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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十四五”时期，是象山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起步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象山仍处于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性

机遇期。为扬优势补短板增活力，要求更好发挥矿产资源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保障矿产资源有效供给，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象山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浙

江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宁波市矿产资源“十四

五”规划》、《象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等要求，

制定《浙江省象山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

划》），主要阐明象山县“十四五”矿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明确政府宏

观调控重点，引导矿业市场行为方向，是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政府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

《规划》基准年 2020年，期限 2021年-2025年，展望到 2035年。

《规划》适用范围为象山县所辖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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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形势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象山县居浙江省中部沿海，象山港与三门湾之间，三面环海，两港

相拥，陆域面积 138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6618平方公里，海岸线 925

公里，海岛 505个，辖 10镇 5乡 3街道，2020年末全县总人口约 54.4

万人。

县域内拥有浙江象山海洋综合开发与保护试验区、象保合作区、浙台（象

山石浦）经贸合作区等开发区，先后荣获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省首批美丽乡村

示范县、省全域旅游示范县、省示范文明县城、省园林城市、省森林城

市等荣誉称号，素有“海山仙子国、东方不老岛”之美誉。

2020年，象山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63亿元，财政总收入 81.7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7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557

元，打赢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战。

2020年象山县矿业总产值约 2.98亿元，在全县经济所占比重较小，

但有力保障了象山境内交通、水利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及城镇化建设对建

筑用石料的需求，对象山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二）矿产资源现状

1、矿产资源特点

象山县域内发现矿产 14种，矿产地（矿点）36余处。其中金矿 1

处、铅锌矿 4处、铜矿 2处、铁矿 5处、锰矿 4处、钨矿 1处、铌钽矿

1处、萤石矿 8处、珍珠（松脂）岩 2处、高岭土矿 3处、灰岩 1处、

饰面板材 2处；另有建筑用石料矿、地热和矿泉水等矿产资源。已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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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小型矿床 2处，地热小型矿产地 1处，萤石中型矿产地 1处，其

他均为矿（矿化）点；地热具有较大潜力。

象山县矿产资源特点是：萤石资源较丰富，地热成矿条件有利，资

源潜力较大，其他矿产资源贫乏；建筑用石料矿资源丰富，为县域内开

发利用主矿种。

2、上一轮规划实施成效

完成上轮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至 2020年底，全县尚有采矿权 7

宗，其中建筑用石料矿 6宗，地热 1宗。

2020年全县建筑用石料开采量约为 600万吨，地热开采量约为 0.54

万吨。建筑用石料主要以供应本地市场为主，保有资源储量约 6000万

吨。“十三五”期间，累计 42宗废弃矿山完成生态修复。

2020年矿业总产值约 3亿元，矿业利润约 0.14亿元。

——基础地质调查支撑更加有力。落实“浙江省 711土地质量地质

调查工程”，完成象山县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调查耕地面积 1344平方

千米，新增富硒土壤约 6.22万亩，为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土地整理、

土壤污染防治等土地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建立了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档

案，建成象山县土地质量数据库，完成与土地管理“一张图”平台对接，

为象山县新农村建设、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

——地质勘查实施更加有效。扎实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十三五”

期间延续萤石矿探矿权 3宗。全县探矿权勘查总面积减少到 5.09平方

千米，勘查目标更加明确。

——矿山结构布局更加优化。至 2020年底，全县建筑用石料矿山

减少到 6宗，大中型规模比例达到 100%，全县矿山向东部沿海一带集

中，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地质环境保护更加到位。全面完成“打赢蓝天保卫战”、“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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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生态修复三年行动”、“绿色矿山建设三年专项行动”等任务目标；

累计建成绿色矿山 5家，现有绿色矿山 3家，应建矿山建成率 100%；

矿山“边开采、边治理”要求得到有效落实，粉尘防治达标率 100%，

矿容矿貌得到明显改善；“两路两侧”、“四边三化”等可视范围内露

天石料矿山全部关闭，42家废弃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矿区治理面积约

60万平方千米，土地复垦面积约 400亩。

——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更加深入。创新矿地用途，盘活矿地新空间，

沿海围垦、象保区建设等项目需要设置的矿山实行整体性开挖，场平后

又作为建设用地。“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新增矿地 500多亩，为乡村振

兴、新型城镇化建设拓展了新空间。

——矿政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矿业权管理权限更加明确，矿业权

网上交易、净矿出让机制更加严格，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新模式初步建立，

储量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地矿信用监管全面实施；全县 31个特定

区域列入压覆矿产资源白名单，矿产资源领域“一事联办”、“最多跑

一次”改革初见成效，矿产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显著提升。

3、矿产资源形势

（1）矿产资源面临的形势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象山将建成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成为宁

波争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要功能区；打造宁波城市南翼副中心，成

为甬台温舟沿海经济大走廊的重要节点、宁波市辐射温台地区的“桥头

堡”。上一轮矿产资源规划实施以来，象山县矿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但矿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新阶段、新理

