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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产业扶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绿色矿区”的提出，矿区产业扶贫也随之

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拟从矿区开发扶贫的可实行性基础切入，结合目前矿区开发与周边地区扶贫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对建设“绿色矿区”产业扶贫的可行性及其带来的优势进行分析探究，以此来阐述未来
绿色矿山产业发展下为扶贫工作带来的机遇，并不断提高扶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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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n mining area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ing areas has also injected new vitality.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able foun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mining area development, and combining the current mining area de-
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urrounding areas as well as existing problem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a “green mining area” for industrial po-
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advantages. For this reason, opport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mining industry in the futur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bilities are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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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绿色矿山开发不是在矿山及其周围种树种草对矿山绿化，而是将矿山开采、安全、生产、管理、环

保、资源利用、科技创新、社区和谐、企业文化等全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全产业链深层次的“绿色”

和“和谐”，其开发过程穿于矿山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闭坑等发展全过程。而矿区产业扶贫就

是利用矿区资源的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充分带动矿区及其周边的居民脱贫致富，实现居民增产增收、

生产生活、医疗卫生、精神文明等全面发展。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处

在不断地探索与征服过程中，地球环境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随着建设经济的需要，储量丰富且用途极

广的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受到了人类的广泛使用。传统的低水平开矿方式，在满足人类对

能源的基本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也使得自然灾害频发。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

明建设被提到国家发展规划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传统的矿业如何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发展要求，

开创转型发展模式成为了当前的首要任务。2007 年，我国首次提出“绿色矿业”的概念，并出台了一系

列文件用以指导绿色矿业的建设。这也对矿区产业扶贫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目前，关于矿山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已有诸多研究[1]，并对产业扶贫从教育和医疗保障、产业房展、

带贫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2]，例如：在矿山开发对环境影响方面，部分矿山开采过程中对当地的

水质、空气、土壤等仍造成一定的污染和破坏；在对社区影响方面，部分矿山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对

居民健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导致地表变形和裂隙，造成部分房屋成为危房；在矿山企业精神文化建

设方面，部分企业员工仍缺乏主人翁意识、企业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丰富等；在矿区产业扶贫方面，仍然

面临着扶贫产业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带贫模式难以精准到户、居民经济基础差难以有效推动产业扶贫，

以及矿山企业与扶贫对象尚未建立良性的利益联结等问题。然而，针对矿区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绿色发

展和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鲜有研究和相关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项目，努力做到户

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更要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绿色矿区开采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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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的可行性，对于增强我国矿山开发的能力和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新

动能，实现矿区绿色开发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和谐，均具有重要意义。 

2. 矿区开发扶贫的可实行性基础 

2.1. 政策基础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扶贫之间的联系一直都很紧密。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部分矿产发达的国家

已经把矿区开发作为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2002 年在可持续发展地球首脑会议中就提出了“采掘业透明

度倡议”(EITI)，主张通过数据公开化和引进外部监督等手段，促使政府把采掘业的部分收入用在扶贫和

发展上，加强当地社区以及妇女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等矿业发达的国家陆续制定了法律，规定矿产开发的收益要与原住民社区共享，促进其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以及与原住民签订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协议等，以此不断提升矿区的扶贫能力[3]。放眼国内，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按照“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思路，明确的开展了矿业矿产资源开发收益的扶贫改革试点工作；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产业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首要举措，为矿产资源产业扶贫

的实施打下了政策基础[4]。 

2.2. 现有成果 

由于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属于资金、劳动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且能够通过把资源、资产和资本一

体化，从而实现将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的优势，所以矿区开发与发展将会为所在地区带来很大的发展

机遇，如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城市化进程等。目前，我国已经在矿产资源产业扶贫工

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促进了一些城市的崛起，如白银、大庆和攀枝花等，据统计，

我国已崛起的矿业城镇已达 426 座，县级以上矿业城市有 99 个，其中大城市 14 个，中等城市 31 个，小

城市 54 个[5]；2015 年，贫困地区有效采矿权生产的工业总产值达到近 2000 亿元，缴纳国税、地税总计

200 亿元，产生应缴纳采矿权价款近 550 亿元，提供就业 71.4 万人，人均工业总产值达到 30 余万元，有

效支撑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矿产资源开发前勘查阶段也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6]。比如中国

地质调查局在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土壤地球化学调查，使 1500 万人直接受益，使 150 万人脱贫；

开展的水文地质调查，解决了近 2250 万人的饮用水问题，促使 200 万人脱贫；开展的地质灾害调查，使

超过 20 万人完成避灾搬迁，保障了调查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为转移式扶贫工作提供了依据[7]。 

