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本]

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
（公开征求意见稿）

总 则

为统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产业布局，推进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不断提

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0〕43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自然资矿管〔2020〕1307号）、《关于印发<揭阳市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揭市自然资通〔2020〕

12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以及《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和《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

制《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国家和省矿产资源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本地区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

用活动的重要依据。

《规划》以 2020年为基期，2021～2025年为规划期，展望至 2035年，《规划》

的适用范围为揭阳市所辖陆域及海域行政区域。

一、现状与形势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揭阳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陆地面积 5240.5 平方公里，海洋功能区划面积

1338.2平方公里。地势北西高、南东低，榕江从西往东横贯全市。全市现辖榕城区、

揭东区、惠来县、揭西县，代管普宁市，并设立空港经济区和大南海石化工业区、揭

阳产业园、粤东新城。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102.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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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相关资料，截至 2020年底，揭阳市已发现矿产 17种，其中包括能源矿产 1

种，矿产地 3处；金属矿产 8种，矿产地 11处；非金属矿产 7种，矿产地 34处；水

气矿产 2种，矿产地 9处。储量规模达中、大型的矿产 5种，矿产地 8处。

非金属矿产开采价值较大的主要有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钾长石等。建

筑用石料类矿产（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建筑用安山岩、闪长岩）分布广、

资源丰富，矿产地 31处，截至 2020年底保有资源储量 2878.4万立方米。矿泉水水源

地 3处，中型 1处，小型 2处。地热矿产地 6处。

截止 2020年底，全市登记探矿权总数 11个，其中有效期探矿权 1个。勘查矿种

包括银、铜、铅、锌、锡、矿泉水。

至 2020年末全市登记采矿权总数 37个。开采矿种 7种，主要有铅、锌、长石、

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建筑用安山岩、矿泉水等，其中金属矿山 1个，水气

矿山 2 个，非金属矿山 34 个。2020年年底正常开采矿山 15 个，处于停采状态的 22

个。

（三）第三轮规划实施成效

第三轮轮规划期内，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严格依照规划，加强对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利用以矿山生态修复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有效促进矿业市场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1、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与勘查评价进一步加强。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显著提升。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不断加强,转型升级驱动绿色矿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4、矿政管理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深化矿政改革措施不断推进。

二、指导思想、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从服务于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两个大局，围绕省委

省政府“1+1+9”工作部署，以《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导向，紧扣揭阳市发展定位和区域发展布局，以本市矿产资

源为依托，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以推进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为主线，在

回顾与总结前几轮规划经验基础上，更好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开发与保护、当前与

长远、整体与局部的科学关系，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推动矿业

绿色发展，确保资源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协调，规划管控与管理改革相衔接，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矿产资源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矿产开发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矿产资源绿色发展的原则

——坚持改革创新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坚持深化改革和依法行政的原则

（三）规划的目标

——2025 年规划目标

1、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与勘查评价进一步加强。

推进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项目，配合开展潮汕海岸带（揭阳部分）综合地质调查和

揭阳市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推进开展国家战略性矿种与重点优势矿种（锡矿、稀土矿、

地热）调查与勘查评价工作。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显著提升。全市采矿权总量控制在 68个，采石

场总量不超过 47个。大中型矿山比例大于 80%。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不断加强,转型升级驱动绿色矿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面形成绿色矿山格局。

——2035 年远期目标

基础地质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重点矿产优势矿产勘查取得新

进展，资源供给与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矿业发展空间布局科学合理，全市所有矿山



均为绿色矿山，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矿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

步协调发展新格局全面建立。

三、矿产开发与资源产业布局

（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以揭阳市“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古城、滨海新城、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

产业强市”的发展定位和“三中心一示范区”的发展战略、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为统领，以揭阳市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揭阳市矿产资源规划的勘查开发保护

区域布局服从揭阳市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布局。

（二）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以矿产资源赋存条件为基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导向，按照构建区域资源优势、

勘查开发定位、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的要求，对矿业发展进行区域布局。

揭东区西北部、普宁市西部和揭西县除东南部外区域属于目前本市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该区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以农业、林业等山区经济为主，区

内花岗岩分布范围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适当加大建筑用石料和建筑饰面

石材的开发，普宁市、揭西县地热资源相对较丰富，可依托资源优势，制定科学合理

的地热重点开发计划，打造新型生态旅游区，振兴山区经济。

（三）勘查开采与保护布局

根据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勘查开发保护区域布局，揭阳市属于沿海经济带

区（揭西县为北部生态发展区的区域政策延伸适用范围）。

1、合理确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布局和进行划分勘查及开采分区、规划勘查区

块，实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国家规划矿区

落实揭阳五经富-潮州厚婆坳多金属矿国家规划矿区建设。

——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

普宁市磨石坑独居石砂矿区列入省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地名单中。广东省揭阳市

二方保护区、广东省揭阳市五经富-东园保护区列入省战略性矿产资源稀土矿远景区名



单中。

——重点勘查区、重点开采区

根据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部署，揭阳市境内划分出 3个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