念、新格局，对象山县矿产资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使命与新要求。

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县对矿业绿色发展提出新要求。“十四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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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象山县将全力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县。要求深入推进矿业绿色发展，

健全完善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提升绿色矿山建设内在动力，推动矿山企

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管控矿山环境风险和生态安全，

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

新城镇化建设对矿产资源保障提出新要求。“十四五”时期，象

山将深入实施亚运城市行动，加快形成“一核引领、两翼齐飞、三极支

撑、全域美丽”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着力构筑“陆港、海港、空港、

信息港等四港”联动发展格局。要求按照“充分保障、宁宽不紧”的原

则，多渠道建立砂石料矿产资源保障机制，合理设置矿业权数量，提高

准入门槛，增强矿产资源供给的针对性和持续性。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对矿山布局提出新要求。“十四五”时期，

象山将力争沿海高铁过境象山设站，动建宁象市域快轨，建成高速石浦

连接线，开工建设象山港二通道、G527国道，谋划甬金高速复线、象

山东海岸高速等廊道；加快“两港八区”基础设施建设，谋划推进通用

机场建设。要求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红线刚性管控，科学划定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区域，实现矿业优化

布局。

打造智慧城市对智能矿山建设提出新要求。“十四五”时期，象

山将提升整体智治水平，构建高效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创建新型智慧城

市。要求聚焦数字经济，推进矿山智能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信息化、

操作自动化，打造“实施高能、数字赋能、管控智能”的现代化矿山，

助推矿业高质量发展。

矿产资源领域管理制度改革对矿政管理提出新要求。“十四五”

时期，象山矿政管理水平将迈向新阶段，高效化、透明化、法治化得到

进一步升华。要求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矿产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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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战，准确把握新特点新要求，全面运用系统观念、系统方法、系统

思维，加强政策综合集成，努力开创新时代矿产资源管理新局面。

（2）矿产资源需求预测与供应能力

建筑用石料仍是第一需求，分片区供给压力较大。预计“十四五”

期间象山县建筑用石料需求量约为 1400万吨/年，主要集中在交通、水

利工程及城市建设等领域。

2020年在采矿山设计产能约 1516万吨，实际产能约 600万吨。根

据现有建筑用石料矿山布局，至 2025年，全县已有建筑用石料矿山基

本开采殆尽，供需压力较大。“十四五”期间，按照“充分保障、宁宽

不紧”原则，通过优化建筑用石料矿山布局，科学有序投放采矿权，充

分保障预测需求。

机制砂市场回暖，供给运输半径面临考验。“十三五”期间机制

砂产业得到一定发展，建筑市场现处在稳步上升阶段，象山县机制砂保

障面临新的考验。2020年，全县无矿山企业生产机制砂。预测“十四

五”期间象山机制砂需求量约为 300万吨/年。象山县域内机制砂可供

性较差，一般按 10%进行加工，平均每年可生产机制砂约 140万吨，

配套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环境承载能力及辐射半径，象山县机制砂供

给可能无法充分满足全县重点工程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求，部分需要

邻县支援。

矿泉水需求基本保持稳定，地热资源需求持续提升。受市场供需

影响，象山县域内无矿泉水生产企业，未形成大规模开采。地热资源具

有强烈的旅游资源特性和医疗属性。随着休闲旅游、生态环保意识加强，

社会对地热资源的巨大需求已经显现，对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期许越来越

高。

能源、大宗金属矿产资源短缺，依赖外供。象山县短缺能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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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产资源，仍以外部输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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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努力建设全国大城市一流强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聚焦“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以矿产资源

要素保障为核心，以矿业绿色发展为主线，确保资源供给与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相适应，矿产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全力打造“数字赋能、管

控智能、实施高能”的矿产资源治理体系，为象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样板县助力。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统筹开发利用布局。深入贯彻“两山”理念，坚

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调整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布局，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发展，助力实现碳达

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

坚持需求导向，提高服务保障能力。科学统筹矿产资源开发力度，

合理设置采矿权，形成协调有序的资源开发保护新格局，加快形成砂石

料矿产保障机制，促进机制砂行业健康发展，全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

建筑用石料等矿产资源需求。

坚持优化配置，提升合理利用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严格控制矿

山数量，提高准入门槛，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

用进行全过程控制，将环境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持续推进矿地综合开



9

发高效利用，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坚持绿色开发，深化矿业绿色发展。总结绿色矿山建设成效，加

强矿业绿色发展成果宣传推广，引领传统矿业转型升级，加快健全矿业

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突出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实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全周期、全链条绿色管控。

坚持依法管矿，加强资源效益共享。全面落实自然资源工作新职

责定位，坚持依法办矿、依法管矿和依法用矿，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规范有序发展。深化“阳光矿政”工程建设，加强诚信监管，不断提升

