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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炭开采造成的地表沉陷$植被损害以及地下水系破坏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制

约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恢复与环境重建体系"统筹协调煤炭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推进矿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从环保政

策要求$生态修复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为矿区环境治理及政策制定

提供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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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 煤炭为我国国

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 也带来了生态

环境"大气环境及地下水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特

别是近年来!煤炭的环境污染问题被#妖魔化$!煤

炭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Q去煤化Q声音不断% 但

是!煤炭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其能源地位短时期

内不可替代!因此!研究其生态环境重建"污染治

理以及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统筹协调的关系

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其影

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且煤炭开发集中"战略西

移!加剧了西部生态脆弱"水资源匮乏"荒漠化严

重的草原区"黄土区和戈壁荒漠区的环境损害&本

文从煤炭矿区环保政策要求’ 生态修复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为矿区环境治理

及政策制定提供相关参考&

- 现有政策梳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矿山生态修复

日益受到重视! 国家近年来也出台了很多涉及煤

问 题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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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生态恢复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

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

均提到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
耕地$草原$林地等因采矿受到破坏的&应当因地

制宜进行土地复垦&不能恢复或破坏的&应当缴纳

土地复垦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相应补偿费用’
环境保护部于 !""# 年$!""$ 年先后发布"关

于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意

见%(环发%!""#&!# 号)以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 号)&前者规

定 +在生态敏感区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必须进行生

态环境影响专题分析,&后者规定矿产资源的开发

应贯彻+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环境

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以及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过程控制.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 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逐步建

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 机 制 的 指 导 意

见%(财建%!"")&!*$ 号)&规定由矿山企业分年预

提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并列入成本’其原则

为+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款专用,’ 该政策在部

分省市的落实& 为矿山生态恢复奠定了一定的资

金基础&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补偿提供了保障’!+*,
年"土地复垦条例%实施&明确规定了-生产建设活

动损毁的土地&按照 ! 谁损毁&谁复垦 . 的原则&由

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负责复垦’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使我国初步走上了

开采.治理.保护的法制化轨道’ 地方政府也根据

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土地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制定

了相应的办法和规定/ 对因采矿被破坏土地的复

垦范围和补偿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标准/为
矿区土地复垦. 生态修复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

基础’

!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环境保护及矿区生态恢复的研究虽然起

步比较晚&但发展较快’我国矿山废弃地的生态保

护工作开始于 !+ 世纪 $+0)+ 年代&由于我国人口

多耕地少&早期矿区土地复垦没有理论指导&直接

采用填埋.剥离.覆土等简单的措施将废弃地改造

成可耕种的土地’ !+ 世纪末以来&政府积极推行

土地利用评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探

矿权和采矿权许可证.矿产资源规划等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这些制度的实施&促进了矿山环境的治

理与恢复’ !+ 世纪 1+ 年代末&煤炭资源大规模开

采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显著& 我国开始提出可持

续发展&重视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近 !+ 年来& 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研究突飞猛

进&不论在生态恢复的理论研究.规划.预测.控制

技术与设计方面& 还是在工程和生物措施方面都

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法律法规. 政策措施逐步完

善&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格’

, 现状与问题

,2* 矿区土地复垦现状

我国开采煤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特别是现

代大型煤炭开采& 对土地塌陷和生态损害是比较

严重的’ 据对部分全国重点 矿 区 和 重 点 产 煤 省

(区)调研统计&我国每采万吨煤炭&地面下沉和破

坏土地面积为 !"$ 亩3万吨&平均为 , 亩3万吨’+十

二五,以来&国家通过严格项目核准和开采准入条

件&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井下

排矸.采空区地下水库等源头减损.减沉等绿色开

采技术& 拓展煤矸石. 粉煤灰综合利用水平等方

式&实施土地复垦费计入生产成本&成立土地复垦

专款专用资金等一系列的措施&矿区土地复垦.生

态环境治理得到了深入的推进& 出现了开滦集团

生态城市建设.淮南矿区+中医调理式,治理采煤

沉陷区. 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矿土地复垦与生态

重建模式等&煤炭行业生态治理呈现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景象&沉陷土地治理率不断提高&生态环

