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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开

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加快建设矿业现代化产业体

系，把资源“饭碗”牢牢端在手中，对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影响深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们就如何以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矿产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推进勘查机制改革，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2011 年，我国启动 10 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形成了一

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2023 年，围绕重要能源矿产资

源，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全面启动。如何牵住矿

业勘查这个牛鼻子，引领矿业蓬勃发展是今年代表们关注的

重点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建议，应制定完善

紧缺性矿产资源规划体系，强化顶层设计，聚焦当前紧缺性

矿产资源，加速开展地质勘查。实施找矿突破战略专项行动，

打造资源战略接续区，并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资

源配置及相关产业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实现矿产资源的

增储上产。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集团总经理丁士启建议，加快

建立矿产勘查长效机制、建设资源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建立

切实可行的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平台，通过新建矿业等资源交



易市场，或在现有资产交易市场中设立独立业务板块，专业

进行矿业等资源交易全流程业务活动。建立风险勘查市场诚

信约束体系，通过实施项目勘查终身负责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黄金集团董事长卢进建议，加大政

策支持和产业引导力度，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支持机

制。出台系列鼓励勘查投入的保障性举措，进一步激发各类

市场主体的投资意愿。研究出台专项政策，支持符合相关要

求的探矿权办理抵押贷款、建立地质勘查专项贴息贷款等。

推动建立专门风险勘查基金。强化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夯

实地质勘查项目工作基础，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基础地质

勘查信息共享、共用，全面降低商业性矿产勘查风险，从而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华友钴业董事长陈雪华建议，建立预警

机制，构建更有韧性的锂电产业链。政府层面需要加强政策

指引，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及时发布产业信息，建立

资源、产能与需求相匹配的预警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投资、

理性发展，防止产能严重过剩。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实力

的锂电材料企业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尤其是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在项目审批、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 

加强矿业生态环境保护，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的一年里，加大资源勘探力度，促进资源增储上产，

从而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主旋律下，对于矿业生态的聚焦愈

加凸显，无论是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还是矿山修复，



都无疑是今年矿业人高度重视的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潞安化工集团张世丽建议，加大支持力

度，建成更多国家级智能绿色示范矿井、智慧矿区，开展矿

区－城市“智慧绿色小镇”建设示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温枢刚建议，加大科

技创新，挖掘煤电减污降碳潜力。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挖

掘煤电减污降碳潜力，推动能源电力与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

型。完善 CCUS(二氧化碳捕获与利用)技术体系，部署煤电掺

烧“生物质+CCUS”研究和试点，促进能源系统零碳、负碳

发展，推进“煤电+”耦合发电。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龚绪龙建议，要

加强生态修复、资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技术创新攻坚，建议围

绕江苏矿产资源产业化、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施设立联合基

金。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海西州州长乔亚群建议，要坚定不

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严整改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坚

持不懈推进生态保护治理修复，持续巩固木里矿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成果。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高效利用矿产资源 

推动矿产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创新力度、培育新

质生产力是动力之源。推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保障矿产资

源安全的重要一环，如何在充分释放矿产资源经济价值的同

时，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进而有效降低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实现绿色发展是代表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稀土集团董事长敖宏建议，要深化稀

土产业整合，巩固全球竞争优势。稀土产业作为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

键产业，要锚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

推进传统产业强基转型，着力打造一流的规模生产力、绿色

生产力、数智生产力和产品生产力；另一方面，加快形成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发展路径，开辟产业新赛

道。 

全国人大代表、包头稀土研究院闫宏伟建议，要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推动稀土材

料在储能领域应用，建设稀土新材料应用基地。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前林建

议，“富矿精开”涉及找矿、采矿、选冶、精深加工，在采

矿、选矿、用矿等环节，通过对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和先进技

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才能将矿产资源价值“吃干榨尽”，让

新质生产力成为“富矿精开”的新动能。从国家层面建立和

完善我国尾矿、废渣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标准，加强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技术开发和标准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宝武董事长胡望明建议，针对当前

再生资源的主要问题，要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龙头企业打

造全国交易服务平台。建立和完善废钢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体系，对提高综合回收利用率，促进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

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一国家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建议，加大对国

产矿扶持，积极开发权益矿，支持废钢产业发展。一是加大

对国产矿扶持，积极开发权益矿，支持废钢产业发展；二是

加快推进储备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我国港口库存“稳定器”

的作用，平抑价格波动、服务保供稳价；三是建立国家级铁

矿石交易中心，编制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并推广应用，提升

国际贸易定价主导权；四是培育国家一流厂商，助力提升我

国在全球的资源投资能力；五是引导大型贸易商、钢厂等采

用境内铁矿石期货价格开展基差贸易，期现联动维护国家利

益。 

加强人才培养教育，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培养是关

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建议，  

发挥政府职能，加快制定“双碳”产业目录，完善产业细分

标准。通过增设“双碳”直接相关专业、支持高校自设“双

碳”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等方式，加快高校“双碳”学

科专业建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加快推动编写高质量“双碳”教材、培育跨学科“双碳”教

师团队，推进高校“双碳”教育模式革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印



萍建议，规范地勘行业职业准入建立注册地质师制度。在《矿

产资源法》修订中，要重视对地勘行业管理的制度安排，坚

持行业准入的资质管控，尽快建立注册地质师制度。国家实

行地质师资格考试制度和执业注册制度，实质性推动地勘单

位市场化改革，加强地质勘查行业管理，规范地质师执业行

为，保证地质工作质量和地质勘查市场秩序。 

全国人大代表、酒钢集团嘉峪关宏晟电热公司杜钧建

议，针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全面落实八级工制度，不

停留于泛泛而谈，要在国家政策和相关制度层面找到更有针

对性、普遍性的问题和建议。 

引领转型升级，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老矿区转型发展对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资源逐渐枯竭和煤矿的加快退出，老矿区发展也

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老矿区转型发展是矿业高质量

发展的短板弱项，也是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

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建议，要加大对老

矿区、老煤炭企业的资源配置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优势企业

与老矿区、老煤炭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鼓励新建重大项目、新兴项目向老煤炭企业倾斜，推动煤炭

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新能源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杨会军建议，

要加大对老矿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同时还要加大力度推进科



技创新，持续丰富创新平台，鼓励科研院校、装备制造厂家

和企业深度对接，加大对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

的研发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潞安化工集团张世丽建议，在中西部资

源富集区设立智能绿色矿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级综合

试验区、智能绿色开发技术试验中心与实践基地，建设国家

级智能绿色示范矿井、智慧矿区，高质量开发利用中西部矿

产资源，将中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引领中西部地

区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