矿产资源管理法治化水平。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各方利益，推进效益

共享和资源惠民，形成资源共享共治体系。

坚持数字赋能，提升矿政管理水平。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加快

“全域化管控，品质化标准，数字化基础，自动化生产，效益化决策”

建设，全面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三）规划目标

1、2025年规划目标

锚定 2035年远景目标，对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

以“重要窗口”为使命担当，加快打造以“三条控制线”为前提的矿产

资源开发保护新格局，以智能化绿色矿山为基础的矿业绿色发展新格

局，以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保障新格局，以数字赋能为手段的矿产资源

治理新格局，推动象山矿产资源管理现代化继续走在前列。

矿产资源调查水平进一步提升。开展省市“地热扩能”五年专项

行动，配合开展 1∶5万区域地质调查与评价工作和县域内萤石矿勘查

工作，落实开展市级规划的地热矿产资源调查工作，矿产资源保障程度

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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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明显提

高，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80%以上，其中建筑用石料矿山大中型比例

达到 100%。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7个，其中建筑用石料矿山数量不超过

5个。

矿业绿色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形成。建立健全矿业绿色发展长效机

制，绿色勘查有序推进，部署实施绿色矿山质量再提升行动，开展智能

化绿色矿山建设，应建绿色矿山建成率达到 100%，积极推荐辖区内绿

色矿山纳入绿色矿山省级名录库、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 1家，矿山“三

率”水平达标率达到 95%以上，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达到 100%，新增

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800亩，基本形成矿业绿色发展新局面。

矿产资源数字化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改革全面推进，矿

业权管理、储量管理、监督管理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重塑，建立“一矿

一码”、权责对等、分工明确、风险可控、高效协同的管理新机制；加

快形成矿产资源互联网+监管、信用监管、掌上执法监管新模式，矿产

资源数字化管理建设初见成效。

2、2035年远景目标

矿业发展与生态文明有机融合，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

作用更加明显，矿产资源开发全生命周期绿色管控全面实现，矿产资源

利用更加集约高效，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全面完成，数字地矿基本建成，

未来矿山初见成效，矿产资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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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 象山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主要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基准年

（2020年）

目标年

（2025年）

指标

属性

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

与保护

采矿权数

固体矿产采矿

权总数（其中建

筑用石料采矿

权数）
个

6（6） 5（5） 约束性

地热 1 按需设置 /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 ≥95 ≥95 约束性

结构调整

建筑用石

料矿集中

开采区准

入规模

市级 万吨 / 200 约束性

大中型矿

山比例

所有矿山 % 86 80 预期性

建筑用石料

矿山
% 100 100 预期性

矿业绿色

发展

绿色矿山

应建绿色矿山

建成率
% 100 100 约束性

积极推荐辖区内绿色矿山纳入绿色矿山省级名录

库、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 1个 预期性

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 100 100 约束性

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 亩 / 800 预期性

注：生态修复类项目不计入采矿权总数；集中开采区外最低准入规模 100万吨/年（不含生态

修复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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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与勘查

强化空间引导，优化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与勘查保护布局，建立和完

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多方投入”的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和矿产资源勘查运行新机制。

（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配合开展象山境内的 1∶5万区域地质调查与评价工作，落实市级

规划的地热矿产资源调查工作。

开展高品质、特供建筑用石料矿等调查评价，查明资源分布和品质

特征，提供一批可开发利用的点位。

（二）矿产资源勘查

以遵循地质成矿规律、市场需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为原则，优化

勘查工作布局，调整勘查重点，促进地质找矿取得新的进展。

对已有探矿权项目深入开展勘查工作，鼓励并积极引导开展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活动，重点落实

地热清洁能源勘查工作。

1、勘查规划区块

落实上级规划划定的地热勘查规划区块 1个。

专栏二 矿产资源勘查规划分区

1、象山县石浦镇半边山旅游度假村地热资源勘查规划区块（KQ001）：位于

石浦镇东卫村半边山一带，划定面积约 22.82平方千米。

（三）管理要求和措施

1、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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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项目质量监管体系，制定

地质调查工作监督考核办法，将地质调查项目承担单位与项目组人员纳

入地矿信用管理系统。强化对项目立项论证、监理、检查、成果验收等

工序的监督管理。

2、矿产资源勘查管理要求和措施

坚持差别化管理原则，区分不同矿种、不同区域、不同权限、不同

资金来源，分类制定管控措施，明确矿产资源勘查调控方向。

（1）落实勘查保护空间管控要求

落实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区、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等关于矿产