3. 目前矿区开发与周边扶贫的情况 

3.1. 目前的情况 

目前矿产资源产业扶贫主要以下述几种方式来进行。 
首先是通过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等生产活动，来扩展当地的就业空间，提供就业岗位。不仅包括矿区

企业内的岗位，还包括矿区社区内的服务业如超市、快递、餐饮等各种岗位的增加，如矿区的医疗卫生

和文化服务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动医疗岗位和中小学校教职工岗位的增加；通过增加对企业内

职工技能培训的机会，加大人才的培养与交流，将更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形成矿区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贵州省贞丰县的一个金矿公司 76%的员工都是贵州本地人，仅附近三个村的员工就有 170 多名，大部

分是之前的贫困人口，通过稳定的工作收入实现了脱贫[8]。 
其二，直接从矿区产业获利。矿业开发所占用集体的土地会以集体股入股矿区企业，或者矿区农村

集体和农民以征地拆迁款、补偿提留款等多种途径入股到矿区企业，以此来带动居民脱贫致富，达到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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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的目标[9]。矿产资源产业为发展自身，是附近村民间接受益，推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俗话说“要

想富，先修路”，一个地方要想在当地发展产业，使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拥有便捷的交通是发展与对外

联系的纽带，例如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煤矿为了解决盘州市红果镇挪湾村的交通困难，出资 2300
万元修建了红果北至挪湾村的 15 公里通村公路，使公路沿线的 4 个行政村、16,000 余人受益；还投资了

1000 万元，按通乡公路的标准修建挪湾村三个少数民族村寨的通组公路，出资 60 万元修建两座过河桥

梁，出资 500 万元在大火公路挪湾村段约 7 公里的主干道上安装了路灯，极大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5]。 
其三，由于矿山的开发与利用不可避免的造成当地空气、水及土壤的污染，让贫困户参与到矿区环

境的治理与保护中，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不仅能改善贫困户的生活质量还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10]。 
其四，对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有地质灾害风险的矿区，当地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很难协调

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异地搬迁，例如，盘州市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先后投入 9490 万元对红果煤矿周

边村寨村民的住房条件进行改造和集中搬迁，使直接受益群众达 436 户，约 2000 人[10]。 

3.2. 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矿产资源产业扶贫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相关政策不完善的问题。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首先涉及到的是占用集体土地的问题。现在

国家没有统一的补偿费标准，有些地方存在低价征地，利益相关方需要经过多次协商。在这期间可能会

出现一些矛盾事件，甚至有好吃懒做者想借此生财，双方就很难达成一致协定，既影响矿区开发的正常

进程又不利于当地居民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其次，由于政府也没有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扶贫评估体系，

所以各项扶贫的政策不能及时落实到位，存在扶贫资金未能及时发放甚至挪用等现象，奖惩机制也未得

到明确，矿区居民的监督积极性差，企业在管理上懈怠，从而导致矿区不能良好发展，生态环境也遭到

严重破坏，激化企业与民众的矛盾[1]。 
二、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利益共享是矿产开发的核心，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企业有时更注

重自身效益，却忽略了矿区居民的利益。如贵州省贞丰县省，由于一些被列入政府部门规划的万亩大坝

覆盖了原先的有条件建设区，限制了农田的利用，导致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频发[8]。 
三、新常态下对矿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出现调整，煤炭等大量的矿产品

产能过剩、铁矿石价格下降，矿业经济进入调整阶段。从 2012 到 2015 年，矿业利润总额下降 71.64%，

亏损企业扩大到 4 万余家，比 2012 年增加了 1 万余家。基层政府和矿业企业扶贫的主要资金来源——矿

业利润额的下跌就会导致扶贫能力的下降，因而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矿业企业开发的动力转换，进一步

提升矿业企业、基层政府的扶贫能力成为当前矿产开发扶贫的重要问题[3]。 
四、矿产开发扶贫需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

传统的矿产开发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复合要求。传统的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必然导致

土地侵占和周边环境，实现传统开发模式向可持续开发模式的转变需要解决好贫困地区由于资源开发造

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4. 绿色矿区开发对周边扶贫的优势与可行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布局之一，与

此同时，扶贫开发也进入了新阶段——“精准扶贫”。而在此背景下生态产业扶贫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

必然选择。绿色矿山的提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以人为本，进一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矿山企业按照绿色矿山发展模式去建设矿山，就能够在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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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有效开采矿产资源，同时实现矿山企业与地方的和谐共处，为社会的发展

做出贡献。 
首先，建设绿色矿山，进行绿色矿区开发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有效途径，

是在充分满足当地人自用性实物资源的基础上实施的产业化、规模化开发，是产业扶贫的较高形态，为

当地人尽快地实现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提供了可能，同时能够进一步促进矿区开发与产业扶贫的良性互动。

