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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
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省常态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以

下简称“调查评估”）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以下简称“公开信

息”）为基础，开展上一年度全省生产矿山“三率”和特征指标

调查，按矿山、地区两个维度评估开发利用水平，根据评估结果

进行排序划档，全面掌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情况，总结分析

开发利用水平影响因素，提出改进措施，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

二、基本要求

1.调查评估每年开展一次。矿山调查评估由县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地区调查评估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2.矿山调查评估的调查对象为县域内上年度有采选活动的

矿山，评估对象为县域内上年度正常生产矿山（暂定为生产时间

6个月及以上，后续按部新规调整）。处于基建期、停产（关闭）

矿山不纳入调查评估范围。

地区调查评估的调查对象为县（市、区），评估对象为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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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产矿山的县（市、区）。

3.调查评估具体包括“三率”调查评估和特征指标调查评估，

按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附件1）、特征指标加分规则

（附件2）开展矿山、地区两个维度的调查评估值计算，其中“三

率”调查评估值占80%，特征指标调查评估值占20%。

三、工作流程和方法

调查评估以上一年度公开信息为基础，具体流程为数据信息

获取→异常筛查→实地核查→指标计算→排序划档→成果总结。

（一）数据信息获取

调查评估数据信息分为“三率”和特征指标数据信息，主要

以公开信息采集、资料收集、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问卷调查表

详见附件3。

1.“三率”数据信息获取

（1）公开信息采集

开采回采率需采集的数据为年采出矿石量、年开采损失矿石

量、年非开采损失矿石量、年动用资源储量、实际开采回采率、

设计开采回采率。

非煤矿山选矿回收率需采集的数据为主矿产的矿石地质品

位、精矿产量、精矿品位、原矿入选量、原矿入选品位、实际选

矿回收率、设计选矿回收率。煤矿山选矿回收率需采集的数据为

煤种、原煤入选率。矿泉水矿山需采集的数据为成品量和实际开

采量。地热矿山需采集的数据为实际开采量、热流体温度、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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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回灌的热流体资源量。

非煤矿山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需要采集的数据为实际回

收共伴生矿产种类、共伴生矿产的年入选矿石量、入选矿石品位、

年精矿产量、精矿品位及选矿回收率。煤矿山综合利用率需要采

集的数据为煤矸石、煤层气、矿井水的年产生量和年利用量。

（2）其他数据信息获取

其他数据信息主要采取收集资料、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资

料主要为开发利用方案、储量年报（表）和生产台账等。

金属矿山需要收集的其他资料有矿石类型、矿石可选性、矿

床开采条件、设计应回收共伴生矿产，主、副矿产品的年平均单

价等内容。

联合开采矿山需要收集的其他资料有上年度主要开采方式

或两种方式开采资源量的占比。

2.特征指标数据获取

（1）先进适用技术入选和应用情况：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

形式获取，入选和应用情况需有佐证材料。

（2）绿色矿山创建情况：绿色矿山及其级别的认定，以省

自然资源厅上一年度末绿色矿山名录库为准。

（3）低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情况：低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

数据主要从公开信息中获取。地区评估涉及的资源税收减免数据

从税务部门获取。

（4）尾矿、废石资源利用情况：尾矿及废石生产量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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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主要从公开信息中获取。地区评估涉及的资源税收减免数据从

税务部门获取。

（5）其他对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贡献较大的情况：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填写内容与佐证材料必须齐全、

正确。

（二）异常筛查

1.“三率”异常数据筛查

对企业填报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采取数据逻辑校验、理论

值排除、同类矿山横向对比、单个矿山纵向对比等方法，检查关

联数据的一致性和自洽性。异常数据筛查过程中，应征询地质、

采矿、选矿等专业人士以及有关矿山的意见，并根据分析复核结

果，将异常原因无法确定的矿山列入实地核查名单。

（1）特高特低数据：实际“三率”值与设计值、上年度“三

率”值等相差过大、实际“三率”值达到领跑者指标或未达到最

低指标的数据，均作为异常数据对待。

（2）逻辑异常数据：公开信息的实际“三率”值与采选矿

基础数据（年消耗矿产资源量，年开采矿石量等）计算的“三率”

