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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自然资字〔2021〕170 号 

 

 

 

 

各市自然资源、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政、生态环

境、交通运输、水利、市场监管主管部门： 

为加强我省露天砂石矿山管理，提升砂石资源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五部委《关于印

发<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

价格〔2020〕473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委《关于推进机制

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工信部联原〔2019〕239 号）

等要求，结合山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提高站位，高度重视砂石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砂石采矿权作为砂石资源供应链的重要源头，对保障砂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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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需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省统筹兼顾、疏堵结合，

整治规范砂石开发秩序，取得明显成效。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砂石资源需求仍然呈现刚性态势，我省

多地出现砂石供给紧缺、价格高位运行等突出问题，部分制约了

我省重点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进度。要充分认识砂石

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主体

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我省砂石资源供需平衡，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二、精准施策，统筹做好砂石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 

（一）开展砂石资源家底专项调查。要通过实地调查和分析

研究，准确摸清辖区内砂石资源赋存状况、储量规模、品质用途

和可利用性，掌握“有没有”“有多少”“可采多少”等基本情况，准

确掌握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等对砂石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现状，明

确短期内有望形成集中开采的砂石资源分布区，摸清符合出让条

件的区块范围。 

（二）落实砂石采矿权投放计划。根据砂石资源赋存和可利

用性的初步摸底情况，省自然资源厅确定了“十四五”期间砂石采

矿权投放初步计划（见附件），力争到 2025 年末，增加供给 2

亿吨。各市要根据专项调查成果，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矿产资源

规划等，组织有关部门联审联查、实地踏勘、科学论证，建立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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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采矿权出让储备库。要统筹年度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等建设规

模，科学合理确定年度出让计划，于每年 12 月底前将下一年度出

让计划报省自然资源厅。要加强出让计划执行情况监管，对超过

或未达到年度出让计划的，及时进行监测和预警。 

（三）强化拟设采矿权选址审核。严禁在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国家级一级公益林等控制线内，地质

地貌景观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铁路、高速

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线和海岸线直观可视范围内新设露

天砂石采矿权。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矿区范围联合

论证，符合“可利用土地面积最大化、需治理边坡面积最小化”原

则，边界基本沿等高线划定。 

（四）全面推进 “净矿”出让。要借鉴砂石采矿权“净矿”出让

试点经验，研究总结“净矿”出让基本条件，明确“净矿”出让流程。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砂石矿山配套建设用地，探索推进矿业用

地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使用，与用海用林用草等

审批事项充分衔接，做好历史遗留资产处置等工作，力争实现砂

石采矿权100%“净矿”出让，缩短产能释放周期。 

（五）实施采矿终了效果管控制度。要结合拟设采矿权周边

生态、人文、村庄、产业等布局因素，按照“宜平则平”“宜耕则

耕”“宜林则林”的原则，制定年度开采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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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明确年度开采区域、开采量、治理措施、治理范围、治理效

果等内容，采用“整体开发”“多阶缓坡”“一坡到底”等开采模式，

探索实施采矿终了效果管控制度，纳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全面提升恢复治理效果，凡

方案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各市要加强监督，督

促采矿权人严格落实矿山生态修复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方案规定，

认真落实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做到“边开采、边治理”，达不到治理效果的依法予以处罚。 

（六）加强项目产出砂石资源管控。经批准的工程建设、土

地综合整治、废弃矿区生态修复等项目利用砂石资源，要严格按

照批准的设计或方案组织实施，严禁超批准范围开采。项目实施

过程中产出的自用之外剩余砂石资源以及废弃尾矿库、废弃矿山

固体废弃物等，可由市或县（市、区）政府制定处置方案，纳入

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统一处置。 

三、规范高效，促进砂石矿山高质量发展 

（七）培育规模化集约化砂石集中开采区。要按照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开发要求，积极培育年生产规模千万吨

级以上的砂石集中开采区，单个采矿权原则上年生产规模不低于

100 万吨，服务年限不少于 10 年。对历史形成、采取生态修复治

理措施，因边坡高陡、矿坑深等原因无法实施，仍具备开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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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损山体，在符合规划、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前提下，可重新

设置采矿权，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据实核定。鼓励砂石矿山与机

制砂石生产企业开展技术、业态协作，促进产业融合协同发展，

拉伸健全产业链，提升产业集中度。 

（八）打造智能化绿色化砂石矿山。要鼓励支持砂石矿山企

业加大技能改造、环保和安全投入，充分运用先进开采技术和生

产设备，全面提升矿山智能化开采、安全生产和环保水平。指导

砂石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加快绿色矿山建设，形成规范

开采、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发展新模式。 

（九）推进现有砂石采矿权整合提升。要尽快梳理现有砂石

采矿权分布状况，科学编制整合提升方案。对同一开采区多个开

采主体、安全间距不符合要求等相邻两个及以上采矿权，隶属同

一矿山企业或实际控制人的，必须予以整合；同一开采区内多个

采矿权人的小型矿山，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整合为一个开采主体

一个矿山；对管理不规范、开发利用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的矿

山，鼓励大型矿山企业收购、兼并、重组，实现矿产资源向优势

企业聚集。 

（十）建立砂石资源跨地区快速运输通道。要牢固树立全省

“一盘棋”思想，综合考虑鲁南、鲁东等砂石资源富集区与鲁西北

资源贫乏区分布现状，统筹全省需求，探索跨地区砂石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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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研究建立砂石资源快速运输通道，优先保障省内重大

工程、重点项目等建设需求。 

四、加强领导，健全砂石资源管理长效机制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把砂石资源产能投放、保供稳价等提上重

要议事日程。要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实施方案，狠抓工作落实，

认真研究拟设采矿权选址、开发、治理，实现“闭环”管理。要适

时组织开展集中整顿、联合执法等，切实维护砂石资源开发秩序。 

（十二）强化部门联动。要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申

请材料，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发展改革部门要分析研

判市场供求变化，建立价格监测预测预警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要优化机制砂石产业布局，引导企业加强废石尾砂综合利用，

推动机制砂产业转型升级；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盗采砂石、

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行为；财政部门要对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的砂

石矿山企业按规定给予财税支持；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大违法开采

查处力度，加强砂石采矿权规划布局；生态环境部门要配合自然

资源部门加强砂石绿色矿山监督管理；交通运输部门要统筹砂石

资源经济运输半径，做好砂石资源运输保障；水利部门要严格落

实采砂规划计划，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严厉打击

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哄抬价格以及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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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十三）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要注重发挥砂石协会、水泥行

业协会、混凝土协会、建材协会等行业协会在政府与企业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及时调查掌握价格波动等有关信息，引导相关企业

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助力保障砂石资源供需平衡。 

 

附件：“十四五”期间有关市砂石采矿权投放初步计划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10 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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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设区市 
拟出让采矿权

个数 

拟投放产能

（万吨） 
备注 

济南市 13 1500  

青岛市 6 800  

淄博市 3 300  

枣庄市 7 1000  

烟台市 26 3000  

潍坊市 6 800  

济宁市 20 2200  

泰安市 28 3000  

威海市 14 1500  

日照市 8 1000  

临沂市 49 4900  

合计 180 2000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