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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城市研究院
调研报告

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4 年 7 月 11 日

编者按：为了落实“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指示精神, 助力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2024 年 7 月 9 日，辽宁大学（锦州）城市研究院协调校内调研团队，对锦州市义县萤石

矿产业开展了深度调研活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地质调查院院长、重大项目办公室主

任刘文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院副院长、金属矿产勘查与评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王达、辽宁大学灾害岩体力学研究所于健洋、东创智谷矿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

总监张晓伟、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张莹莹、辽宁大学锦州城市研究院

院长尹博思参加调研。

关于推进锦州市义县萤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

于健洋 尹博思

萤石被列为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是工业上氟元素的主要来源，被喻为“类稀土”

矿产，在传统行业有广泛应用，且已成为新能源、核工业、国防工业等高科技产业发

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近几年，全球萤石产品需求呈逐年增长之势，中国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萤石消费国，年消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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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锦州市义县萤石矿石储量丰富、品类较好。现有萤石矿开采企业 12家，开采

许可证均已过期，绝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矿体分布散落，资源勘探难度大，矿

权分散问题较为突出，且存在“三率”不高、技术工艺和装备改造水平低、税费监管

困难、生态破坏严重、生产安全隐患大等问题。目前，大量萤石矿产资源（固体废弃

物资源）闲置，开采利用难度较大。

国家《“十四五”资源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为全面提升我国矿山行业的

生产技术水平，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现代通信、传感、信息与通讯技

术，实现矿山生产过程的自动检测、智能监测、智能控制与智慧调度，有效提高矿山

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收益率。

辽委发【2018】49 号《关于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非煤矿山综合治理

的意见》文件中指出，全省非煤矿山矿权“多、小、散”问题突出，规模效益差，产

业链短，产业发展层次较低，矿山企业技术、工艺和装备改造水平低，矿产资源“三

率”普遍不高，全省非煤矿业亟待转型升级。2022 年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辽宁

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提出“鼓励阜新、朝阳、锦州义县等地萤石

绿色勘查开发”。辽宁省“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设

目标，强调要“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运维服务等各环节融合应用。”

本调研旨在全面盘活锦州市义县萤石矿产资源，探索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方式

推进锦州义县萤石矿产资源及企业数字化整合，实现萤石矿石及固体废弃物资源的合

理高效开采利用及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发挥辽宁在满足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消费需求、

强化能源安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助力打造“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推动锦州义县矿

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力量。

一、锦州市义县自然情况及萤石矿资源现状

锦州市义县地处辽宁省西部贫困山区，区域内工业欠发达；农业以种植玉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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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花生、大豆为主，由于气候干旱，可耕地面积较少，农业收入有限；矿产资源丰

富，特别是非金属矿资源遍及全县各乡镇，采矿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大

凌河横贯境内，20多条大小河流遍布全县，水资源、电力资源充足，劳动力资源丰富，

适宜矿山建设和生产。

按照各矿区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义县总计拥有萤石矿石储量 1267 万吨，主要为

中生界白恶系下统地层和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地层。其中，70%以上集中分布于地

藏寺乡，主要为特级和一级品。其余分布于刘龙台镇、头道河镇，主要为二级、三级

品。

目前，义县共有萤石矿开采企业 12 家，其中 11 家位于地藏寺乡，1 家位于刘

龙台镇。采矿许可证均已过期，且未办理延续手续。绝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义县共有萤石选矿企业 2 家，均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其中 1 家（高乐选矿

厂）正常运营，1 家（金钰选矿厂）停产。

图 1 锦州市义县部分萤石矿山及开采企业现状

二、锦州市义县萤石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义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2月制定的《义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征

求意见稿）中指出“部分铁、金、普通萤石、膨润土、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等矿山规

模仍偏小，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有待提高，矿业产业链需进一步延伸；矿产资源开发

与生态保护矛盾依然突出；绿色矿山建设推进难度大，需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与激励

措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有待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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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全部企业采矿许可证均已过期，存在部分无证开采、越界越层开采、

乱采滥挖、违规占用基本农田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破坏矿山生态环境，且由于生产

条件设备落后，导致经营粗放、浪费资源等现象。

三、关于锦州市义县萤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实施路径

由辽宁大学牵头，联合东北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

高校，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方式，以智慧矿山、绿色矿山建设为重点，对锦州义县

部分萤石矿山资源及选矿企业实施数字化资源整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资源开发运营体系。

图 2 锦州市义县人民政府与辽宁大学举行座谈交流

运用先进的监测监控、信息采集和通信技术，搭建数字化传输、自动化运转、智

能化识别的现代化平台系统，通过对浓度、粒度、浮选等各项信息的分类采集、分析

和处理，实现萤石矿低品类矿石及固体废弃物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合理利用，建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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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矿标准及销售、再加工渠道，实现从生产端到销售端、再利用端的全流程数字化

集约运营。同时，全面改善和修复矿山周围生态，提升矿山复垦率，最大程度减少和

集中治理废弃物、污染物等，保障生产安全，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

速实现乡村振兴。

（二）实施对象

生产规模达不到国土资源部门规定的中型矿山最低标准的矿山；开采方法和技术

装备落后，资源利用水平达不到国家规定或设计要求的矿山；管理水平较低，存在安

全隐患、环境破坏等问题的矿山；矿区范围划分不合理的矿山。

（三）实施目标

1.萤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推动各矿山生产要素及

矿产资源的重组，建立统一的开采计划、选矿标准及销售渠道，实现从生产端到销售

端的全流程集约运营，使义县萤石矿山企业“多、小、散、乱”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

形成规模化、流程化开采、选矿、销售模式。

2.萤石矿产资源开发智能化程度明显提高，资源利用率显著提升。通过数字化升

级，进一步提升矿山企业开采、监测、选矿能力，实施生产系统技术改造，优化人员

队伍结构，提升科技型人才储备，采用科学的采矿方法和选矿工艺，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3.矿山安全生产条件、矿山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夯实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和从业人员安全素质，改善矿山安全生

产条件，最大程度降低安全事故发生风险；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科学制订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逐步恢复矿山周围生态，提升矿山复垦率，最大程度减

少和集中治理废弃物、污染物等并达标排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4.萤石矿产资源及固体废弃物合理开发利用长效机制初步建立。通过数字化升级，

精准掌握各采区内矿石储量、选矿质量及市场需求，逐步建立以矿业权准入制度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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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以合理规划开采为抓手，以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资源开发

与管理体系，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的长效机制。

5.萤石矿产资源对义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增强。通过资源整合，

切实提升矿业资源对义县财政税收贡献能力，使义县小型萤石矿山企业数量总体减少

50%以上，整合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利用率提高 40%以上，矿山生态基本恢复，矿区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矿山生产能力不低于最低开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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