资源勘查的管控措施。禁止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除地热、矿泉水和矿

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之外的矿产资源勘查活动。

（2）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差别化管理

根据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禁止硫铁矿、泥炭、石煤和汞矿等矿种

勘查；限制铅、锌、明矾石和砂金、砂铁等重砂矿物等勘查活动；重点

开展建筑用石料、地热、矿泉水等矿种勘查。

专栏三 禁止、限制和允许勘查矿种

禁止勘查矿种：硫铁矿、泥炭、石煤和汞矿等

限制勘查矿种：铅、锌、明矾石和砂金、砂铁等重砂矿物等。

允许勘查矿种：建筑用石料、地热、矿泉水等。

（3）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准入及管理

严格矿产资源勘查准入条件，矿产资源勘查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服从相关行业以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整合工作的相关要求，鼓励社

会资金开展商业性勘查。

（4）加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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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探矿权人认真做好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杜绝“圈而不探”现象；

加强环境保护力度，进行绿色勘查；实施动态监管，严禁“以探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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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一）开发利用调控方向

根据省、市重点保障、限制和禁止开采的矿种，禁止泥炭开采；限

制开采硫铁矿等；重点保障建筑用石料、地热、矿泉水等矿种开采。

专栏四 禁止、限制和重点开采矿种

禁止开采矿种：泥炭等。

限制开采矿种：硫铁矿等。

重点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地热、矿泉水等。

（二）开发利用强度

矿地综合开发利用类项目采矿权纳入规划控制指标管理，至规划期

末，全县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数量控制在 5个以内（不含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类采矿权）。地热矿产资源开发基本维持现状，采矿权数量基本

控制在 1个，视情况可按需设置。

（三）开发利用布局

严格遵循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执行“三线一单”准入制

度，以矿地综合利用为资源保障新形势，实现绿色矿业一体化发展路线。

落实市级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合理划定建筑用石料矿开采规划区

块。

1、落实开发保护空间管理措施

坚持差别化管理原则，区分不同矿种、不同区域、不同权限、不同

资金来源，分类制定管控措施，明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调控方向。

落实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区、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等关于矿产

资源开发的管控措施。禁止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除地热、矿泉水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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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之外的矿产资源开采活动。

2、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

落实上级规划布局的象山县爵溪街道公屿村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

采区（CS007市级）。

专栏五 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

象山县爵溪街道公屿村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CS007市级）：面积约 1.94

平方千米，拟设采矿权 1个，资源量规模约 5900万吨，设计年开采规模约 1180万

吨，设矿方向以矿地综合利用为主，助力小微工业园区建设。

3、开采规划区块

划定建筑用石料矿开采规划区块 7个。

专栏六 开采规划区块
1、贤庠镇大石门村、蒲门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1）：位于贤庠镇

大石门村、蒲门村，面积约 0.5488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

矿，开采标高+57米-+5 米，资源量约 2000万吨，设计开采规模为 300 万吨/年，

设计开采年限 3年，投放时序 2023年，石料主要供应方向为贤庠镇及周边的建设

项目。设矿类型：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810亩。

2、涂茨镇屿岙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2）：位于涂茨镇屿岙村，面

积约 0.1880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标高+52米-+3

米，资源量约 350万吨，设计开采规模为 200万吨/年，设计开采年限 2 年，投放

时序 2023年，石料主要供应方向为涂茨镇及周边的建设项目。设矿类型：矿地综

合开发利用。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197亩。

3、涂茨镇横山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3）：位于涂茨镇横山村，面

积约 0.3559平方千米 ，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标高+90米-+5

米，资源量约 1700万吨，设计开采规模为 400万吨/年，设计开采年限 5年，投放

时序 2024年，石料主要供应方向为涂茨镇及周边的建设项目。设矿类型：矿地综

合开发利用。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381亩。

4、爵溪街道公屿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4）：位于市级集中开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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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位置在爵溪街道公屿村，面积约 0.9010平方千米 ，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

灰岩）矿，开采标高+110米-+5米，资源量约 5900万吨，设计生产规模 1180万吨

/年，设计开采年限 5年，投放时序 2021年，设矿方向为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新增

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1300亩，助力小微工业园建设。

5、东陈乡东湾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5）：位于东陈乡东湾村，开

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矿区面积 1.5000平方千米 ，开采标高+152米

-+5米，资源量约 1.00亿吨，设计年生产规模 2000万吨，设计采矿年限 5年。投

放时序 2025年，设矿方向为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1800亩，

助力航天智慧科技城项目落地。

6、石浦镇雷公山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6）：位于石浦镇雷公山村，

面积约 0.6261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标高+91米-+5

米，资源量约 1600万吨，设计开采规模 350万吨/年，设计开采年限 5年，投放时

序 2024年，石料主要供应方向为浙台贸易区、石浦镇及周边的建设项目。设矿类

型：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716亩。

7、鹤浦镇前龙头村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CQ007）：位于鹤浦镇前龙头村，

面积约 0.0593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标高+79米-+5

米，资源量约 300万吨，设计开采规模为 100万吨/年，设计开采年限 3 年，投放

时序 2022年，石料主要供应方向为浙台贸易区、石浦镇及周边的建设项目。设矿

类型：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四）开发利用结构

1、规模结构调整

以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为根本目标，保障全县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调控开采总量和矿山数量，调整矿山生产规模。规划期末，大中型