境显著改善’ 据统计&!+’4 年& 采煤沉陷面积约

)2( 万公顷&土地复垦率达到 #( 5&同比提高 ’ 个

百分点&以煤矿保水开采.充填开采.无煤柱自成

巷开采等为主的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普遍推广’
,2! 存在的问题

(’)煤炭主产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复垦难度

大’ "煤炭工业十三五规划%提出我国煤炭生产进

一步向大型煤炭基地集中&内蒙古.陕西.新疆为

重点建设省区&新开工规模约占全国 1+ 6’ 这些

地区植被稀少.沙漠化.石漠化现象严重&生态环

境承载力低&大量的.集约化的矿区开采&极易造

成永久性损害&而且土地复垦方式单一.水资源短

缺.复垦难度大.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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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欠账严重#关闭矿井历史遗留问

题较多$ 我国每年新增煤炭产量 "# 多亿吨#形成

大量的新的地表沉陷# 而近年来煤炭行业平均土

地复垦率不到 $# %#老账未还又添新账$ 随着煤

炭行业去库存% 去产能的发展趋势# 据不完全统

计#!#&’ 年煤炭行业累积去产能 !() 亿吨#共关闭

退出煤矿 ! ### 个左右# 这些退出煤矿有的开采

&## 多年#土地复垦欠账较多$ 这些关闭退出的矿

井土地复垦任务较大#部分存在复垦权责不明确#
资金不到位#加大了土地复垦难度$

!""地方煤矿土地复垦意识欠缺#环境污染较

重$ 长期以来#我国已形成国有重点矿为主体#国

有地方矿和乡镇集体矿%个体矿并存的格局$不同

体制煤矿又分别代表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不

同阶层的利益#对土地破坏和复垦理念差别极大#
乡镇%民营等煤矿#受理念%资金及技术的约束#土

地复垦率远低于国有重点煤矿$
!*"土地复垦配套技术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为

减缓矿区土地沉陷# 近年来大力推广的充填开采

技术由于成本较高#企业积极性不高#因此#实施

绿色开采% 降低充填开采成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

完善$ 而且#土壤快速监测%生态环境动态监测技

术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生态恢复标准缺失#缺乏差异化环境管理

指标体系$一方面#目前煤矿生态恢复标准主要由

国土部门制定# 强调土地整治目标以及植被恢复

的相关目标# 但未从宏观上考虑生态恢复与区域

环境的协调$另一方面#我国煤矿分布区自然环境

地理差异性导致其生态恢复目标的差异性# 目前

生态恢复与重建标准系统化与针对性不足$

* 结论与建议

矿区生态恢复涉及环保%国土%水利%农业%林

业%城建等多部门#应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

业与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在煤矿生态恢复中的

职责与义务#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共同

体理念#统筹规划#促进行政监管的社会性与生态

系统的自然性契合# 逐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统一

监管#加强部门协同管理$ 同时#加大煤矿土地复

垦治理优惠政策导向#通过政策鼓励%税收优惠%
财政支持等措施# 提高土地复垦责任主体主动性

和积极性$ 加强技术研发力度#对生产煤矿#加大

生态环境扰动小% 减损减沉等源头绿色开采技术

的研发&对生态脆弱区煤矿#加强减少扰动的工程

治理% 快速植被恢复技术及区域差异性技术等研

发&对已关闭煤矿#针对开采周期长%环境损害程

度大等特点#加大污染控制%地貌重塑%植被恢复

及生境再造等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等关键技术的

研发$ 另外#建立严格的生态恢复技术标准#是国

外开展工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较早% 较好的

国家共同特点和成功经验之一$我国幅员辽阔#土

地类型多种多样# 矿产资源开采形式各异导致土

地破坏类型多样# 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并完善不

同的生态恢复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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