（广东省揭阳市莲花山锡铜矿勘查区、广东省揭阳市锡岭岗钨锡矿勘查区、广东省汕

尾市黄羌地区锡多金属矿勘查区）和 1个重点开采区（广东省揭阳市五经富稀土矿开

采区），主要勘查开采矿种为锡矿、钨矿和稀土矿。

——规划勘查区块

本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设置勘查规划区块 15个，金属类 9个，水气类 8个。其中

稀土矿 1个，地热 6个，矿泉水 2个。

2、为优化矿产资源开采布局，有效指导矿业权设置和整合，以现有的地质勘查、

矿山开采信息为基础，根据区域内矿产资源储量、矿体的矿化类型、空间定位、分布

特征以及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合理划定砂石土类集中开采区和开采规划区块。

——砂石土类集中开采区

以《广东省建筑石料资源专项规划（2020-2030年）》中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采

规划布局依托，划定了 46个砂石土类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根据《广东省海砂开采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部署，揭阳市惠来县靖海湾东南侧 1片海域列入海砂

开采储备区。砂石土类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总共 47个。

——规划开采区块

本轮矿产资源规划设置开采规划区块 68 个，开采矿种主要为建筑用石料。其中金

属矿采矿权 2个（含 1个稀土矿），非金属矿采矿权 66个（含 4个水气采矿权）。揭

东区设置集中开采区 9个（其中 CS028涉及揭西县、揭东区），面积约 36.7km2。其

中最大的为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玉滘镇集中开采区（CS025），面积为 22.6km2。揭

东区开采规划区块 14 个，空白区新设 6个，保留 3个，整合 1个，调整 4个。其中建

筑用花岗岩 10 个，饰面用花岗岩 2个，长石 1个，闪长岩 1个，稀土矿 1个（省矿规

下达）。揭西县设置集中开采区 12个（其中 CS028涉及揭西县、揭东区，CS007涉

及揭西县、普宁市），面积约 149.8km2。其中最大的为揭阳市揭西县坪上-普宁里湖集

中开采区（CS007），其揭西县境内部分为 36.6km2。揭西县开采规划区块 18 个，空

白区新设 14 个，保留 1个，调整 2个，探转采 1个；其中建筑用花岗岩 14 个，饰面



用花岗岩 2个，矿泉水 2个，陶瓷土 1个。普宁市设置集中开采区 18个（其中 CS007

涉及揭西县、普宁市），面积约 81.5km2。其中最大的为揭阳市普宁市梅塘镇远光村

集中开采区（CS032），面积 29.1km2，位于普宁市中北部，毗邻普宁市区。普宁市开

采规划区块 21 个，空白区新设 12 个，保留 2个，调整 5个，探转采 2 个；其中建筑

用花岗岩 17 个，饰面用花岗岩 1个，矿泉水 2个，地热 1个。惠来县设置集中开采区

10 个，面积约 59.1km2。其中面积最大的为揭阳市惠来县隆江 -东陇集中开采区

（CS013），面积 29.1km2。另外揭阳市惠来县侨园—鳌江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CS011）为省建筑用石料资源生产基地备选区块。惠来县规划开采区块 14个，空白

区新设 8个，保留 1个，调整 5个；其中建筑用花岗岩 12 个，饰面用花岗岩 1个，铅

锌矿 1个。规划建筑用花岗岩矿最低开采规模为 30 万 m3/年，饰面用花岗岩为 3万 m3/

年，铅锌矿 3万 m3/年，长石为 1万 t/年，闪长岩为 3万 m3/年。

根据《广东省海砂开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部署，揭阳市惠来县靖

海湾有一片海域列入海砂开采储备区，面积 23.347平方公里。设置海砂规划开采区块

1个。

四、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一）合理调控开采总量

到 2025年，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68个以内。全市采石场产能 1000万 m3/年，机制

砂 325万 m3/年。建筑用石料矿产采矿权控制在 47个以内。

（二）严格开采规划准入管理

新设采矿权必须按绿色矿山标准建设，符合管理功能分区和矿业权设置区划要求，

还必须同时满足环境保护、林地使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水土保持、安

全生产等相关要求。

——环境准入

严格环境准入制度。新建矿山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的要求，编制符合要

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经审查批准后，



作为采矿权审批的必备要件；对开采活动将造成重大环境影响且难以治理恢复的，实

行一票否决。生产矿山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书面承诺和基金缴纳列入检查的必备

内容，同时必须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地热水、矿泉水项目开采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制度和取水许可管理制度。 海砂必须按相关要求完成通航条件影响评价、通

航安全保障方案、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

——安全准入

必须符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安全准入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非煤矿

矿山建设项目实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非煤矿矿山企业必须依照

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规模准入

新建矿山开采规模必须与矿山占用储量规模相适应，限定矿山最小开采规模，详

见附表 10。不得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有经过评审备案的地质勘查报告；新建、扩建

