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矿山与绿色金融的相辅相成之路 

 

一、绿色矿山与绿色金融涵义 

什么是绿色矿山 

绿色矿山是指在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过程中，既要实行严格科学有序的勘查

开采，又要对矿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扰动最小，实现资源勘查开发效益的最大化，

实现资源的绿色开发、绿色应用、绿色发展。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以

开采方式的科学化、资源利用的高效化、企业管理的规范化、生产工艺的环保化、

矿山环境保护的生态化为基本要求，以资源的合理利用、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

护、矿地和谐为基本目标，将绿色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中，实现资

源勘查开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绿色矿山与传统矿山从理念上、经济结构上都是有区别的。传统的矿山开发

重点考虑怎样把资源从矿体中剥离出来，而绿色矿山建设则是资源高效、节约、

精准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治理并重，产业模式已发生重大改变。 

什么是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尚没有统一的概念，强调环境利益和规模较小乃其基本特征。《美

国传统词典》称“绿色金融”为“环境金融”，是使用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绿

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

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

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二、为什么要建设绿色矿山 

在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绿色金融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绿色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尚未达成共识，我国绿色金融还仅仅体现在“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发展基金”、“碳金融”、

“绿色股票”等几个方面，但各金融机构和各地方在具体实施中尚没有可复制的模

式，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我国非油气矿山有 6.77 万座，年开采矿石量超过 300 亿吨。这么巨大的开

采量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每年累计压占毁损的土地超过 400 万公顷，

尾矿废石的堆存量超过 600 亿吨。给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开展

绿色矿山建设。”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矿产和能源技术司司长玛格迪·哈比卜对此深有同感。他

认为资源利用一定要从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向循环发展转变：“传统的线性经济

是从资源到生产，再到消费，产生废弃物。在整个过程中要消耗大量能源。理想

情况应该是零损耗、零污染的经济，减少能源消耗、水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我们必须转型，将废物产出减少到最低水平。循环经济就是最大限度开发出矿产

资源的价值，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在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开始了对绿色矿山建设的探索。 

三、绿色矿山的发展史 

萌芽阶段 

“绿色矿山”理念源于“科学发展观”。2003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会议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7 年，以“落实科学发展，推进绿色矿业”为主题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北

京召开。2008 年 11 月，中国矿业循环经济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11 家大型矿

山企业与中国矿业联合会签订《绿色矿山公约》。 

2008 年 12 月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年）》明确提出发展

“绿色矿业”，并确定了“2020 年绿色矿山格局基本建立”的战略目标。 

2009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矿业联合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中

国矿业联合会绿色矿业公约》。 

2009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了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李总理向大会致信，“要

发展绿色矿业和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效率”。 

2009 年 11 月，以“绿色矿山”为主题的中国矿业循环经济论坛在山东召开。

2010 年 8 月，《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

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同时出台了国家级绿色矿山的基本条件。 

2010 年 9 月，以“绿色矿山建设，资源综合利用”为主题的矿业循环经济论坛

在山西举办。 

2010 年 9 月，国土资源部就“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有关问题进行答

记者问，进一步明确“绿色矿山”概念，指出“绿色矿业是矿山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快速发展阶段 

2011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第一批绿色矿山试点名单；2012 年 4 月、

2013 年 3 月和 2014 年 7 月相继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国家级绿色

矿山试点名单。 



2013 年 11 月，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要求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

出，“发展绿色矿业，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提高资源

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

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 

201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首次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走向规范化阶段 

2016 年 3 月，“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作为重点任

务和重大工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行了统筹安排

及部署。 

2016 年 11 月，《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得到国务院批复， 其

中明确，“通过规划实施，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

绿色矿业发展模式”。 

2017 年 3 月 22 日《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国土资规〔2017〕

4 号），构建部门协同、四级联创的工作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加快绿色矿山建

设进程，力争到 2020 年，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矿业发展新模式。 



2017 年 5 月，国土资源部部署启动了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并召开了绿色矿

山建设动员部署视频会。会议指出，“建设绿色矿山是加快推进矿业领域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大举措，矿产资源合理开发与矿业转型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

域”。 

2017 年 5 月，以“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为主题的绿色矿山论坛提出

的“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是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在矿业领域中的具体

实践”成为论坛的焦点之一。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中国矿业联合会在原国土资源部指导和支持下，联合

61 家会员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绿色矿业发展战略联盟”，通过行业自律，倡导企

业共同携手，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进程。 

2018 年 4 月 18 日按照国土资源行业标准制定程序要求和计划安排，国土资

源部组织有关单位制定并公示了推荐性行业标准《非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化工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黄金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煤

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石油行业绿色



矿山建设规范》、《水泥灰岩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冶金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有色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2018 年 10 月 1 日《国家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正式实行。 

四、绿色金融的发展史 

2007 年 7 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

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绿色信贷”政

策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没有“绿色信贷”的相关配套措施跟进，实施效果并不明

显。准确地说，我国的“绿色金融”源于 2015 年末的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学

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同时发布的绿色金融债的公告和《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

（2015 版）》，允许发行绿色债券。 

2016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 7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9 月，G20 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列入议题。 

2017 年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 7 部门联合印发浙江、广东、江西、贵

州、新疆 5 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不仅拉开了 G20 杭

州峰会后中国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而且在体制机制上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至此，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 

五、相辅相成之路 

矿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型产业，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和“去产

能、去库存”为绿色矿山建设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绿色发展已经成为

时代的风向标，也成为了未来矿山建设的重要参照物。作为绿色发展重要组成部

分的绿色矿山建设，不能没有资金的支持，那么绿色金融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在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 5 省（区）的“十三

五”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已经明确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

不断探索总结绿色矿山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绿色矿山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明确，需要动用大量的“真金白银”。金融机构