以攀枝花市为例，全市目前已探明铁矿(主要是钒钛磁铁矿) 73.8 亿吨，占四川省铁矿探明资源储量的

72.3%，是全国四大铁矿之一。2007 年末，全市钒钛磁铁矿保有储量 66.94 亿吨，其中：伴生钛保有储量

4.25 亿吨，占全国的 93%，居世界第一；伴生钒保有储量 1038 万吨，占全国的 63%，居全国第一、世界

第三。钴保有储量 7.46 亿吨，此外还有铬、镓、钪、镍、铜、铅、锌、锰、铂等多种稀贵金属，多个项

目被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世界之最。非金属矿产中，煤炭保有储量 7.08 亿吨，晶质石墨保有储量 1540
万吨，大理石保有储量 5399 万立方米等[11]。在此基础上开发一套完整的产业扶贫系统，对当地的丰富

矿产资源进行记录、检测、分析，就能够实现精准扶贫、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其次，绿色矿区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的循环系统，与传统的矿区开发相比，更多的是一种生态修复

机制，其目的在于通过新型的矿区开发模式促进贫困个体与贫困区域协同发展，激活贫困地区发展活力，

为贫困地区根植发展基因，从根本上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进行矿区开发和产业扶贫，在产生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相较于传统的矿区开发模式，绿色矿区开发对于新的技术人才的需

求是更大的。绿色矿区开发能够为当地培养一批专业素养较高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循环链，能够激发贫困主体的内在活力，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增加就业，实现自主精准脱

贫。例如，宁夏在 2002 年开始实施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截

至 2018 年底，全区自然人科技特派员有 3360 名，法人科技特派员有 1500 家，科技特派员深入全区农业

各领域服务农民近 30 万户，引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 2638 项，带动 18 万农户增收[12]。 
第三，进行绿色矿区建设，能够带动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落地，从而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

能够提升地方政府工作绩效，促进矿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有效沟通。同时，绿色矿区建设是具有可推广

性的，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克服地域差异，通过科技引进增进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科技、经济交流，缩

短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帮助贫困地区实现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主的“资源依存型”向“技术依

存型”新发展模式转化，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拉动，内外结合，实现发展目标。 

5. 结论与建议 

5.1. 可行性与挑战并存 

其一，出于建设生态美丽中国，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

大对积极参与绿色矿山建设单位的扶植，同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对行业内资源进行整合推广，以带动全

面的“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以煤炭行业为例，2009 年全国有 2 万个小煤矿，8000
余家煤炭企业，其中规模以上煤炭企业 4405 家。“十二五”规划则明确提出，为了集中综合利用煤炭资

源，保证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矿山建设，2015 年全国的煤矿企业数量应控制在 4000 家以

内，即煤炭企业减半。 
其二，国家将加大对环保节能企业的鼓励与支持，在政策是是可行的。特别是对于敢于进行技术创

新、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企业。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激发，就能够催生一系列符

合新发展要求的发展模式，并且举一反三，实现进一步推广。 
其三，国家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与矿山企业的人才、技术交流，以催生数个中国尖端的矿业人才储

备基地；引进高新科技，同时高校和科研院充分发挥其学术资源优势，与相关矿山企业合作建立人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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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企业承担科研项目以及定向培养技术人才。因此，实现矿区绿色开发和产业扶贫的和谐和高质

量发展在人才资源利用和技术上是可行的。 

5.2. 发展建议 

科学制定帮扶措施，精准打造可持续产业扶贫模式。通过开发区域产业扶贫系统，对扶贫对象的家

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家庭收入等信息和区域的农业、灾害、生态、土地利用等信息进行深层挖掘和

综合分析，对扶贫对象和扶贫成效精细化管理，解决“不知道哪些扶贫措施好”、“产业扶贫模式不可

持续”等问题，通过精准有序，实现效率翻倍。通过大数据、地理空间信息，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开发

区域产业扶贫系统，利用系统集成的分析方法和可视化的显示效果实现矿区辐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

业带动效益和乡村振兴的历史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为矿区及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提供辅助决

策服务。一方面要建立跟踪监测机制，另一方面，继续强化精准帮扶，提升帮扶成效。 
培育特色扶贫产业，打造可持续发展利益共同体。通过开发区域产业扶贫系统，对矿山辐射区域的

社会经济数据、矿山经济发展数据、人口数据、居民生产生活动态与矿山产业资源信息等进行整合，确

保数据资源全面性、系统性和精准性，利用目前成熟的技术、运营模式，深度挖掘最佳脱贫措施和可持

续发展路线，实现矿业产业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集约建设和统一服务。 
总之，2012~2020 年是“绿色矿山”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矿区绿色开发和产业扶贫的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是可行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矿山企业应当强化担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肩负起

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为实现美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长

久利益谋福祉，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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