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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
,

浙江省地矿局在开辟矿产地质

市场的过程中感到
,

要建立长期稳定的矿产

地质市场
,

必须因地制宜
,

从客观地质条件

出发
。

浙江省矿产的特点是
:

金属矿少
,

除少

数几处经过勘探的矿山已由工业 部 门 开 采

外
,

其余的都是工作程度很低的小矿 0 ,
而浙

江省的非金属矿产种类多且有特色
。

萤石
、

叶腊石
、

沸石
、

膨润土
、

硅藻土等 6 种矿产

已探明储量名列全国前 茅
,

高 岭 土
、

珍 珠

岩
、

石灰岩
、

大理石等矿产的蕴藏量也较丰

富
,

并在浙江省内有进一步寻找非金属矿产

的地质前景
。

这是浙江省的宝贵财富
,

潜在

价值有几百亿元
,

如对这些矿产品深加工
,

其 经济价值更为可观
。

据统计
, 1 9 8 4年浙江

省非金属矿产品产值为 2
.

8亿元
,

占全省矿产
·

品总产值的 70 %以上
,

相 当于 1 9 8 3年全国非

金属矿产品产值的 1/ 4
。

浙江省非金属矿床 ( 点 ) 多
,

埋藏浅易

开采
,

建矿周期短投资少
,

适合地方开采
,

在贫困地区开发这些矿产有助于扶贫工作
,

也有了与地方联合办非金属矿的基础
。

从以

往的经验分析
,

只要地质资料可靠
,

有办矿

资金
,

所产非金属矿产只有销路
,

合理解决

地勘单位以地质成果或地质咨询及资金入股

的分成比列
,

与地方联合办非金属矿就能顺

利发展
。

集中地反映在联合办矿是否以浙江

的客观地质条件
、

地质工作程度和地质商品

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出发
,

采取有效的形式
。

发展以非金属矿为主的与地 方 联 合 办

矿
,

开辟矿产地质市场的有效形式是
“
以销

办厂
,

以厂带采
,

以采定探
” 。

突出了非金

属矿产品要有销路
,

在解决销路的前提下
,

重视矿产晶加工提高原矿的价 值
。

计 划 在

权

1 9 87年筹办的 24 项 (已批准 9 项
,

其 他 待

批 ) 都采取以上的办矿形式
,

开采叶腊石
、

地开石
、

石灰岩
、

大理石
、

花岗岩
、

高岭土
、

硅

藻土
、

陶土珍珠岩
、

重晶石
、

萤石
、

膨润土
、

方解石
、

矿泉石等 扭 个矿种
,

筹办地砖厂
、

板材厂
、

涂料厂
、

耐火粘土加工厂
、

叶腊石

磨粉厂
、

萤石选矿厂等 8 个工厂
。

厂矿的总

投资 2 1 3 8万元
,

其中可 自筹资金 1 1 5 5万元
,

货款 9 12 万元
。

建成后计划年总产值 3 2 21 万

元
,

利润 9 12 万元
。

加强非金属矿产的应用研究
,

尽快扩展

和转让研究成果
,

这是一关键性间题
。

浙江

地矿局特别重视粘土矿的开发利用研究
,

不

断开发出新产品
。

浙江省地矿局地质科研测

试中心对粘土矿物结构益性能和应用技术研

究做了不少工作
,

已为 14 个省 ( 市 ) 有关单

位服务或转让
,

有了一个应用研究的成果扩

展和转让的良好开端
。

由于粘土应用研究的扩展
,

使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
,

出现了应用研究成果市场
,

大体上有 5种交易形式
: 1

、

技术投资长期

得益
。

如测试中心对江西省乐平县海泡石选

矿技术研究成功
,

参加联合办矿
,

测试中心

按利润 14 %分成
。

2
、

技术转让一次收费
。

地科所胺化土工艺一次转让 4
.

4万元
。

3
、

接

受委托联效分成
,

浙江地矿局受新疆托克逊

县膨润土矿委托
,

研究
“

维给姆
”

凝胶
,

收

委托试验费 2
.

5万元
,

并在投产后按产值 1~

3% 分成
。

4
、

联合投算分别承包
。

地科 所

与测试中心联合承包省科委的蛛县硅藻土
、

膨润土应用研究课题
,

收取科研费共 2 1
.