值不一致；开采回采率数据与储量年报（表）数据不一致；共伴

生回收组分与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回收组分不一致；与同区域同类

型矿山相比“三率”值存在显著差异的；废石尾矿年度利用量大

于产生量且存量为零的；不符合常识的（如三类矿产填报选矿回

收率）等，以上情况都应列入异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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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错填漏填数据：涉及共伴生矿产的矿山，共伴生矿产

信息存在漏填情况；未能明确区分尾矿、废石，相关数据存在错

填漏填等。

2.特征指标信息异常

主要是指特征指标信息与佐证材料不对应的情况。

（三）实地核查

调查评估实地核查作为年度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实

地核查（专项）工作进行，其中省部级发证矿山纳入省级实地核

查，市县级发证矿山纳入市级实地核查。

实地核查应全面查阅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储量年报（表）、

产销台账等资料，检查公开信息的准确性，了解数据异常原因，

如实填写实地核查记录表（附件4）。实地核查结果需要矿山签

字盖章确认，必要时可收集相关佐证材料。

（四）指标计算

指标计算工作在异常数据全面核实后开展，分别计算“三率”

调查评估值和特征指标调查评估值，得出调查评估总值。

1.“三率”术语与指标选择

“三率”指标以国家发布的行业标准《矿产资源“三率”指

标要求》（DZ/T 0462）为准。矿泉水行业的“矿泉水利用率”

对应“选矿回收率”；煤炭行业的“原煤入选率”和“综合利用

率”分别对应“选矿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地

热矿山只调查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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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符合以下特殊情况，并有政策依据或相应证明材料，单

项指标值按照“三率”标准一般指标计。（1）因政策原因无法

进行选矿或共伴生资源回收作业的，以及“三率”实际值无法达

到一般指标的；（2）因资源类型特殊导致某项指标无法适用“三

率”一般指标的。

2.“三率”计算

“三率”值计算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

法》（GB/T 42249）为准。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的计算一般采

用价值法。

“三率”评估以行业标准一般指标为评估基准值。矿山评估

以矿山“三率”提高值（实际值与行业标准一般指标的差值）为

评估基础数据，地区评估以地区“三率”平均提高值（地区内矿

山“三率”提高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评估基础数据。

对评估基础数据采用极差值化法，按矿山和地区两个维度开

展“三率”调查评估值的计算，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详见附件1。

3.特征指标计算

特征指标具体包括先进适用技术入选和应用情况，绿色矿山

创建情况，低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情况，尾矿、废石等其他资源

综合利用情况，其他对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贡献较大的

情况共 5 个指标，特征指标调查评估值为 5 个指标之和，加分规

则详见附件 2。

（五）排序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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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评估总值对所有评估对象进行排序划档，划分领

先、正常、落后3个档次。领先档次原则上不超过评估对象的20%，

落后档次原则上不低于评估对象的20%。

应先根据三率调查评估值进行初步排序划档，附加特征指标

调查评估值后再次排序划档，特征指标所占分值最多提高一个档

次。

矿山评估中评估对象不足3个，评估后只排序不划档。“三

率”值达到领跑者指标的矿山纳入领先档次，达到一般指标的矿

山不纳入落后档次，未达到最低指标的矿山纳入落后档次。

地区评估中县（市、区）域内未达到最低指标的矿山数占20%

以上的划入落后档。

排序划挡结果应反馈给评估对象征询意见，复核后进行最终

排序划挡。

（六）成果总结

统计区内矿山“三率”达到领跑者指标、一般指标、最低指

标以及未达到最低指标的情况，对区内同类型矿山进行横向对

比，对同一矿山进行三年内纵向对比，分析不同档次矿山开发利

用水平高低的原因，总结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现状、调查

评估经验做法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四、工作进度安排

（一）数据填报阶段（1月-3月）：矿山企业每年1月31日前

完成储量统计年报（表）编制并上传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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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3月31日前完成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填报。

（二）数据整理与异常筛查阶段（4月-5月）：县（市、区）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每年4月15日前完成公开信息采集、资料收集

和问卷调查，4月25日前完成异常筛查，确定实地核查名单并上

报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省自然资源厅在5月31日前核定

下发实地核查名单。

（三）实地核查阶段（6月-9月15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按有关要求开展实地核查工作，9月15日前完成数据核实。