矿山比例达到 80%以上，其中建筑用石料矿山大中型比例达到 100%；

提高矿产开发准入门槛，进一步优化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最低开采

规模准入标准，其中市级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最低准入开采规模不

低于 200万吨/年，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以外最低准入开采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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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100万吨/年（不含生态修复类项目）。

2、技术结构调整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训，提高矿山技术人员比例

和从业人员素质。推进矿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

和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全面提升矿山设计、工艺、设备、管理水平。

鼓励矿山采用潜孔钻凿岩，湿法、干法捕尘，圆锥机破碎整形，产品水

洗，工厂化全封闭生产，确保粉尘达标排放。临近最终边坡采用预裂（光

面）爆破，严格落实“边开采、边治理”的生产模式。采用信息化、视

频化，实现远程监控作业。

3、产品结构调整

引导建筑用石料矿山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发展矿产品深加工以及产

品系列化，优矿优用，开发高品质、多规格碎石和机制砂等新产品。推

进轨道交通、高铁专用石料和高档精品石料系列加工，推行现代化加工

体系、智能化装备；利用取料优势，构建混凝土搅拌站等一体化生产企

业，延长产业链。研究机制砂泥浆综合利用，逐步实现无尾矿留存。矿

泉水提升加工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向高质量、高品质产业链发展。

（五）开发利用水平

建筑用石料矿山严格实施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深入落实“边开采、

边治理”生产模式；采用互联网+技术，采用智能化系统和技术，实现

砂石从开采、运输到生产、经营过程的动态实时监控、自动化运行、无

人化操控和智能化决策；引入大型采挖机械设备及专业化施工队伍，改

变传统开矿模式。鼓励设置集中加工处理中心，实施集中、高效化运作；

全县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95%以上，建筑用石料综合利用率达 95%

以上。全面推进无废矿山建设，基本实现废水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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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业绿色发展

（一）绿色矿山建设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绿色矿山建设，按照应建必建、第三方评估、

达标入库的原则，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水平，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已有绿色矿山做好维护，并进行创建质

量再提升；在采矿山严格按照建设标准，认真履行义务，保质完成绿色

矿山建设。

加强对绿色矿山分类指导和监管。新建矿山正式生产后六个月内，

必须完成绿色矿山建设，并按相关规范和要求实行监管。重点围绕数字

化、智控化、无人化、可视化四个方面，形成具有象山特色建设标准，

推进象山县绿色矿山智能化建设。

完善绿色矿山建设监管机制，细化绿色矿山的监管要求及罚则。强

化第三方评估机制，对接地矿信用系统及互联网，实现智能化、公开化

监管体系，实行黑名单制。

专栏七 绿色矿山建设

1、绿色矿山名录库：规划期内，积极推荐辖区内绿色矿山纳入绿色矿山省级名

录库、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 1个，强化绿色矿山建设质量监督，全面提升绿色矿山

建设水平。

2、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对标示范，逐步进行矿山数字化基础建设。

3、绿色矿山质量再提升工程：重点针对中小型矿山，突出矿容矿貌、现场管理

等方面，部署开展绿色矿山建设质量再提升三年专项行动。

4、应建绿色矿山建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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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1、总体要求

坚持绿色发展，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统筹协调

矿产开发与环境保护。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的保护与治理新

机制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化运作保护与治理新模式，扎实有序

开展新建（在建）矿山生态保护、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强化矿山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形成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新局面。规划期末，矿区土地

复垦率 100%，粉尘防治达标率 100%，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新建（在建）矿山生态保护

新建矿山必须有与生产规模和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污染处理能力和

生态恢复措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按规定

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签订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

理责任书；开展矿山开采环境影响评价；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安全

设施设计方案、矿山地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暨土地复垦方案

同步编制、审查、实施；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为矿山自然生态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结合矿山基建期建设，建成自

上而下分台阶（层）开采的开拓运输系统，同时建成废水、废气、粉尘、

噪声和固废达标排放的环保系统。

3、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严格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要求，建立健全矿山建设、生产、闭

坑全周期、全矿区、全环节的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机制。科学划定矿区

生态功能分区，及时对损毁土地、闲置土地进行治理恢复，做好水土保

护等工作。

改进生产工艺，加强开发利用过程中爆破、破碎、储运等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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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粉尘防治，加大对矿山运输车辆、运输道路的扬尘防治，确保粉尘防

