海 69961353

号

靠山集管理所 平谷县靠山集乡 县黄金公司 1990．1 马子海 69961661

晏庄黄金管理所 平谷县韩庄乡晏庄村 县黄金公司 1982．3 刘玉林 69962584

镇罗营管理所 平谷县镇罗营乡 县黄金公司 1982．3 仉松奇 69961938

密云县黄金公司 密云县鼓楼东大街2 县乡镇企业局 1981．5 介春锁
69925832

号

昌平县乡镇企业经委 昌平县城西环路17 县乡镇经委 1982．5 高腾伟 69742365

黄金科 号

表1-2北京黄金历年产量统计表(0-位：两)

‘堞 平谷县 怀柔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全市合计

国营 群采 小计 群采 国营

1949 7 7 7

1950 8 8 8

1951 3200 3200 3200

1952 2659 2659 2659

1953 3547 3547 3547

1954 2128 2128 2128

1955 2549 2549 2549

1956 1338 1338 1338

1957 1448 1448 1448

1958 2752 128 2880 2880

1959 9248 256 9504 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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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澈 平谷县 怀柔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全市合计泌 国营 群采 小计 群采 国营

1960 6272 6272 6272

1961 3264 3264 3264

1962 2720 2720 2720

1963 4864 4864 4864

1964 5152 128 5280 5280

1965 7145．6 256 7401．6 7401．6

1966 8524．8 32 8556．8 8556．8

1967 10022．4 32 10054．4 10054．8

1968 7264 800 8064 8064

1969 7008 320 7328 7328

1970 6752 256 7008 7008

1971 4448 160 4608 4608

1972 3424 96 3520 3520

1973 1728 64 1792 1792

1974 864 32 896 896

1975 486．4 19．2 505．6 505．6

1976 739．2 41．6 780．8 780．8

1977 2345．6 32 2377．6 2377．6

1978 2144 2144 60．8 2204．8

1979 54．4 927 981．4 93 1074．4

1980 5319 5319 2．5 150．62 5472

1981 8817 8817 4．8 301．95 9123．7

1982 7986 7986 16．6 373．82 55．5 8431．92

1983 6234 6234 12．0 362 359 6967

1984 7653 7653 130 580 121 8484

1985 4843 4843 114 509 9 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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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澈 平谷县 怀柔县
密云县 昌平县 全市合计淤 国营 群采 小计 群采 国营

1986 5193．7 5193．7 428．8 640．5 60．5 6323．5

1987 2873．2 2873．2 434．9 691．9 3．5 4003．5

1988 2171．0 2171．0 803．7 564．6 3539．3

1989 2747 2747 426 521 37 3731

1990 605．06 3142．4 3142．4 841．74 941．34 113．38 5038．86

1991 1921．15 2180．91 4102．06 810．93 203．14 1217．49 81．28 6414．9

1992 2180．06 2045．22 4225．28 753．92 4067．33 2047．27 5．89 11099．69

1993 701 2683 3384 179 4138 877 2 8580

1994 679 601 1280 0 11516 690 28 13514

1995 634 830 1464 3 19658 1109 672 22906

注：1993～1995年为实际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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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古近代采金

公元618"-'--907年唐代

平谷县孔城峪金山，盛唐时有开采，矿产至今不竭。

公元1115一--1234年金代

‘’<金史·地理志>：大兴府产金、银、铜。

公元1206"--1368年元代

<元史·食货志>：金之所在腹里日檀州(今密云县治)，至元二十五年罢檀
州淘金户。

<密云县志·雍正志>：密云县金洞在县东八里，元时曾采金于此。

<元史·食货志>：银之所在腹里日大都银。

公元1368"--1644年明代

密云县于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1548年)，进贡砂金50两。

(Ty舆纪要>：昌平州密云县志云：东有王府洞昔有淘金址尚存，明初亦开

采，后封闭。



公元1616一-1911年清代

咸丰三年，宛平县珠窝山，房山县坡匣儿岭毗卢平沟有银冶；光绪三十年

前，北京东部有零星开采。宛平石子沟，昌平禾子涧，勾勾崖，房山金光洞有

银冶。

光绪三十年，合庆公司在昌平楼子峪开有金洞20余处。

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北京地区形成私人投资，官方发照并征收课金的民
营形式。

公元1938--1945年日伪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于华北成立“冀东黄金开发会社”及所属“北支那产金有限

公司”，掠夺性开采北京市黄金资源。

1943年，满铁株式会社北支那矿务调查室调查昌平、密云、怀柔等地大

小30多处矿山，提交矿量20万t。

当代黄金工业

1949年

4月，遵兴金矿股份有限公司呈请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准其复业。8月16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长程宏毅遵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行字第148号批

复，核准在京设立复业筹备处o

9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呈文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

请求将平谷将军关、遵化马兰峪、迁西太平寨金矿由热河省政府交河北省政府
管理。

黄金收购价格为95元／两。

1950年

6月1日，热河金矿管理局倒流水分局所属平谷将军关等三矿正式移交河

北省矿管局。

1956年

平谷县成立专业采金队，以手工方式开采黄金。主要产金点为将军关、破

嘴山等地。

1957年

平谷县组织并招收了一部分工人成立了金矿所和黄金生产合作社，互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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