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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焦点问题法评

价准则为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矿业行业自身的可持

续发展&并引进了一些新的动态指标#资源竞争力"资源消耗力"资源承载力"资源结构力"资
源破坏力"资源环保力和矿业发展力$从而可以动态地考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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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矿产资源经济学研究工作&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它是人类在面临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

等几大全球问题时’为了摆脱发展困境’经过沉重地

反思和积极地探索寻找到的发展战略&矿产资源是

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

出’最根本原因是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或称

有限性"耗竭性&&矿产资源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两方

面的作用#支撑和阻碍作用&其支撑作用表现在#提
供厚实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基础$促进矿业

城市的发展&其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工业*三废+的
排放和矿产资源本身的禀赋不足&所以’建立一套与

矿产资源开发有关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国民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图)!焦点问题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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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法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建立指标体系

的方法!!!焦点问题法&由于评估一个对象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时’所涉及的面广泛’数据杂乱’面面俱

到的做法会影响指标的实用价值&而焦点问题法首

先征求公众的意见’寻找公众对象最关心的方面进

行评价&这样可以缩小评估对象的评估面’减少指标

的数量’指标反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焦点问题法的

具体实施步骤为%图)&#%)&搜集资料&搜集的对象

包括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正在

进行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以及相关

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及专家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要

征求公众的意见’了解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提出

焦点问题&在系统"深入分析所搜集的资料的基础

上’提炼出焦点问题并就提炼的焦点问题征求公众

的意见’直至得到精炼的焦点问题为止&%*&建立评

价指标体系&也就是根据焦点问题建立评价指标&
%A&公众咨询&公众包括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决策

者"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直至广大平民百姓&讨论的

内容包括指标的表述"计算方法"指标的增减等&此
阶段的关键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在咨询公众的意

见后’确定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将建立的

指标体系应用到实践’并进行实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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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的确定

一般来说"可将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的焦点问

题总结为*个#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矿产资源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可分为A层#目标

层%准则层%方案层和指标层&目标层为最高层"即实

现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准则层陈列的是经过细致

研究后总结出的焦点问题"故也可称为&焦点问题

层’"点明了公众所优先关心的问题&方案层则反映

了应采取的行动方案&指标层是最底层"对指标的概

念%计算公式等进行说明&
!&"!焦点问题"!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

在评估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时"可以把指

标归类为A个方面(总量指标%资源利用效率%动态

支撑能力和消费结构)&
!&"&"!指标"!储量状况"资源竞争力!由于储量

状况是一种静态指标"不能动态地评价可持续利用

能力"所以这里引进了资源竞争力指标来代替&资源

竞争力的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从定义可知"资源竞争

力评估对象是矿产资源开采%开发%加工%利用的条

件"能揭示一个地区或矿区是否具备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的条件"有助于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资源"在自然资源开发需要中做出有效的分配**+&因
此"引进资源竞争力指标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评价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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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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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权重系数$#%#K)&权重系数的值按一

般方法用层次分析法(DLM)获得&")’交通运输条

件’矿产品的运输基本通过公路%铁路%水路*种方

式"评价交通条件也是根据这三者进行的’设评估区

域的公路运营里程为()"货运量为())"铁路运营里

程为(!"货运量为(!)"水路运营里程为(*"货运量为

(*)"所比较区域*种运输方式运营里程之和为)"则
") 可用下式求得#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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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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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第#种运输方式与比较区域相比的发展程

度$(#)-(())&(!)&(*))为第#种运输方式在评估区域

内所占运输总量的比重"作为权重系数反映第#种

运输方式的重要程度’"! 为资源禀赋优势&资源禀

赋优势是从储量的品位%储量的大小来评价"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品位%储量大小也会发生变

化&由于资源竞争力指标主要是评估资源开发环境"
为吸引矿业投资服务的&矿业投资的目的之一"是为

了获利"所以可以用预期的投资净收益率来评价资

源禀赋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投资净收益率K

!(年平均净收益-全部投资)N)((O& (*)

"* 为需求态势&需求态势用增长序列法来估算&增
长序列法的含义#由于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在对未来

需求态势进行预测时"引进过多的假设因子可能影

响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考虑到经济活动的惯性"可用

过去一段时间的增长率变化情况的加权平均值作为

未来需求态势的估算值&可得矿业需求态势预测公

式#

"*$%(,*(&%+),*+)&%+!,*+!&

!%+*,*+*&%+A,*+A$#
+A

#$(
%#*#& (A)

其中#*#’#年内矿产品消耗增长率$%#’权重系数$

%( 代表当年矿产品消耗增长率对预测值的影响程

度$%#意为以当年为基点"往前递推#年"第#年矿

产品增长率对预测值的影响程度’%# 的取值可用相

关度法得到&
!&"&!!指标!!资源利用效率"资源消耗力!资源

消耗力就是生产单位=PM的资源消耗水平*A+&计算

公式#

!(,)$,--.)((O& (@)
其中#,’评估区域资源使用强度$-&比较区域资源

使用强度"比较区域为研究者选定的进行比较的区

域对象&
,$%(,,(&%+),,+)&%+!,,+!&

!%+*,,+*&%+A,,+A$#
+A

#$(
%#,#" (")

,$ #年资源消耗总量

#年国民生产总值(=PM)&
(B)

!&"&#!指标#!动态支撑能力"资源承载力!资源

承载力是指矿产资源对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计算

公式#

!(/)$/-)&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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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现有资源存量可开采时间#)’资源从发现

到正式投入生产的建设周期’/的计算!设#为需求

增长率$0为现有资源保有储量$"为当年资源消耗

量$有!