和延续开采矿山必须符合批准的矿山设计要求，达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的综合利

用要求；有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等；采矿方法、选矿工艺及设备必须科

学、先进、安全和环保，对共伴生矿产有综合开发利用方案或保护措施，禁止落后的、

破坏和浪费资源的开采方法；具备与矿山开采规模相配套的人才、资金、技术和管理

资质条件。

——空间准入

不得在生态红线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饮用水源保护区及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采矿活动和新建矿山。建筑用花岗岩等石料矿产开发项目应主

要部署在集中开采区内，适度控制区内矿山数量。涉及使用林地和采伐林木的，采矿

权申请人应依法办理使用林地和采伐林木许可手续。

石料矿山开发项目选址应与重要工业区、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

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等所在区域保留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影响可视景观，并

通过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应避免与重要交通线、重要水系保护区域发生冲突，以保护

沿线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



法》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要求，在其规定范围内禁止采石、取土；范围内

已有的石料矿山在保护采矿权人权益的前提下依法变更矿山范围或退出，并及时复垦

复绿。

五、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

（一）绿色矿山建设

开展绿色矿山创建工作，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建设绿色矿山，发展

绿色矿业是转变矿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是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按照“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标准领跑、政策扶持，创新机制、强化监督，落实责任、激发活力”的思

路，根据本市矿业发展现状，制定市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考评指标和管理措施，大

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现有持证在产矿山于 2023

年底前升级改造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到 2025 年，我市建成绿色矿山建设新格

局，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小型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和制度管理，

现有持证生产矿山加快改造升级，逐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新建矿山直接按照绿

色矿山标准建设，探索建立 1 处绿色矿业示范区。提高矿产资源“三率”（开采回收

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三项指标），去“三废”（“三废”是指尾矿、废水、

废气），保安全。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矿山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矿区土地复

垦水平全面提升，矿山企业与地方和谐发展。

（二）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贯彻“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环境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

针，结合《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9-2025 年）》，推进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工作，科学有序开展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1、对新建矿山，要强化准入条件，明确预防地质环境、土地和生态损毁的要求。

生产矿山要着力完善责任机制，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严格落实矿区生态保护的

责任，强化资金保障等要求，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

2、废弃老旧矿山处理

A.对废石堆砌不安全不环保的旧矿山进行调查摸底，及时整理，可供利用的矿渣

废石，用作建筑石料，排除安全隐患。



B.对未处理的旧隆道口，进行封坑处理。

C.对可开发利用的废弃老旧矿山，经论证可作为旅游资源的可建设地质公园。

D.尾矿处理及再利用，实施矿山开采资源“全利用”，发挥新技术优势，对分选

后的废渣尾矿实施再选后，分类处理，可利用部分回收后，剩余部分用作回填用石料。

尽量实施资源“全利用”。

3、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全面加强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监管，按照《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管理制

度。矿山企业必须按照批准的开采设计方案，遵循“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严格

规范矿业开发活动；各矿山企业和矿产品深加工企业所产生的废水、废碴、废气要严

格按要求达标排放，禁止土法冶炼。

4、闭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采矿权人申请矿山闭坑前，应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使用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并及时申请验收。

5、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责任人灭失或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按照“政府组织、市场运作、多元投资、综

合治理、企业实施”的原则，逐步开展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

6、建立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

逐步建立矿山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加强对采矿活动诱发的土地退化、地下水

源污染、地面沉降、崩塌、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及时采取有

效防治措施，使矿山地质灾害得到及时控制和治理。逐步建立完善矿山地质环境动态

监测机构和矿山地质环境数据库，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动态监测体系，

设置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开展定期监测，进一步完善市、县（市、区）、乡（镇）

三级矿山地质环境监测预警预报信息系统，实时采集矿山地质环境信息，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发生重大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三）严格勘查开发监督管理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监管管理，对不符合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不得签许同意登记、延续等。

加强矿山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大、中型矿山企业应当设立矿山地质测量机构，小

型矿山企业应当配备地质测量相关专业人员。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针对矿产资源分布和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的特

点，合理划分全面巡查和重点巡查区域，认真组织开展巡查，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无



证勘查、开采等违法行为。开发“揭阳市矿山矿区范围监督管理系统”，充分利用科

技手段，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各类违法行为。

六、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制定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布局、非金属开发与管理政策、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和发展绿色矿业等方面工作部署总体上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划定的集

中开采区、勘查和开采规划区块与生态保护功能区基本协调，确定的规划空间准入、

环境准入、安全准入条件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合理有效。随着规划

实施，矿产开发强度逐步减弱，开发利用方式将更加科学规范合理，对区域生态环境、

水环境的影响将逐步减小。局部地区少量原有开采区块与生态环境保护区存在冲突，

应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合理做出调整。对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

的，依法有序退出。要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开发项目环境准入管理，切实落实资源

开发总量调控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与监管，及时组织规划实施环境影响的跟

踪评价，尽量减轻或避免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规划》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划目标合理。环境影响系统发展协

调性总体较高，环境保护措施有力，风险可控，方案科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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