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

修复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

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部机关各司

局： 

  为解决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现实矛盾多、投入不

足等突出问题，按照党的十九大“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要求，

坚持“谁破坏、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原则，通过政

策激励，吸引各方投入，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

式，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制定本意见。 

  一、据实核定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 

  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据实调查矿区土地利用

现状、权属、合法性。对已有因采矿塌陷确实无法恢复原用

途的农用地，经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核

实并征得土地权利人同意，报自然资源部核定后，可以变更

为其他类型农用地或未利用地，涉及耕地的据实统筹进行核

减，其中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按规定进行调整补划，并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耕地核减不免除造成塌陷责任人的法定应尽

义务。 

  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引领 



  市、县级人民政府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历

史遗留矿山和正在开采矿山的废弃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和开

发潜力、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水资源平衡状况、地质环境安

全和生态保护修复适宜性等，尊重土地权利人意见，结合生

态功能修复和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发展等需求，按照宜

农则农、宜建则建、宜水则水、宜留则留原则，合理确定矿

区内各类空间用地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优化国土利

用格局，为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创造条件。 

  三、鼓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用 

  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国有建设用地修复后拟改为经营性

建设用地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可由地方政府整

体修复后，进行土地前期开发，以公开竞争方式分宗确定土

地使用权人；也可将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土地出让方案一并

通过公开竞争方式确定同一修复主体和土地使用权人，并分

别签订生态修复协议与土地出让合同。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国

有建设用地修复后拟作为国有农用地的，可由市、县级人民

政府或其授权部门以协议形式确定修复主体，双方签订国有

农用地承包经营合同，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或者渔业

生产。 

  对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土地中的集体建设用地，集体经济

组织可自行投入修复，也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修复后国土

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出让、出租用于发展

相关产业。 

  各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在矿山修复后的土地上发展旅

游产业，建设观光台、栈道等非永久性附属设施，在不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以及不破坏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和不影响地质

安全的前提下，其用地可不征收（收回）、不转用，按现用

途管理。 

  四、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 

  各地可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利用矿山修复后的国有建设

用地发展教育、科研、体育、公共文化、医疗卫生、社会福

利等产业，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按有关规定以划拨

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鼓励土地使用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以

出让、租赁等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矿山修复后的国有

建设用地可采取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

结合的方式供应。 

  五、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 

  各地将正在开采矿山依法取得的存量建设用地和历史

遗留矿山废弃建设用地修复为耕地的，经验收合格后，可参

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可在省

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其中，正在开采的矿山将依法取得的存

量建设用地修复为耕地及园地、林地、草地和其他农用地的，



经验收合格后，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可用于同一法人企业在

省域范围内新采矿活动占用同地类的农用地。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不改变土地

使用权人的前提下，经依法批准并按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价

款后，矿山企业可将依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修复后用于工

业、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途。 

  六、合理利用废弃矿山土石料 

  对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历史遗留露天开采类矿山的修

复，因削坡减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等修复工程新产生的土

石料及原地遗留的土石料，可以无偿用于本修复工程；确有

剩余的，可对外进行销售，由县级人民政府纳入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销售收益全部用于本地区生态修复，涉及社会投资

主体承担修复工程的，应保障其合理收益。土石料利用方案

和矿山生态修复方案要在科学评估论证基础上，按“一矿一

策”原则同步编制，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市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实施。 

  七、加强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做好日常

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政府、矿山企业、社会投资方、公众共

同参与的监督机制，探索建立修复企业诚信档案和信用积累

制度。特别要确保矿山修复形成的耕地及其他农用地质量达

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保对列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的地块，在达到风险管控、修复目标之前，不得调整为

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加强对涉及废弃土石料处

置项目的监管，防止各类违规违法问题的发生。 

  各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遇有重大政策问题，及时向

部报告。 

  本文件有效期 5 年。 

  自然资源部    

  2019年 12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