"%&)&#’/$0$ &F’

/$%$G&)&#’0("$ &)(’
而#$%(%*(&%+)%*+)&%+!%*+!&

%+*%*+*&%+A%*+A$#
+A

#$(
%#*#& &))’

其中!%#*#&以当年为基点$通过向前递推A年$得

到平均需求增长率&
!&"&$!指标$!资源消耗结构"资源结构力!资源

结构力的定义为!资源&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资

源&能源’的使用力度&
评价模型!

!&1’$1(%0.)((O& &)!’

1’评价区域可再生资源&能源’消费比重$

1K
可再生资源&能源’消费量

资源&能源’消费总量 N)((O# &)*’

%0&比较区域可再生资源&能源’消费比重$一般选

发达地区水平作比较&
!&!!焦点问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问题是当前人类最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如何以最低的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将成为当代所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一大难题*@+&评估矿业对环境的影响$将从两个

方面进行!对环境的破坏和对环境破坏的补偿&
!&!&"!指标%!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破坏力!矿业

活动是破坏环境的一支重要力量$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并予以严格监督和有效控制&环境破坏力就是指

矿业活动对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评价模型!

!&23’$23(0*.)((O& &)A’
其中!23’实际排放污染总量#0*’按照排放标准允

许排放的污染量’这是理想的环境破坏力模型$利用

该模型得出的结论是超过标准越多$破坏力越大$这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统一使用一个0*标准时$
得出的结论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
!&!&!!指标&!对环境破坏的减负"资源环保力!
对环境破坏的减负$通用的有"个指标$其中具有代

表性和独立性的指标是矿产开发利用环保费)三废

综合处理率)土地复垦率及清洁能源占总能源的比

例等指标$四者各代表了一种减少矿业环境污染最

常用的措施&而资源环保力则是对这A个指标直接

进行聚合&
评价模型!

!&4#’$%)%4)&%!%4!&%*%4*&

!%A%4A$#
A

#$)
%#4#& &)@’

其中!%#&权重系数$采用DLM法获得#4)&环保费

用支出力度$其理想的计算是!

4)$
矿业环保费支出总额

矿业环境成本 .)((O& &)"’

由于矿业的环境成本不易计量$可用下式代替!

4)$
矿业环保费支出总额

矿业总收入 .)((O$ &)B’

环保支出额占收入的比重越大$则力度越大$反之越

小&4!$4*$4A 分别代表三废综合处理率)土地复垦

率和清洁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它们在统计资料上

可直接获取&
!&#!焦点问题#!矿业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指标B!规范化发展"""矿业发展力&矿业发展

力的评估应主要从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等要素的变

化进行考虑&于是可得矿业发展力的定义!在现有人

财物的条件下对矿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评价

模型!

!&0#’$

!%)%0)&%!%0!&%*%0*$#
*

#$)
%#0#& &)E’

其中!%#&权重系数$#%#$)用DLM法获得#0)&
人力资源支持$用过去@年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情

况来评估&
0)$5(%6(&5+)%6+)&5+!%6+!&

!5+*%6+*&5+A%6+A$#
+A

#$(
5#6#& &)F’

其中!6#为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率$

6#$ #年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年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

0!&投资变化率$用过去@年投资增长的变化情况来

评估$

0!$5(%#(&5+)%#+)&5+!%#+!&

!5+*%#+*&5+A%#+A$#
+A

7$(
57#7& &!)’

其中#7 为投资增长变化率$

#7$ 7年矿业投资资本额

7+)年矿业投资资本额+)& &!!’

0*&盈利变化率$用过去@年盈利率的变化情况来评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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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5+)"8+)&5+!"8+!&

!5+*"8+*&5+A"8+A$#
+A

7$(
5787& #!*$

其中87 为投资盈利增长变化率%

87$ 7年矿业盈利率

7+)年矿业盈利率+)& #!A$

到此为止%一套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基本上建立了%我们可以通过对*个焦点问题的B
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在实际计算中为了便于比

较%将结果均扩大)((倍%估算出该地区矿产资源的

可持续性%并可以进行横向&纵向比较&
总体说来%焦点问题法是一种崭新的建立矿产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的方法%它充分地体现

了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矿产

资源本身的独特性%焦点问题法可以说是一个较为

完善的指标体系&同时考虑到任何新理论&新方法的

建立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难免有所缺陷%所以焦

点问题法也应不断地完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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