治达标。推进矿业领域循环经济，加强废弃资源综合回收利用，加强矿

山剥离表土、低品位矿、废石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废水循环利用，

确保“三废”排放达标，废水循环利用率 100%。

实现矿山开发过程和生态保护修复动态全监管，对发现的问题责令

整改，建立台账，形成矿山环境保护制度化。

（三）矿地综合开发利用

坚持“宜建则建、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景则景”的原则，实施

“一类一方向，一矿一项目”。统筹矿地综合开发利用与后续产业发展

需求相结合，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做好矿地综合利用

工作，形成政府主导、全域推进、矿地融合、产业衔接的具有象山特色

开发模式，进一步升华矿地资源利用经济效益，实现资源开发、矿地利

用和生态保护三者协调发展。

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按照“最多跑一次、快审批、快开矿、早

出地”的要求，优化政策协调、审批流程、施工工艺、运营模式等，明

确激励政策，加快项目落地。规划期内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8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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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实施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政策衔接，构建

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形成规划实施合力。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县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生态环境、应急、住建、交通、水利、公安等多部

门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本规划组织实施工作，及时研究解决规划实施过

程中重大问题。辖区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将规划实

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规划实施共同责任机制。

（二）加强要素保障

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要根据职责分工，统筹政策实施、项目

安排、资金保障和机制创新等工作，加大专项资金投入，拉动鼓励社会

资金进入矿业活动领域。要加强重大工程实施领导和组织协调，优化相

关项目的审批程序，积极落实工作经费，切实提高资金保障水平。

（三）加强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会监督、严格执法的规划实施监

督管理工作机制。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监管重点和工作部署，

实行专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相结合，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督察。强化

对规划重点区域矿产勘查开发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时纠正违反规划行

为。建立健全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制度，落实规划中期评估、期

末总结，及时向县人民政府和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规划执行情

况、监督管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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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规划宣传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各级矿产资源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划》内容，提高全民地质矿产知识和矿情认识水平，增强

矿产资源法制意识和规划意识，形成正确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

展观念，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矿业绿色发展、矿地融合的理

念贯彻到自觉行动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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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本《规划》由文本、附图、附表和数据库组成，具有同等效力。

本《规划》实施时限：2021-2025年。

本《规划》由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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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截至 2020年底象山县主要矿产资源量表

序号 矿产名称 矿区数（个） 资源量单位 资源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1 地热 1 立方米/日 400 400 / /

2 铅锌矿 2 万吨 22.383/0.41833 / 10.025/0.24533 12.358/0.173

3 萤石 3 万吨 16.323/13.254 / 16.323/13.254 /

4 珍珠岩 1 万吨 545 / 45 500

5 建筑用石料 6 万吨 6047.66 60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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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截至 2020年底象山县主要矿区（床）资源量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矿区编

号
矿区名称

矿产

名称

矿产

组合

地质勘

查工作

程度

开发

利用

情况

矿区

规模

品位

单位

平均

品位

资源

量单

位

资源量

探明

资源

量

控制

资源量

推断

资源量

1 Q001
浙江省象

山县钱仓

铅锌矿

铅矿
铅锌
银镉

普查 停采 小型

重量
百分
比、克
/吨

Pb+Zn
2.11-5.00%,

Ag
49-58.20克

/吨

万吨 4.485/0.11123 / 4.485/0.11123 /

2 Q002
浙江省象

山县茅洋

萤石矿

普通
萤石

单一
矿产

普查 停采 中型
重量
百分
比

CaF2 79.57 万吨 16.323/13.254 / 16.323/13.254 /

3 Q003

浙江省象

山县东海

铭城地热

矿

地热
单一
矿产

勘探 开采 小型 / / 立方
米/日 400 400 / /

4 Q004
浙江省象

山县沈山

岙铅锌矿

铅矿
铅锌
铜银

详查
未利
用

小型
重量
百分
比

Pb+Zn平均
4.34%，

含 Cu、Ag
万吨 17.898/0.3071 / 5.540/0.1341 12.358/0.173

5 Q005
浙江省象

山县高塘

珍珠岩矿

珍珠
岩

单一
矿产

普查
未利
用

/ / / 万吨 545 / 4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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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截至 2020年底象山县探矿权现状表

序号 编号
勘查许

可证号
探矿权人 项目名称

工作

程度

勘查

矿种

登记面积

（km2）
登记拐点坐标

探矿权

有效起止时间

1 T001
T33120130
603047728

象山甬亿矿业

有限公司

浙江省象山县茅洋乡茅

洋矿区萤石矿详查
详查 萤石矿 1.12

J1,121°50′15″,29°23′00″
J2,121°51′45″,29°23′00″
J3,121°51′45″,29°22′45″
J4,121°50′15″,29°22′45″

2019.6.3-2021.6.3

2 T002
T33120090
603031272

宁波金石永泰

矿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象山县新桥镇

木头岙萤石矿地质详查
详查 萤石矿 2.24

J1,121°51′00″,29°22′00″
J2,121°51′30″,29°22′00″
J3,121°51′30″,29°21′45″
J4,121°51′45″,29°21′45″
J5,121°51′45″,29°21′15″
J6,121°51′15″,29°21′15″
J7,121°51′15″,29°21′30″
J8,121°50′45″,29°21′30″
J9,121°50′45″,29°21′45″
J10,121°51′00″,29°21′45″

