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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赣州地区废弃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的实践,总结了不同县级行政区的不同类型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策略,分析了不同修复模式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废弃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的实

际案例,阐明了现阶段废弃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的瓶颈,提出了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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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abandoned mines in 

Ganzhou area, summarizes different typ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rategies for abandoned mines in different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different restoration models; 

Based on numerous practices of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abandoned min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bottlenecks of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abandoned mines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rough market-oriente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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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

源开发是必要的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的生态环境破

坏[1]。矿产资源开采完之后,废弃矿山被遗留下来,矿山生态修

复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矿山生态修复的工作由简单复绿向自然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现今的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不仅要考虑植被、生物多样性等必要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还需考虑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吻合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修复

区域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融合。面对矿山生态

修复数量大、资金欠缺等问题,市场化生态修复模式逐渐从理论

走向实践。 

1 赣州废弃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的探索 

赣州市是江西省第二大城市,是我国重点的有色金属基地

之一,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的美誉,集中了大量不同

类型的有色金属矿山[2]。为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赣州积极探索多项生态

修复策略,通过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先行、流域生态补偿先试等措

施,全面推动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工作,致力于成为我国南方崩

岗治理示范区、废弃稀土矿山环境修复样板和山水林田湖草综

合治理样板区。废弃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具有显著的属地特性。

赣州市下辖18个县级行政区,不同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布局结

构差异大,废弃矿山类型迥异。赣州积极探索多项生态修复策略,

通过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先行、流域生态补偿先试等措施,全面推

动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1寻乌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模式 

寻乌县内矿产产量多并且矿种丰富,其中稀土资源丰富。由

于早期在开采过程中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大面积的植被

破坏、水土流失、河道淤积、耕地淹没、水体污染、土壤酸化

等生态破坏。寻乌县探索出了废弃稀土矿山“山上山下、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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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流域上下”的“三同治”治理新模式,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控制。 

在科学化的“三同治”治理模式下,寻乌县将昔日的废弃稀

土矿山面貌逐渐改变,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单位面积水土流

失量降低了90%,强度由“剧烈”降为“轻度”。区域内河流水质

逐步改善,水体氨氮含量减少了89.76%。废弃稀土矿山经过客土

置换、增施有机肥和生石灰改良表土后,废弃稀土矿山区域内的

土壤理化性状得到显著改良,从治理前土壤有机质含量几乎为

零、仅有6种草本植物生长的“南方沙漠”,转变为有百余种草

灌乔植物适应生长的“绿色景区”,植被覆盖率由10.2%提高至

95%,青草绿树逐渐覆盖了贫瘠的土地,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

增强。 

1.2会昌模式 

会昌县率先在区域内探索利用“政府主导、国企建设、综

合治理、收益共享”矿山生态修复新模式,大力推进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工作[3]。会昌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中变“零星分

包”为“总体承包”、变“单纯修复”为“融合发展”、变“单

打独斗”为“协同作战”,打通了“废弃矿山到绿水青山、绿水

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初步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成为了赣州创新生态修复

模式。 

1.3兴国模式 

兴国县废弃矿山点多面广,普遍存在表土裸露、水土流失、

河沟淤堵、良田毁坏等环境问题,滑坡、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频发。兴国县在全省率先采用市场化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方式,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复绿增植和土地综合整治,使一座座

废弃矿山恢复了绿水青山,走出了一条“还原绿水青山,再造金

山银山”的市场化废弃矿山治理新思路。 

1.4瑞金模式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全国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中国重要的红色旅游城市。瑞金市在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中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资金6亿元,开展

矿山生态修复,充分结合瑞金红色基因,建设形成了一批有影响

力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2 赣州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市场化遇到的问题 

