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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侯慎建到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 一零九有限公司调研 

7月 8日，煤炭地质分会会长侯慎建在出席煤炭地质行业职业经

理人培训班期间，赴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原

109勘探队）调研，地质分会秘书长陈明一同调研。 

一零九公司（109 队）经理（队长）刘文国介绍了公司（队）历

史及改革发展情况。109 队是国家“功勋勘探队”，自 1948 年建队以

来，先后发现了牙克石—五九、大杨树等十余个大型整装煤田，探明

煤炭资源量 1500亿吨。今年以来，公司（队）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拓

展市场，承揽多个煤田地质项目、金属勘查基金项目，实施扎赉诺尔

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华能伊敏露天矿疏干排水、八岔沟西银铅锌多金

属矿选矿、不动产测绘、工程检测等项目，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侯慎建对一零九公司（109队）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希望一零

九公司（109队）一如既往支持地质分会工作，积极参与地质分会组

织的活动，充分借助地质分会平台，加强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再创

辉煌。侯慎建在刘文国陪同下参观了一零九公司职工活动中心。 

煤炭行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培训班成功举办 

7 月 6 日-11 日，由煤炭地质分会主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干部

学校承办的煤炭行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培训班在内蒙煤炭地质勘

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驻地--呼伦贝尔市成功举办。煤炭工业协

会副会长王虹桥亲临培训班授课，煤炭地质分会会长侯慎建、煤炭工

业协会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李增全出席开班式，李增全作动员讲话，一

零九公司经理刘文国致词。 

李增全详细地介绍了近年来煤炭行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的重

大意义及相关工作情况。他指出，煤炭行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培训

旨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人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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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培养一批适应新时代煤炭行业发展需

要，具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的经营管理人才。希望学员们珍惜

难得的学习机会，学有收获。 

培训班还聘请了清华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全国知名专家教

授授课，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教师水平很高，讲授内容丰富，

主题突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员收货颇丰，进一步开拓了视野，

提升了素质，培训达到了预期。 

【煤地资讯】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碳中和研究院挂牌成立 

中煤地质总局碳中和研究院于 7月 9日正式挂牌成立。总局党委

书记、局长赵平出席并致辞，与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范宝营、王海

宁、潘树仁一道为碳中和研究院揭牌。碳中和研究院将围绕五大重点

方向开展研发工作。 

★以地热能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勘查开发。重点开展中深层地热

能和干热岩的勘查与开发利用技术研发，加快自主知识产权的“取热

不取水”地热能清洁利用技术成果推广和转化。 

★碳排放监测与检测。依托总局煤炭煤质检测中心、航空遥感大

数据中心等平台，利用地面监测、遥感、化验测试等手段开展碳排放

监测检测技术研究，建立碳排放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 

★二氧化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依托总局在煤层气领域

的勘查开发技术和地下空间储能库钻井工艺技术，开展二氧化碳驱替

煤层气开采技术研究，开展煤矿地下空间调查评价和储能、储气、碳

封存技术研发与应用。 

★煤系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重点开展煤中锂等能源金属矿产

的开发利用。同时开展煤系气、煤系石墨、稀土等共伴生矿物的勘查

与低碳利用技术研究。 

★矿山生态修复及其装备研发制造。重点开展煤基固废“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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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废、保水、防冲”一体化技术和矿井水减排、回灌、封存技术攻关

和相关装备的研发制造。（来源：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新疆局承担的“十三五”国家油气重大专项新疆煤层气项目结题 

2021年 6月 8日-6月 26日，国家能源局在北京召开了大型油气

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专项“十三五”项目（课题）/示范工程一次性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6月 25日，新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李瑞明，

作为局牵头承担的《新疆准噶尔、三塘湖盆地中低煤阶煤层气资源与

开发技术》项目的项目长，带领项目及所属课题参加了评审，项目成

果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和好评，获得验收通过，评价等级为“优秀”。 

该项目是新疆局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通过 5年

的攻关研究，提升了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了人才队伍，取得了一系

列的科研和建设成果，解决了众多生产中的难题，有力支撑和推动了

新疆煤层气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明确了新疆煤层气理论和技术发展

及攻关方向。通过“十三五”项目的开展，新疆丰富的煤层气资源进

一步受到业内的重视，新疆局的行业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在科研

领域，得到了很大地提升。 

下一步，新疆局将在“十三五”项目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十

四五”重大专项的立项工作，争取继续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联合各方力量，再接再厉，持续攻关研究新疆煤层气，以早日实现规

模商业开发利用，助力占全国 30%煤层气资源量的新疆，为国家“碳

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发挥更多力量。 

河南局举办“黄河流域绿色开采与生态修复”学术论坛分会场会议暨

第 42 期“月末大讲堂” 

7月 4日，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在郑州组织举办“黄河流域绿色开

采与生态修复”学术论坛分会场会议暨第 42期“月末大讲堂”。 

此次学术论坛是由煤炭学报、西安科技大学在西安主办的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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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主旨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黄河流域煤矿区生态修复、黄河灾

害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煤炭的智能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等 13 个

专题，彭苏萍、武强等 7名院士、6名专家到会作了专题讲座。 

会议强调，一是要紧跟学术前沿，集中聆听多名院士和专家的讲

座，学习机会难得，广大技术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二是要提振行业

信心，多名院士均指出煤炭仍是我国重要能源之一，大家要提振信心，

在生态文明大背景下，接续奋斗共同做好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这篇

大文章。三是要勇攀科技高峰，大家牺牲周末休息，努力学习值得表

扬，广大科技技术人员尤其是青年人员是我局的希望和未来，希望大

家传承优良传统，勇攀技术高峰，推动河南局转型发展更上一层楼。 

【行业动态】 

我国首次实现干热岩试验性发电 

日前，由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组织实施的唐山市马头营凸起区干热

岩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实现了干热岩试验性发电。这是我

国首次实现干热岩试验性发电，为干热岩这一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奠

定了坚实基础，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项目完成了干热岩发电系统性能测试，在我国首次实现了干热

