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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立科学完善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对于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具
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著作，内容丰富鲜活、资料翔实可靠、分析全面深刻，对于研究欠发达地
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书的形成，源于全国无党派人士的深入调研和实
地考察。
2006年盛夏时节，黑龙江、内蒙古和甘肃三省区统战部门组织当地无党派人士就“欠发达地区资源开
发补偿机制”问题，结合各自实际开展调研，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专题报告。
在此基础上，中央统战部同年组织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专程赴新疆，围绕这一问题实地考察。
考察团的工作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同志两次接见考察团全体成员，亲自为大家介绍新疆有
关资源开发方面的情况，并认真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
在11天时间里，考察团冒着酷暑高温，走遍“三山两盆”，横跨“南疆北疆”，深入乌鲁木齐、吐鲁
番、克拉玛依、塔城、阿勒泰、阿克苏、巴音郭楞7个地州市，与当地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交流座谈
，了解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探索开发利用新疆地区丰富资源的有效途径，研究在资源
开发补偿方面出现的各类问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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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于2006年围绕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进行专题调研的考察报告
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
全书共分7章，前4章在全国层面上对我国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意义、现有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存在的问题和历史根源、完善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需要重点解决的7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后3章分别是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赴新疆进行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黑龙江和
甘肃两省的无党派人士所作的先期调研报告。
    本书适合国家相关法律制定部门、矿业行政主管部门、矿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对我国矿产资源开
发补偿机制改革感兴趣的人士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若>>

书籍目录

序一为国献策谱新篇序二引言第一章　解决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
题　第一节　我国欠发达地区资源分布与开发利用现状　第二节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第
三节　探索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第二章　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
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其历史根源  第一节　我国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历史沿革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我
国资源开发补偿存在问题的历史根源第三章  完善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应处理好七大问题  第
一节  国有矿山企业政策性负担和税费体制改革  第二节　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  第三节　地质勘探
体制改革和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制度改革  第四节　我国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问题  第五节　资
源开发中的生态和环境治理问题  第六节　如何避免“矿竭城衰”    第七节　如何进行衰退产业援助和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　本章附录　一份关于资源消费税的研究报告第四章　我国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
偿机制改革的总体思考与建议第五章　新疆资源开发补偿问题调研报告第六章　西北生态脆弱区资源
开发补偿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甘肃省的调查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西北生态脆弱区在我国整体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地位　第二节　甘肃省生态脆弱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第三节　实行可持
续发展的意见与建议第七章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调研报告　本章附录一　黑龙江省大庆石
油资源城市经济转型专题调研报告　本章附录二　黑龙江省煤矿城市经济转型和国有矿产企业改革专
题调研报告  本章附录三　黑龙江省伊春市经济转型专题调研报告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若>>

章节摘录

插图：2．完善土地复垦和环境补偿制度矿产资源开采会对矿区的地表植被、地下水位、附近地区的
生态环境和农牧业生产产生影响，应该明确规定矿山企业承担治理环境、恢复生态的义务，以及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在复垦中的权利与义务。
当前的要务是着手构建企业承担土地复垦责任的生态补偿机制：首先，将复垦计划列为采矿许可审批
的必备内容，制定具体的复垦标准。
同时，加强部门协调，落实采矿许可证的发放与环境保护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相联系制度，将矿
山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与矿山生产监督管理结合起来。
其次，设立土地复垦保证金制度，企业先治理，治理达标后，这笔专项资金再返还给企业。
如果企业本身缺乏技术能力复建土地，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其他单位来做。
最后，为了维护矿区周边居民的权益，应该在企业与矿山周边居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环保监督和环境损
害赔偿的协商机制。
对已经形成多年的老矿区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国家可以给予专项资助，治理模式可以借鉴德国对民
主德国老矿区的治理方式：由国家出资委托有条件的企业，依据统一的规划来治理，在整个过程中，
政府只负责规划和监督。
3．规范公益性勘探，加快商业性勘探市场建设1996年公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已经区分了公益性勘
探和商业性勘探，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总结这些年来的经验，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制度。
由于探矿具有高度风险，如果没有比较翔实的前期普查资料，商业性探矿单位就难以承担这个风险。
为此，应该完善公益性勘探和商业性勘探的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从权利金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设
立基金，专门用来从事公益性勘探，提供更多的矿产资源普查和翔实资料，及时无偿地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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