2.1生态修复投入与修复产品价值产出难均衡 

在实践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的平衡难以达到,如何处理

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同时,生态修复需要

持续的维护和管理,但缺乏长期的维护机制,生态修复后容易失

去成效。现阶段的生态修复往往需要大体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实

现有效的生态恢复效果,同时在生态修复后,还需要持续的资金

投入用于维护生态恢复效果,如矿山地质公园的建设需对基础

设施的维护投入长期人力、物力、财力,以保障矿山公园的正常

运行；林地、草地、耕地也需要长期的管护,以避免地块荒废,

导致生态退化。 

2.2高陡边坡生态修复技术问题 

高陡边坡一般是由于采石场矿山露天开采形成,对于此类

问题的治理普遍采取护坡固土、基质改良、植被营建“三位一

体”技术。护坡固土普遍采取浆砌石法、锚喷支护法等常规技

术,基质改良为施加堆肥、生物炭等土壤改良剂,植被营建多采

取乔灌草相结合、外来物种与乡土物种相结合等植物配置技术,

普遍存在工程造价较高、长期持续作用较弱、人工养护难度较

大等问题,修复完成之后难以有效利用。 

2.3地下硐采修复技术问题 

相对于“露天采矿”方式而言,硐采作为一种地下采矿方式,

广泛应用于钨矿、萤石矿等矿种。硐采避免了因地表剥离对环

境的破坏,但硐采后矿山形成大面积采空区,易发生地面沉降,

甚至导致地面塌陷等安全隐患,对矿区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何

有效应对采空区的安全回填,如何对硐采后产生的底面塌陷区

进行修复,是硐采矿区生态修复的主要技术难题。 

2.4土壤污染修复技术问题 

赣南地区稀土资源丰富,稀土矿开采时间较长。废弃稀土矿

山生态修复主要采用表层覆土、植被复绿、局部淋滤等技术。

对于平缓的采矿区进行表面整平、清理,平整后需进行覆土、植

被复绿；对于土壤酸度较大的地区,采用生石灰进行中和,改善

土壤酸碱度,取得一定的效果。目前,在稀土矿开采过程中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如原地浸矿技术中浸矿液进入地下后渗透路径

复杂,部分浸矿液残留在土壤中是这些地区土壤污染的主要形

式,深层土壤的修复和地下水渗流过程中污染的迁移是亟待解

决的难题。 

3 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建议 

基于以上废弃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的众多实践,从市场

价值取向(利益)角度看,现阶段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瓶颈在

于大体量的投入无法保障有效的经济效益产出,在实施“绿水

青山”生态价值的同时,持续的经济价值转换才是生态修复的

长久之计。 

3.1优化市场化运营模式,提升社会资本参与矿山修复的积

极性 

《江西省矿山生态修复与利用条例》于2022年7月26日通过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自

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成为全国首个矿山生态修复方面的省级

地方性法规。 

《江西省矿山生态修复与利用条例》通过厘清矿山生态修

复责任主体、明确修复措施和方式、执行绿色矿山规定和建立

矿山生态修复基金制度、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支持政策等,为矿山

生态修复提供了富有实效的法治解决方案。针对矿山修复政府

资金投入不足,企业基金难保障修复实施的情况,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江西省通过多举措、多政策推进省内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但对于项目的实施和落实过程,对于社

会资本的收益过程,没有有效的保障途径和措施,投资收益比例

的高低没有有效的引导,使得社会资本想介入参与完成矿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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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工作,但是对于资金的回收保障,却是力不从心。政府层

面,应从市场的角度,对项目的投资失败与收益做出认可,应认

可收益的高与低,同时对于项目产出的既得收益,县级政府层

面应纳入专项环保资金审计和使用,优先保障社会资本的相

应收益。 

3.2完善验收规则,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现阶段废弃矿山修复严格按“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的原则执行,对于有条件的区域,鼓励适度开展耕地建设

工作,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落实“一矿一策”的生态修复原则,

针对不同矿区、不同矿点,采取不同区域、不同措施、分区建设

的措施。 

对于现阶段生态修复工作,各实施主体因地制宜,完成了各

类矿山林地、草地、耕地的改造,但难以开展有效途径的验收。

对于单个项目而言,能有效持续的林业草地生长、农业种植,对

原破坏的矿山区域则可认定为已完成了工程修复措施,但据目

前赣州市开展的县域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而言,兴国县、会昌县等

两个先行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县项目开展长达三年之久,现初步

开展了项目验收工作,项目整体投资近亿元,企业的资金成本投

入及管理投入,政府等层面的协调工作在项目完全验收前,仍需

持续开展和投入,对于企业和政府是巨大的时间和成本考验。 

以项目实际效果为项目验收导向,从满目疮痍的矿山生态

破坏状态恢复成“林、草、耕”能有效生长的状态,是合格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最基本的验收标准,简化相关的验收程序和步骤,

加快项目的验收,生态价值的认定和耕地指标的验收工作,对于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3拓宽收益途径,将修复指标纳入新增采矿用地平衡管理 

矿山生态修复的本质是项目投入与价值产出问题,价值收

益是企业投入参与废弃矿山市场化修复的基本要求。对于矿山

修复后期可利用指标的认定,参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模式,将

存量矿山的修复指标纳入新增采矿用地的指标平衡计划管理,

严格落实新增采矿用地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补偿工作,为存量废

弃及在产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和新增采矿用地生态环境的损毁和

破坏创造市场需求。因此,完善地指标交易政策、加快项目验收

和指标核定、缩短项目实际开展时间等方面能够较好地激发社

会资本参与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积极性。 

4 总结 

赣州地区废弃矿山类型多,不同县区经济布局存在差异,各

县区坚持以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废弃矿山生

态系统问题为导向,探索了一些适应于赣州本土化特色的废弃

矿山市场化生态修复模式和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助推了赣

州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质提效,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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