是践行绿色金融的主体，但由于绿色矿山建设的投资期限较长，金融机构缺乏

既熟悉金融理论、金融政策、金融风险防控知识，又熟悉绿色矿山建设的地

质、采矿、环境评价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难以对绿色金融项目把控、识别和研

判。加之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经济效益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而国内的银行平

均负债期限一般为半年，绿色矿山建设的信息披露制度尚未建立，绿色金融和

绿色矿山的标准和评价体系缺失，金融机构无法判断投资绿色矿山项目的价值

所在，容易出现期限错配风险。在加快 5 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

设的基础上，需要对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明晰界定，找到金融机构践行

绿色金融的介入口，加快绿色金融标准化体系和绿色矿山标准化体系建设工

作，形成特色鲜明又可复制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和绿色矿山标准体系，设立“绿

色金融专柜”，专营“绿色矿山”等绿色金融产品，在建立绿色信用体系的基础

上，探索精准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提高绿色信贷风险的容忍度，确立绿

色金融优先偿还机制，严守金融风险防控底线。 

持续的资金投入是保证绿色矿山建设的基本条件，金融机构需要不需要投

资绿色矿山建设，有无投资绿色矿山建设的意愿，还需要对客户的资信状况、

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准确把握，以强化双方责任和增加互信。尽管 G20 峰会后

国内绿色金融投资“风生水起”，但是从长远可持续的角度看，这种在实体经济

复苏缓慢情况下的“兴趣”未必是金融机构最真实心愿的表达。要真正激发金融



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动能，需要加快推进统一的社会信用共享平台建设，这一

点需要在 5 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得到实质性进展，完

成统一的社会信用共享平台建设需要试验区的地方政府持续发力，不断推进和

完善社会信用评级制度建设，用制度的“笼子”来加强政府管理和中介组织建

设，对于绿色矿山建设而言，需要加大对金融、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部门的统一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信息共享，并明确第三方

评估的作用、地位和标准，为金融机构投资绿色矿山建设，把控绿色矿山建设

风险提供底气。 

六、建立绿色矿山的实际案例 

※山西同煤集团 

塔山循环经济园区，是同煤集团根据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

则建设的首家循环经济园区。目前，这里已成为煤炭行业规划建设产业链最完整、

循环效益体现最明显的园区，获得了“国家首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全

国循环经济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成为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典范之一。 

塔山煤矿和同忻煤矿两座千万吨级煤矿，自主研发“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

采成套技术与装备”，使回采率超过 90%，为工作面安全运行和最大限度提高资

源回收率，提供了可靠保证。 

配套的选煤厂，实现了动力煤的洁净生产。筛分煤经 1.5 公里封闭式栈桥送

入坑口电厂筒仓，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损耗，减少了污染。煤矿针对矿井低瓦斯

富存、高瓦斯解析特点，全面推进瓦斯抽采技术体系建设。热电厂通过乏汽利

用供热技术改造，增加供热面积 270 多万平米。矿井水及生产、生活污水全部



经污水处理厂处理，用于井下喷雾、煤层注水、选煤厂洗选、电厂冷却、建材

生产、绿化灌溉等，园区污水处理率达 100%，真正做到“废水不外排”。 

 

※国家能源集团宝日希勒露天矿 

通过持续的复垦整治、绿化建设以及一系列治理措施，宝日希勒露天煤矿

绿色矿山建设取得较明显成效：截至 2017 年底，公司生态建设和环保工程累计

投入资金 3 亿多元，完成工业厂区及排土场整型、绿化总面积 1553 公顷，种

植乔木 3.6 万余株、灌木 6.7 万余丛。在排土场顶部栽种近 2000 棵榶槭和成林

樟子松，设立一道防风林带；边坡采用生态植被毯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建成了

2 万平方米的樟子松和云杉苗圃实验林及 22 万平方米的景观园林；引进红毛柳

以及速生海柳等适合北方气候特点的灌木进行试验栽种；在排土场顶部修建集

观赏和灌溉为一体的 9 万立方米的蓄水池；利用微喷及绞盘式喷灌机等技术对

复垦绿化区域进行灌溉。目前，该矿复垦绿化率达到了可绿化面积的 100%。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 

近年来，该企业严格治理三废污染，通过实施三贵口铅锌矿防治水工程、

尾矿库增设环保截渗措施工程、选矿厂磨浮车间报停两台变压器、国产电容替

代进口电容、利用空压机 45 度冷却水取代采矿大楼蒸汽供暖及封堵破碎筛分车

间振动筛降低粉尘污染等工程，防止了尾矿库废水外泄，以免对区域地下水、

地表水和周围土壤造成污染，大幅降低了企业能耗及粉尘污染。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 



首矿加大前瞻性治理投入，实现了生产、生活废水零排放，关闭垃圾填埋

场，停运锅炉和实施锅炉脱硫治理。实施除尘系统整合升级改造，粉尘排放浓

度为国家现行标准的 50%。同时实施皮带封闭、尾矿库抑尘、生活污水回收等

项目，2017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比上年减少 5.9%。首矿自主实施了“全流程一体

化尾矿处置新工艺”，在国内尚属首创，实现了冶金矿山行业尾矿处置工艺新突

破，实现了选矿环节废弃物零排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年可

创造效益 5000 多万元。 

七、总结 

各大企业积极建设绿色矿山的实例还有很多，但绿色矿山建设是一项工作量较为庞大、技术

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实各项规划任务，而且

需要政府加大政策、组织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在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

等相关工作中，不断提升矿山企业自身的实力，尽快完善绿色矿山建设规划、标准和政策制

定与实施，还要科研机构和大学院校开展科技攻关，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水平，保障

绿色矿山建设顺利、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