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地质工作发展战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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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制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基本路线
,

和十三大制订的我国经济建设的

发展战略
。

其根本任务和目的是发展社会生

产力
。

因此
,

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
,

研

究制定地质工作的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
,

是地矿部门贯彻十三大精神的一 项 重 要 措

施
。

笔者就思考所及谈几点认识
。

一
、

制定发展战路要把握住正确的指导

思想

研究和制定地质工作发展战略
,

既是为

国家经济建设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又要

为地质工作 自身发展勾绘蓝图
。

归根结蒂
,

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
。

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是一个经济迅速发风的时期
,

因而也是

大量消费矿物原料和原材料的时期
,

地质工

作将 长期肩负着矿产资源勘查和解决环境地

质问题的繁重任务
。

因此
,

地质工作发展战

略必须以党的
一

l
一

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发展战略为指导
,

结合

地质工作的特点来进行
。

首先
,

要分析我国的国情和地情
,

抓住

当前地质工作的主要矛盾
。

30 多年来
,

尽管

地质 工作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

矿产资源

潜力很大
,

但
“
我国人 口众多

,

资源相对不

足
”
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突出矛盾

。
.

地质工

作在解决
“

资源不足
” 、

保证经济稳 定 持续

发展上
,

起着其他产业部门难以代替的重要

作用
。

一些大宗矿产后备勘查基地和矿山建

设基地的紧张
,

若干地区地下水资源的短缺

以及大量的地质灾害和环境地质问题等
,

都

说明当前地质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国家经济建

设的需要同地质工作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
。

第二
,

社会
、

经济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

求是多方面的
,

除工业所需的矿产资源外
,

农业
、

水利币 交通
、

建筑
、

医药卫生
、

防灾

乃至文化艺末
、

旅游等
,

都需要地质工作的

配合
。

因此
,

在突出矿产资源勘查前提
一

下
,

要树立多层次
、

多功能服务的思想
,

特别是

要有计划
、

有步骤地加强环境地质的调查研

究
,

把提高找矿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同提高

环境效益结合起来
。

第三
,

要统筹兼顾
,

突出重点
,

狠抓资

源勘查上的重大突破
; 同时要面向未来

,

科

学地预测社会钉 经济发展趋势和地质工作的

可能走向
,

以便采取对策
,

跟上社会主义建

设对地质工作可能提出的新要求
。

第四
,

要相应机定保证发展战略得以实

施的措施
,

抓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

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
、

法规和规章制度
。

二
、

国情和地情分析是制定发展战略的

墓础

应该在研究总结我国 30 多年来地质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
,

针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对地质工作的要求
,

剖析地质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和新任务
,

探讨地质工作的特点和存

在的问题
; 要研究分析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

趋势和地质科学技术发展方向
,

对比我国在

这 方面的优势和差距
,

制定切合实际的地质

工作计划和对外合作交流方案
, 分析我国地

质条件
、

矿产资源特点
、

地质调查研究现状和

科学进步程度
,

提出符合实际的矿产资源勘

查
、

开发的战略和政策
。

同时
,

还要分析我

国地矿产业的产业结构
、

队伍结构
、

装备条

件
、

技术水平等基本状况
。

认真进行国情
、

地情分析
,

是制定地质工作发展战略的基础

和必要的步骤
。

地矿部的一些单位已经做了



大量的工作
,

积累了系统的资料
,

并进行了

科学的分析与综合
,

获得了若干概念性的认

识
,