1万

元
。

5
、

试验之余自产自销
。

地科所试验车

O 再加上外部因素
,

1 98 5 年与地方联合办金属矿的

6 项协议
,

有 5 项已解除
。



间每年生产胺化土 2吨供上海石化总厂
,

产

值 3 万元
。

粘土研究及其成果有偿转让
,

不

仅可继续扩大粘土矿产的研究领域
,

提高粘

土矿产评价水平
,

而且还能推动整个非金属

矿的应用研究逐步开展
。

开发非金属矿产资源
,

发展以非金属为

主的矿产地质市场
,

浙江省地矿局的战略 目

标是
:
立足本省

,

面向全国
,

争取出口
,

发

展
“
两条龙

” 。

即
:

围绕销售发 展 横 向 联

合
,

逐步形成
“

勘查
、

开采
、

加工
、

经营
”

一条龙的企业群体
,

以 及
“

勘 查
、

应 用 研

究
、

成果转让
、

生产
、

经销
”

一条龙的企业

群体
。

从现在情况分析
,

经过若干年努力
,

出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但也要承

担较大的风险性
。

因此
,

浙江省地矿局采取

以下措施
,

争取实现战略 目标
。

1
、

争取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

创

造外部条件
。

省局主动向省长
、

副省长汇报

两年来在开发非金属矿产所取得的成绩
,

并
·

通过新闻单位宣传报导
,

使省政府领导对地

矿部门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作用有了明确认

识
,

把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的工作列人

了省政府的议事 日程
,

将开发矿业作为山区

人民脱贫致富的有利措施
,

并决定在
“
七五

”

期间对联合办矿免税 3~ 5年
。

最近
,

省长
、

副省长在听取浙江局赴英考察汇报后
,

指示

浙江局成立省粘土开发公司
,

以应用研究成

果支援山
.

区并发粘土矿
,

自己生产产品组织

出口
,

并在资金上
、

外汇上给予支持
。

这些为

浙江局与地方联合办矿和加强粘 土 应 用研

究
,

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

2
、

用好省拨贷款发展联合办矿
。

省给

地矿部门与地方联合办矿的贷款
“

七五
”

期

间从 1 9 8 7年起每年贷款 1 0 0 0万元
,

补助贴息
.

1 00 万元
。

地方和地质队联合申请的项 目
,

要具备有可靠的地质资料
、

产品有销路
、

有

加工厂
、

3~ 4年内能还清贷款等 4个条件
。

符合这 4 个条件的扶贫项目
、

有中外合资的

项目优先安排
。

贷款以矿山企业 的 名 义 申

请
,

由浙江省地矿局和人民银行共同审查
。

地质资料和地质咨询实行有偿使用
。

3
、

调整科研和测试机构
,

建立中试车

间生产高档枯土产品
。

为集中测试与科研力

量
,

使非金属矿的成矿区划
、

勘查
、

应用研

究
、

中试生产形成
“

一条龙
”
浙江局已将原

地质科学研究所
、

地质测试中心合并
,

成立

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测试中心
。

为了推进粘

土应用领域的研究
,

将原有粘土研究和测试

力量集中
,

利用现有的小车间加以扩充
,

少

批量生产粘土高档产品
。

筹建中试车间
,

把

实验室的流程变成技术流程
,

使中试技术流

程能直接进入商品市场
。

同时
“

自产自销
”

中试车间生产的产品
,

以提高经济效益
。

4
、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
。

在开

拓地质市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电
,

深感运用

法律手段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

浙江省局各单位 1 9 8 5年共签订经济合同

1 5 1 1 份
,

合同价款 1 5 0 0 余万元
。

经调查 近

40 写的合同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

以至有些

技术转让达不到预期经济效益
。

1 9 8 6年对外

签订合同 13 3 0份
,

其中发生纠纷的有 57 份
。

针对这种状况
,

建立了局法律顾问室
,

运用

法律手段解决经济合同纠纷
,

有 7 个案件通

过法律程序向对方索赔和追回工程款 7万余

元
,

避免了损失
。

5
、

落实
“
七五

”
计划加强地质找矿

。

浙江局以本省矿产资源条件的特点和省内对

非金属矿产需求 日益增长情况出发
,

安排了

非金属矿产地质工作项 目71 个
,

以适应非金

属矿的开发和矿产地质市场发展的需要
。

省地矿局对联合办的厂
、

矿给予经常性

的指导
,

以提高厂
、

矿的经营管理水平
。

开拓矿产地质市场
,

与地方联合开发矿

业
,

是有风险的
。

但只要有 信心
,

不 断 探

索
,

及时吸取经验教训
,

并随着经济体制改
。

革的深人
,

外部舞件逐步改善
,

我们的 目标

是可以达到的
。

( 浙江省地矿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