2020.7.10-2021.7.7

3 T003
T33120081
103018649

宁波潜龙矿业

有限公司

浙江省象山县泗洲头镇

杨大张矿区萤石矿详查
详查 萤石矿 1.73

J1,121°42′30″,29°25′00″
J2,121°43′49″,29°25′00″
J3,121°43′49″,29°24′15″
J4,121°43′19″,29°24′15″
J5,121°43′19″,29°24′45″
J6,121°42′30″,29°24′45″

2019.2.9-2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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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0年象山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表

矿产名称

矿山数(个) 产量 矿业产值(万元〉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单位 大型矿山 中型矿山 小型矿山 合计 大型矿山 中型矿山 小型矿山 合计

建筑用石料
（凝灰岩）

3 1 4 万吨 462.96 90.40 / 553.36 18219.69 3134.30 / 21353.99

建筑用花岗岩 1 1 2 万吨 87.61 / / 87.61 3600.00 / / 3600.00

地热 1 1 万吨 / 0.55 / 0.55 / 804.00 / 804.00

总计 4 2 1 7 万吨 550.57 90.95 / 641.52 21819.69 3938.30 / 257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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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0年象山县主要矿山开发利用现状表

序号
矿山

编号
矿山名称

采矿

许可证号

矿产

名称
单位 资源量

开发

利用

状态

开

采

规

模

产量

单位

设计

生产

能力

产量

（万吨）

矿业

产值

（万元）

开采回

采率

（%）

选矿

回收率

（%）

综合

利用率

（%）

有效期限

1 S001

象山大目湾综

合体项目象山

县东陈乡金井

头村大山建筑

用石料（凝灰

岩）矿

C33022520
170572201
44363

建筑用凝

灰岩
万吨 39.99

正在开

采

大

型

万吨/
年

146.2 135.59 2080 100 / 100
2017.05.10-
2021.05.09

2 S002

象山县西周镇

莲花村岩四炮

山建筑用石料

（凝灰岩）矿

C33022520
190172301
47430

建筑用凝

灰岩
万吨 446.18

正在开

采

中

型

万吨/
年

60 90.4 3134.3 100 / 100
2019.01.23-
2029.01.22

3 S003

象山县南田海

岛现代物流基

地工程象山县

鹤浦镇马小坦

村、大南田村白

沙湾炮台山建

筑用石料（凝灰

岩）矿

C33022520
180271301
45876

建筑用凝

灰岩
万吨 3046.54

正在开

采

大

型

万吨/
年

555.3 130.17 14948.69 100 / 100
2018.02.23-
2024.02.22

4 S004

宁波象保合作

区（旦门盐场区

块）平基工程象

山县新桥镇高

湾村、东陈乡东

湾村东湾山建

筑用石料（凝灰

岩）矿

C33022520
180871201
46663

建筑用凝

灰岩
万吨 2326.44 在建

大

型

万吨/
年

588.1
4

26.10 1191 100 / 100
2018.08.22-
2022.08.21

5 S005

中国 ·浙江海洋

运动中心（亚帆

中心）项目象山

县爵溪街道爵

溪农村、渔村炮

弹山（长咀头）

普通建筑石料

（花岗岩）矿

C33022520
2011712015

0926

建筑用花

岗岩
万吨 36.60 在建

中

型

万吨/
年

60 153.35 3600 100 / 100
2020.11.12-
2021.04.11

6 S006

鹤浦盘基公路

至小涂码头公

路工程象山县

鹤浦镇流水岩

村盘基山建筑

用石料（花岗

岩）矿

C33022520
161271301
43413

建筑用

花岗岩
万吨 55.83

正在

开采

小

型

万吨/
年

33 0.21 / / / /
2021.05.03-
2021.11.4

7 S007
象山县东海铭

城地热矿

C33000020
1708111014

4899
地热

立方

米/日
400

正在

开采

中

型

万立方

米/年
10 0.54 804 / / /

2019.06.20-
203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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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象山县矿产资源勘查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勘查

主矿种
拐点坐标

区块面积

（km2）

现勘查

程度
设置类别

拟设探

矿权勘

查阶段

投放

时序

所在行

政区

设置

依据

1 KQ001

象山县石浦镇半

边山旅游度假村

地热资源勘查规

划区块

地热

J1,121°55′30″,29°17′00″
J2,121°58′30″,29°17′00″
J3,121°58′30″,29°16′00″
J4,121°57′45″,29°16′00″
J5,121°57′45″,29°15′30″
J6,121°57′15″,29°15′30″
J7,121°57′15″,29°14′15″
J8,121°57′45″,29°14′15″
J9,121°57′45″,29°13′30″
J10,121°56′00″,29°13′30″
J11,121°56′00″,29°14′15″
J12,121°55′30″,29°14′15″
J13,121°55′30″,29°16′45″