可以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

识
,

`

作出决断
。

, 三
、

关于地质工作发展的战略 目标和重

点

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
“
注

重效益
、

提高质量
、

协调发展
、

稳定增长
” 。

地质工作的发展战略也应遵循这 个 总 的 要

求
,

在过去制订的到本世纪末奋斗 目标的基

础上
,

制定一个包括地质勘查 工 作 的 质和

量
、

社会经济效益
、

科技进步
、

对外开放和

体制改革等项指标在内的综合 目标
,

更好地

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
、

第三步 的 目标 服

务
。

在研究制定发展战略时
,

似应研究和解

决以下几个问题
。

l
、

逐步建立效益一节约型地矿产 业 结

构
。

赵紫阳同志指出
: “
我国人 口 众 多

,

资

源相对不足
” , “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技术落

后
,

管理落后
,

靠消耗大量资源 来 发 展 经

济
,

是没有出路的
。 ”
矿产资源绝大部分是不

可再生的资源
,

而矿产资源从找到到开发周

期
一

长
、

耗资大
,

开发利用的制约因素多
。

因

此
,

讲究矿产资源勘查的经济效益
,

合理开

发利用矿产资源应该作为一项国策加以贯彻

实施
。

应该克服和摒弃勘查工作上的不顾投

资效益
,

一味追求储量数字
,

在开采利用上

的采富弃贫
、

用主弃副和回收率过低等浪费

现象
。

在矿产资源勘查上建立效益型产业结

构 ;
在开发利用上建立节约型产业结构

。

就

地矿产业总体而言
,

建立效益一节约型产业

结构
。

2
、

调整部署
,

狠抓矿产资源勘查 上 的

重大突破
。

矿产分布受地质条件的制约
,

具

有区城性分布特征
,

许多矿产具有成群
、

成

带分布的特点
,

这是中外地质矿产调查已经

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

世界上的矿产资源大部

分来 自1 0 0 0个左右的大矿山
。

我国的石油在

很长时期主要靠大庆油田 , 铁矿大部分来自

鞍本
、

大冶
、

包头
、

攀西
、

冀东
;
金矿大部

分产自山东
,

小秦岭
、

黑龙江等地
。

要想真

正解决资源问题
,

还是要靠大矿
、

富矿
。

找

到一个大矿可以顶几十个
、

上百个甚至上千

个小矿
,

而且如果经济技术条件好
,

其经济

效益可以几十倍
、

上百倍于中
、

小矿
。

当然
,

根据我国国情
、

地情也不能忽视小矿
,

要大
、

中
、

小矿并举
。

但是
,

要为国民经济发展作

出大的贡献
,

主要靠找到大矿
、

富矿
。

因此
,

应该调整地质工作部署
,

采取有效措施
,

在

大矿的寻找和勘查上下大功夫
,

力争有重大

突破
。

3
、

协调内部结构和比例关系
,

提 高 地

质工作综合效益
。

社会的发展
、

经济的发展

和科技进步
,

极大地拓展了地质工作服务领

域
,

地质工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愈来

愈重要
,

和明显
。

特别是在人类经济活动 日

益频繁和科技 日益发达的今 天 和 明 天
,

农

业
、

广义环境地质
、

水利以及新材料
、

新能

源的寻求等等
,

都将给地质工作提出新的研

究调查领域和课题
。

因此
,

应该在科学地预

测今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

求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

确定基础地质
、

矿

产地质
、

环境地质三大部类地质工作的合理

比例
,

使各类地质工作在动态中协调发展
,

以提高地质工作的综 合效益
,

并为地质工作

持续发展增加储备和后劲
。

4
、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

是提高地 质 工

作效益
、

效率的根本出路
。

赵 紫 阳 同 志指

出
: “
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许多问 题 能

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

有赖于在科学技术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
。

我国经济的发展能不能具

有强大的后劲
,

最深厚的源泉也在于科学技

术的进步
。 ”

地质工作综合性
、

探索 性 强
,

推动科技进步所换来的效 益
、

效 果就 更 明

显
: “

陆相生油论
”
曾在我国石油 地 质勘查

工作中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 一些新的成矿理

论和构造理论曾经有效地指导了矿产的寻找

和勘查工作 ; 一项选冶技术的成功可以大幅



度提高矿石有益组分利用程度
,

创造可观的

经济价值
。

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
。

我们应该在分析研究我国和世界地质科

技现状
、

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

提出科技发展

的 目标
、

方向和重点
;
总结 我

’