（四）评估与成果总结阶段（9月16日-12月20日）：9月30

日前完成县级评估总结，并提交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县级调查评估成果，编写评估总结报告，组

织专家进行审查，10月31日前提交省自然资源厅；省自然资源厅

汇总矿山评估结果，开展地区评估并编制省级调查评估总结报

告，12月20日前将最终评估成果上报自然资源部。

五、预期成果

（一）文字成果

1.江西省XX县（市、区）20XX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

评估总结报告；

2.江西省XX市20XX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总结

报告；

3.江西省20XX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提纲参照附件5。

（二）数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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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省/XX市/XX县（市、区）矿产资源“三率”数据对比

表（矿山）；

2.江西省/XX市/XX县（市、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

结果汇总表（矿山）；

3.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结果汇总表（地区）。

数据成果样式参照附件6，7，8。

六、组织保障

坚持行政管理和技术支撑相结合，省、市、县分级负责。

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制定实施方案，保证工作实施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行性；积极宣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意

义；指导并监督各地区对调查评估数据进行质量把控，核定下发

实地核查名单，组织开展省级实地核查；汇总全省矿山调查评估

成果，开展地区调查评估；编制省级调查评估总结报告并及时上

报自然资源部；督促市、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激

励约束措施，促进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水平提升。

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协助省自然资源厅开展地区调查评

估；指导并监督各县（市、区）对调查评估数据进行质量把控，

组织开展市级实地核查；汇总县级调查评估成果，编制设区市调

查评估总结报告并及时上报省自然资源厅；督促县（市、区）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做好矿山调查评估工作。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收集整理本辖区内矿山公开信

息，进行异常筛查，确定实地核查名单；配合开展省级和市级实

地核查；及时开展矿山调查评估、排序划档工作，编制县级调查



- 16 -

评估总结并及时上报至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附件：1.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

方法（矿山、地区）

2.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特征指标

加分规则（矿山、地区）

3.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问卷调查表

4.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实地核查记录表

5.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工作总结报告

（提纲）

6.江西省/XX市/XX县（市、区）矿产资源“三率”

数据对比表（矿山）

7.江西省/XX市XX县（市、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

平评估结果汇总表（矿山）

8.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结果汇总表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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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矿山）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指标含义

开采水平
为开采回采率提高值，指某矿山实际开采回采率与所属矿种在行业标准中一般指标的差

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矿山 中的最大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矿山 中的最小值。

选矿水平
ε ε ε ε ε

ε 为选矿回收率提高值，指某矿山实际选矿回收率与所属矿种在行业标准中一般指标的差

值；ε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矿山ε 中的最大值；ε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矿山ε 中的最小

值。

共伴生矿产综

合利用水平

为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值，指某矿山实际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与所属矿种在行业

标准中一般指标的差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矿山 中的最大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

矿山 中的最小值。

特征指标

为特征指标。能够辅助反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指标，如研发、应用、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 ），绿色矿山创建（ ），利用低品位难选冶资源（ ），尾矿、废石、煤层气、

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对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贡献较大的情况（ ）

等情况，可通过设置特征指标反映，特征指标总分为 分。

矿山开发利用

水平
ε

代表某矿山在本次参与评估的矿山中的开发利用水平。四项指标总分 分。原则上，开

采水平、选矿水平、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三项指标权重按 、 、 分配；若缺少

某项指标，该项指标的权重按比例分配给其他指标。特征指标权重固定为 。

注： 、数据来源：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多个矿山共用一套采选系统的，可按照对应的矿山分别填报相应数据。

、特征指标：研发、应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最新版《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目录》情况），绿色矿山创建情况，低

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情况，尾矿、废石、煤层气、矿井水等其他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特征指标总分为 分。各分项分值依据《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调查评估特征指标加分规则》中明确的加分规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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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地区）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指标含义

开采水平
为开采回采率平均提高值，指某地区内所有评估矿山开采回采率提高值的算术平均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地区 中的最大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地区 中的最小值。

选矿水平 ε ε ε ε ε
ε 为选矿回收率平均提高值，指某地区内所有评估矿山选矿回收率提高值的算术平均值；

ε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地区ε 中的最大值；ε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地区ε 中的最小值。