22.82 / 空白区新设 普查
规划

期内
石浦镇

鼓励

开发

利用

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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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象山县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规划表

序

号
编号

开采区

名称

所在

行政区

面积

（km2）
拐点坐标

单

位
资源量

现有

采矿权

数量

现有

生产

规模

拟设

采矿权

数量

拟设采

矿权生

产规模

规划

方向
备注

1 CS001

象山县

爵溪街

道公屿

村建筑

用石料

矿集中

开采区

爵溪

街道
1.94

J1,3266922.840,41396776.283
J2,3266230.793,41399104.734
J3,3265433.775,41398876.089
J4,3266031.947,41396776.283

万

吨
5900 0 0 1 1180

矿地

综合

开发

利用

，助

力小

微工

业园

区建

设

市级

建筑

用石

料集

中开

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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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象山县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

号
编号

所在重点开

采区或集中

开采区名称

区块名称
开采

主矿种
拐点坐标

面积

（km2）

设置

类型
单位 资源量

投放

时序

所在行

政区
备注

1 CQ001 /

贤庠镇大

石门村、蒲

门村建筑

石料开采

规划区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80993.141,41394539.965
J2,3280948.625,41394794.920
J3,3280814.735,41394979.076
J4,3280627.587,41394945.587
J5,3280695.339,41394672.375
J6,3280940.020,41394513.693
J7,3280745.390,41395628.104
J8,3280716.823,41395986.412
J9,3280154.353,41396177.854
J10,3280005.349,41395907.222
J11,3279883.402,41395449.777
J12,3280066.236,41395387.850

0.5488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2000 2023年贤庠镇

贤庠

镇及

周边

的建

设

2 CQ002 /

涂茨镇屿

岙村建筑

石料开采

规划区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80025.996,41398189.153
J2,3280083.794,41398322.008
J3,3280069.796,41398559.951
J4,3279877.234,41398895.175
J5,3279709.214,41398836.931
J6,3279671.665,41398700.506
J7,3279891.327,41398159.373

0.1880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350 2023年涂茨镇

涂茨

镇及

周边

的建

设

3 CQ003 /

涂茨镇横

山村建筑

石料开采

规划区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71531.811,41396101.415
J2,3271470.061,41396341.916
J3,3271284.387,41396532.340
J4,3270763.480,41395972.966
J5,3270762.165,41395811.105
J6,3271101.677,41395711.094
J7,3271382.042,41395927.444

0.3559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1700 2024年涂茨镇

涂茨

镇及

周边

的建

设

4 CQ004

象山县爵溪

街道公屿村

建筑用石料

矿矿产集中

开采区

爵溪街道

公屿村建

筑石料开

采规划区

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66596.892,41397123.143
J2,3266626.574,41397206.761
J3,3266415.997,41397378.495
J4,3266253.550,41398031.815
J5,3266308.131,41398302.297
J6,3266179.199,41398962.377
J7,3266003.099,41398968.159
J8,3265948.411,41398707.336
J9,3265636.913,41398558.153
J10,3265777.456,41397914.259
J11,3265990.295,41397306.992
J12,3266187.144,41397068.395
J13,3266338.279,41397051.333

0.9010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5900 2021年 爵溪

街道

助力

小微

工业

园建

设

5 CQ005 /

东陈乡东

湾村建筑

石料开采

规划区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44766.939,41393868.385
J2,3244880.035,41394283.253
J3,3244577.608,41395081.339
J4,3244175.954,41395379.834
J5,3243866.022,41395275.151
J6,3243650.152,41395052.272
J7,3243846.889,41393882.163
J8,3244372.034,41393607.999

1.5000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12300 2025年东陈乡

助力

航天

智慧

科技

城项

目落

地



33

6 CQ006 /

石浦镇雷

公山村建

筑石料开

采规划区

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30127.697,41390801.661
J2,3230246.134,41391177.159
J3,3230197.820,41392069.869
J4,3230160.638,41392415.652
J5,3230070.059,41392546.947
J6,3229985.822,41392545.000
J7,3229847.673,41392410.268
J8,3229718.087,41391987.755
J9,3229638.987,41391102.372
J10,3229668.335,41390922.821
J11,3229785.112,41390753.923

0.6261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1600 2024年石浦镇

浙台

贸易

区、

石浦

镇及

周边

的建

设

7 CQ007 /

鹤浦镇前

龙头村建

筑石料开

采规划区

块

建筑用

石料

（凝灰

岩）

J1,3224644.037,41390018.653
J2,3224650.060,41390065.727
J3,3224592.170,41390137.224
J4,3224419.210,41390102.871
J5,3224287.741,41389892.549
J6,3224355.063,41389818.206

0.0593
空白

区新

设

万吨 300 2022年鹤浦镇

浙台

贸易

区、

石浦

镇及

周边

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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