国
、

借 鉴 外

国
,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
、

地情的地质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体系
;
在大

力发展某些影响全局的常规技术同时
,

有计

划地抓几项重要的高技术
、

高理论研究
; 同

时制定一些重大的技术政策
。

在继续推进深部地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

的同时
,

应开始考虑制定深部钻探计划
,

其 目

的除实际验证了解地壳结构外
,

通过此项计

划的实施发展一系列有关先进技术和工艺
。

四
、

实施专项计划
,

加强海洋地质调查

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

和对外开放交流的进一步扩大
,

西太平诈沿

岸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发展的高潮
,

滨西太平

洋 (或东亚 ) 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之

一
。

海洋地质的调查研究不但对地球科学的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而且海洋的开发迟早

要提到不亚于大陆的重要位置
。

濒临我国大

陆的海域
,

不仅石油
、

天然气等资源潜力很

大
,

而且其他海洋资源丰富
。

随着经济的发

展
,

海上交通将愈益频繁
,

一系 列 工 程 设

施
,

将有许多环境地质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

凡此等等
,

都要求我们大力加强海洋地质调

查研究
。

我国海洋地质调查比较落后于先进

的工业国家
,

如不 戈时 予以加强将不能适应
“
四化

”
建设

,

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建

设的需要
。

因此
,

加强海洋地质调查研究是

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
,

建议
“
八五

”

期间

列
“

中国海域地质矿产调查
”

专项
,

以加强

这方面的工作
。

可以有计划地着手进行 1 / 2 。

万海洋地质调查
,

同时要继续加强深海远洋

的地质调查工作
,

为开辟海洋矿产资源的探

采
,

准备必要的条件
,

·

为人类开发利用海洋

资源和发展地球科学作出贡献
。

江苏省地矿局承包经营责

任制始于 1弓8 7年
,

首先选择了

一队
、

二水
、

测绘队
、

区调队作

为试点单位
,

积累了大量第一

手的资料
,

取得了许多较成功

的经验
。

在此基础上
,

江苏局

以党的十三大文件为指导
,

认

真参考国务院发布的 优全 民所

有制主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暂行条例 》 ,

从本局地 质工 作

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
,

制订出

江苏局 《地勘单 位 承包经营责

任制暂行办法 》 ,

推 出适合本局

条 件 的
“

三 包
”

与
“
三 包一

挂
”
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

“
三 包

”

承 包 经营 责任

制
,

即承包单位向主管局承包

上交利润
;
承包固定资产增值

江苏省矿地局

积极推承行经包任责营制

额
;
承包已被列入国家计划的地质找矿任务

指标 <包技术改造项 目 ) ;
超额利润

,

上交主

管局 2 ~ 5 %后
,

按规定提留三项基金
,

这一

形式在 7 个单位实行
。

“

三包一挂
”
的承包经营责 任 制

, “

三

包
”

的内容同上
, “
一挂

”
即是实 行工 资总

额与利润增减挂钩浮动
,

按照
“

包死基数
、

确保上交
、

超收多留
、

欠收自补
”
的原则

,

在 5 个地质单位实行
。

实现利润比基数每增

减 1 %
,

工资总额增减 0
.

1~ 0
.

4 %
,

超 基 数

利润上交主管局 2 ~ 5 % 后
,

按
“
五

、

五
” 比

例提留生产发展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
。

为了保持承包经营的固定性和清晰度
,

江苏省地矿局还引入 了经济合同的形式
,

将

承包者和所有者的责
、

权
、

利明确的固定下

来
,

减少了对地勘单位的干预
,

加速了机关

职能的转变
,

为地质单位真正走上 自主经营

的道路
,

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创造 了条件
。

目前
,

江苏局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由局部试点

转向全面推开
、

进一步深化的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