共伴生矿产综

合利用水平

为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提高值，指某地区内所有评估矿山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

提高值的算术平均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地区 中的最大值； 为参与评估的所有

地区 中的最小值。

特征指标

为特征指标。能够辅助反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指标，如研发、应用、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 ），绿色矿山创建（ ），利用低品位难选冶资源（ ），尾矿、废石、煤层气、

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对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贡献较大的情况（ ）

等情况，可通过设置特征指标反映，特征指标总分为 分。

地区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
ε

代表某地区在本次参与评估地区中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四项指标总分 分。原则

上，开采水平、选矿水平、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三项指标权重按 、 、 分配；

若缺少某项指标，该项指标的权重按比例分配给其他指标。特征指标权重固定为 。

注： 、数据来源：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要保证评估对象为同一级别。

、特征指标：研发、应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最新版《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目录》情况），绿色矿山创建情况，低

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情况，尾矿、废石、煤层气、矿井水等其他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特征指标总分为 分。各分项分值依据《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特征指标加分规则》中明确的加分规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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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特征指标加分规则（矿山）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规则含义

先进适用技术入

选和应用情况

依据《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以先进适用技术具体应用和入选数目

赋分，应用每条为 分，总分不超过 分，入选即为 分。

绿色矿山创建情

况

未建成绿色矿山为 分，市级绿色矿山 分，省级绿色矿山 分，国家级绿色矿山 分。

取消市级绿色矿山后，调整为未建成绿色矿山 分，省级绿色矿山 分，国家级绿色矿山

分。

低品位难选冶资

源利用情况

合理利用了低品位难选冶资源的，为 分。

尾矿、废石等其他

资源综合利用情

况
′ ′ ′ ′

依据尾矿、废石资源利用率（利用率 年度利用量年度产生量）分别赋分，最低分 分，

最高 分，如不存在废石或尾矿，则对应部分的附加分为 。 ：某矿山尾矿利用率； ′：

某矿山废石利用率； 某县 区、市 内矿山尾矿利用率中的最大值； 某县 区、

市 内矿山废石利用率中的最小值。

其他对矿产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

利用贡献较大的

情况

指矿山应用了先进技术，对矿山开采、选矿、综合利用有一定帮助的情况。如德兴铜矿的

硫酸厂同步利用制酸余热发电、外供蒸汽，每小时回收能源折合电能约 万度，以及九岭

锂业共伴生矿产利用技术申请了专利，但未入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

目录》，矿山回收了未要求回收的矿产资源等情况。每存在 条得 分，总分不超过 分。

注： 特征指标 ，国家发布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应以上年度末的最新版为准。

绿色矿山的确定以上年度末省自然资源厅绿色矿山名录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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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特征指标加分规则（地区）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规则含义

先进适用技术

入选和应用情

况

₁
₁ 某县 区、市 大中型矿山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率。

₁ ：江西省内县 区、市 大中型矿山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率中的最大值；

₁ ：江西省内县 区、市）大中型矿山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率中的最小值。

依据《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 ）

以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率 入选或应用先进适用技术的大中型矿

山数量占本地区大中型矿山数量的比例 为基准值，通过极差

标准化法进行排序赋分，最低 分，最高 分。

绿色矿山创建

情况

₂
某县 区、市 大中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

江西省内县 区、市 大中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中的最大值；

江西省内县 区、市 大中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中的最小值。

依据最新版各级绿色矿山名录，以大中型绿色矿山建成率 某

县域内大中型绿色矿山数量占大中型矿山数量的比例 为基准

值，通过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排序赋分，最低 分，最高 分。

低品位难选冶

资源利用情况
某县 区、市 低品位难选冶矿利用税收减免率；

江西省所有县 区、市 低品位难选冶矿利用税收减免率中的最大值；

：江西省所有县 区、市 低品位难选冶矿利用税收减免率中的最小值。

省通过税务部门获取低品位难选冶资源税减免数据，根据各县

区、市 低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税收减免率 某县低品位难选冶

资源税减免总额占全省资源税减免总额的比例 为基准值，通

过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排序赋分，最低 分，最高 分。

尾矿、废石等其

他资源综合利

用情况

：某县 区、市 尾矿、废石利用税收减免率；

江西省内县 区、市 尾矿、废石利用税收减免率中的最大值；

江西省内县 区、市 尾矿、废石利用税收减免率中的最小值。

省通过税务部门获取尾矿、废石资源税减免数据，根据各县

区、市 尾矿、废石利用税收减免率 尾矿、废石利用资源税减

免总额占本地区资源税减免总额的比例 为基准值，通过极差

标准化法进行排序赋分，最低 分，最高 分。

其他对矿产资

源全面节约和

高效利用贡献

较大的情况

依据江西省内节约集约示范县、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名单或行

业相关荣誉称号进行赋分，最低为 分，其他荣誉称号为 分，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为 分，节约集约示范县为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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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问卷调查表（煤矿山）

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上年度生产时间 6个月及以上□ 不足6个月□

上年度开采方式 露天□ 地下□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共伴生矿产
设计应回收： 填表人

实际回收： 联系电话

选煤：是□ 否□ 炼焦用煤□ 喷吹用煤□ 其他用煤□

（二）特征指标调查

1.是否入选/采用

《矿产资源节约和

综合利用先进适用

技术目录》（最新

版）》

是□ 否□

目录序号：

2.低品位难选冶

资源利用情况（

未利用的填写保

护情况，不涉及

的不填写）

低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量

及占年度开采总量的比值

：

3.其他对矿产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

用贡献较大的情况

（简要说明）

（如全链条减污降碳技术，引入无人驾驶矿用卡车、智能化采煤设备等，上

年度获批自主知识产权，但未入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

目录》等情况）

（三）其他数据信息调查

开采条件 薄煤层□ 中厚煤层□ 厚煤层□

（四）签字/盖章

矿山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

注：1.生产规模的确定以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4〕208号）为准，可按自然资源部新规调整。

2.（二）特征指标调查需附佐证材料，第 1，4 条佐证材料为先进相关设备照片、购买合同（技

术方案）、专利证书等，第 2，3 条佐证材料为年报，生产台账等。无佐证材料视为无效填报。

3.本次调查数据为上年度采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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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问卷调查表（非煤矿山）
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上年度开采方式 露天□ 地下□ 主矿产

生产规模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共伴生矿产
设计应回收： 填表人

实际回收： 联系电话

（二）特征指标调查

1.是否入选/采用

《矿产资源节约和

综合利用先进适用

技术目录》（最新

版）》

是□ 否□

目录序号：

2.低品位难选冶资

源利用情况（未利

用的填写保护情况

，不涉及的不填写

）

低品位难选冶资源利用

量及占年度开采总量的

比值：

3.其他对矿产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

用贡献较大的情况

（简要说明）

（如德兴铜矿建硫酸厂时同步利用制酸余热发电、外供蒸汽，每小

时回收能源折合电能约1.2万度，以及九岭锂业共伴生矿产利用技

术申请了专利，但未入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

目录》等情况）

（三）其他数据信息调查

涉

及

选

矿

矿

山

矿产品

年平均单价

主矿产品：

共伴生矿产品：

矿石类型

开采条件

矿石可选性 难选□ 中等□ 易选□

（四）签字/盖章

矿山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

注：1.不涉及栏可不填写

2.（二）特征指标调查需附佐证材料，佐证材料主要为先进相关设备照片、购买合同（技术

方案）、专利证书、年报、生产台账等能有效证明材料。无佐证材料视为无效。

3.开采条件主要填写矿体厚度、围岩稳固性等影响开采的内容，情况复杂的附勘查报告等。

4.难选矿石应附选矿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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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实地核查记录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一）采矿权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主要开采方式 露天□ 地下□ 主矿种

矿山技术负责 联系电话

（二）开发利用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项名称
公开信息

数据

实地核查数值 确认填

报数值

备注（修正依据

或异常原因）年报(表) 台账

开采回采率（%）

年采出矿量

年损失矿量

年消耗地质储量

实际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

实际入选矿量

原矿入选品位

精矿年产量

精矿品位

实际选矿回收率

年平均单价

共伴生矿产综

合利用率（%）

矿

产

1

年入选矿量

入选品位

精矿年产量

精矿品位

年平均单价

矿

产

2

年入选矿量

入选品位

精矿年产量

精矿品位

年平均单价

…

年入选矿量

入选品位

精矿年产量

精矿品位

年平均单价

（三）签字/盖章

矿山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 核查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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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工作
总结报告
（提纲）

一、基本情况

（一）工作部署及组织实施情况。省、市、县各级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相关技术支撑单位承担的工作任务，主要

的工作环节及时间节点、年度经费情况等。

（二）调查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列入调查评估的矿山、地区

的数量、类型、特点等情况。对因特殊情况未列入本年度调查评

估的矿山或地区进行必要的说明。

二、调查工作情况

（一）基本情况。调查流程，调查方法、数据获取、异常数

据的甄别和处理的方式方法等。

（二）数据质量管控。包括实地核查矿山选取方法及数量，

核查的方式方法和技术路线，实地核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

方法等。

三、评估工作情况

（一）基本情况。评估对象（矿山、地区）、流程、机构和

人员、评估方式等。

（二）特殊情况。对因政策约束无法作业的、不适用“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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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标等原因导致权重或评估范围有调整的情况作出说明。

（三）指标分析。总结矿山三率指标与领跑者、一般、最低

指标的对比情况，分析未达标的原因（未达到最低指标的矿山需

要列表并逐一分析）。

（四）评估结果说明与分析。对矿山和县（区、市）进行排

序，并划分为领先、正常、落后3个档次。对评估对象划档情况

进行说明。对划档比例不符合《办法》要求等情况要进行说明。

对所有评估结果进行合理性分析，对评估结果偏离实际较大等情

况要进行原因分析。横向对比同类型矿山开发利用水平高低，纵

向对比历年开发利用水平的变化，分析不同档次矿山开发利用水

平高低的原因，总结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现状。

四、工作经验及典型案例

总结调查评估工作在组织实施、技术支撑、工作流程、技术

方法、数据质量管控、成果应用等方面探索形成的典型经验、创

新点和亮点。市级总结报告应选取1-3个工作开展较好的县作为

典型案例做详细说明。

五、问题及建议

（一）工作机制方面。结合省、市、县矿产资源管理职责，

对常态化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工作提出意见建

议。包括组织实施、工作程序、部门之间协调联动机制、管理部

门和技术支撑单位协调联动机制、与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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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绿色矿山建设、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等相关工作的统筹推进

等。

（二）指标方法方面。包括调查流程、方法的完善；评估指

标、标准、方法的优化；数据质量管控措施的创新和完善等。

（三）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发挥评估结果作用，提出划

档标准完善建议，针对矿山企业和管理部门分类提出符合本地区

实际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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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江西省/XX市/XX县（市、区）矿产资源“三率”数据对比表（矿山）

序

号
矿山

所在县

（市、区

）

开采

主矿

种

开采

方式

共伴生矿

种

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 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
备

注
上上年度

实际值

上年度

实际值

本年度

实际值

上上年度

实际值

上年度

实际值

本年度

实际值

上上年度

实际值

上年度

实际值

本年度

实际值

1
矿山

1

2
矿山

2

……

注：1. 本表填报范围为辖区内上一年度有采选活动的矿山。

2. 露天地下联合开采填写上年度主要开采方式。

3.填报起始年份为2023年，填报范围为近三年的“三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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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江西省/XX市/XX县（市、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结果汇总表（矿山）

序

号
矿山 市 县

开

采

方

式

开

采

主

矿

种

共

伴

生

矿

种

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
共伴生综合利用率

（%）
特征指标得分

三

率

得

分

三

率

排

序

三

率

划

档

总

得

分

排

序

划

档
备注实

际

值

一

般

指

标

提

高

值

得

分

实

际

值

一

般

指

标

提

高

值

得

分

实

际

值

一

般

指

标

提

高

值

得

分
L1 L2 L3 L4 L5

1
矿山

1

2
矿山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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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江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结果汇总表（地区）

序

号
县 市

开采回

采率

（%）

选矿回

收率

（%）

共伴生

综合利

用率（%

）

特征指标得分

三

率

得

分

三

率

排

名

三

率

划

档

总

得

分

排

序

划

档
备注

平

均

提

高

值

得

分

平

均

提

高

值

得

分

平

均

提

高

值

得

分
L1 L2 L3 L4 L5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