岩试验性发电，建立了干热岩钻完井技术体系和干热岩储层改造技术

体系，为我国今后干热岩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干热岩能源利用

技术的突破，对于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完善清洁能源供给体系，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下一步，该局将以项目成果

为基础，依托当地区位优势和需求优势，谋划建设国家级干热岩开发

研究示范基地，积极推进干热岩发电、供暖、工业化利用等工作，为

开展干热岩规模化、商业化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在清洁能源勘查利用研究，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方面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来源：河北煤田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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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首个深部煤层气勘查项目立项 

日前，黑龙江省自然资源调查院负责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东瓮

泉煤层气预查》项目通过评审正式立项，这是黑龙江省深部煤层气勘

查的首个区块，对黑龙江省非常规气勘查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煤层气开发的深度大多位于 1000 米以浅，而埋深

1000-2000 米的深部煤层气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61.2%。该项目的实

施是对本省常规油气资源的重要补充。 

该项目将按入库项目排序统一组织项目实施，如果勘探成功，预

计获得 1500 米以浅煤炭预测资源量 1.15 亿吨，预获煤层气资源量

20 亿立方米以上，预期提供小型煤层气矿产地一处。项目如成功实

施，不仅可以为双鸭山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地质依据，也可为

我省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积累资料。（来源：黑

龙江日报） 

发改委：我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六方面显著成效 

为推动“十四五”时期资源型地区转型工作开好局、起好步，6

月 28日至 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安徽省淮北市组织召开全国资源

型地区转型发展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经验交流现场会。 

会议阐述了新时代做好资源型地区转型工作的重要意义，总结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的六方面显著成效。 

一是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等系

列政策文件，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为起始，以全国 262个资源型城市

为主体，以采煤沉陷区、独立工矿区为当前政策着力点，兼顾资源富

集地区、国有林区的转型工作框架和政策体系不断健全； 

二是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

付资金约 2100亿元。“十三五”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约 170亿元

支持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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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国 262个资源型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由

15.7万亿元增加到 26.8万亿元，年均增长 6%。采矿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从 12.8%降至 5.5%，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从 32%增加到 46.2%，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 

四是资源保障更加有力。重要矿产资源接续基地新增 27 处，资

源产出率累计提高超过 36%，森工资源型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75%； 

五是生态环境稳步恢复。各类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率由 28%提

升至 56.8%。单位 GDP能耗较 2012年下降 20%，节能减排成效明显； 

六是民生状况明显改善。资源型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均超过 8%，累计改造棚户区近 18亿平

方米，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全面完成。（来源：人民网） 

【地勘形势】 

2021 年上半年地质勘查行业形势分析 

预计 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 5.6%，中国经济增长 8.5%。2021年 6

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21 年世界经济将

增长 5.6%，这将是自 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速。报

告指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强劲，2021 年美国经济增速

将高达 6.8%；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预期将分别达到 4.2%和 2.9%；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 6%，其中中国经济增速高

达 8.5%；低收入国家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经济恢复乏力，2021 年

预期增长 2.9%。 

2021 年勘探预算预计增长 25%～35%。2020年全球有色金属勘探

预算从 2019年的 98亿美元降至 87亿美元，降幅达 11%。标普预计，

2021 年全球勘探预算将比 2020 年增加 25%～35%。展望 2022 年，预

计大多数金属价格会温和走软，勘探预算会再次增加但幅度不会很

大。2023—2025 年，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的减弱，全球经济增长将恢

复到更温和的水平，预计勘探预算将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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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质勘查活动指数先扬后抑。2021年 1—5月，全球地质勘

查活动指数先扬后抑，一季度连续上升，3月达到 149.2点，创九年

来新高，4 月小幅回落，5 月有所回升。全球金属价格指数保持高位

运行，5 月创历史新高，达 174.5 点。2021 年 5 月，全球 2336 家矿

业公司总市值再创历史新高，增长至 2.3万亿美元，同比上涨 73.7%，

这主要得益于金属大宗商品牛市的延续。 

初级和中级勘查公司融资总额远高于 2020 年同期。2021年 1—5

月，初级和中级勘查公司共完成融资项目 1060个，融资总额达 103.6

亿美元，是 2020年同期（28.7亿美元）的 3.6倍。从不同矿种来看，

2021年 1—5月，黄金融资累计 37.9 亿美元，是 2020年同期的 2.4

倍，处于 2011 年以来最高水平；基本金属融资累计 35.8 亿美元，

是 2020年同期的 5.1倍，仅比 2020 年全年基本金属融资总额少 1.5

亿美元；特殊矿种融资累计 29.8 亿美元，是 2020年同期的 8.7倍，

比 2020 年全年特殊矿种融资总额高出 37.3%。 

全球钻探项目数量维持高位。2021年 1—5月，全球钻探项目数

为 1783个，报告钻孔总数 27047个，分别比 2020年同期增长 71.4%

和 46.7%。其中，2 月全球钻探项目数为 383 个，创历史新高；4 月

报告钻孔数为 5826个，创近 30个月新高。从国别看，澳大利亚、加

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稳居前四，四国合计钻探项目数占比 77.2%。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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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看，各国主要勘探项目仍以黄金、白银和铜为主，三大矿种合计

占比接近项目总量的 90%。 

国内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效益总体继续保持增长。2021

年 1—5 月，全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9%，其中煤炭开

采及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5.7%、10.4%、32.7%。全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008.7亿元，同比

增长 135.5%。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 767.5 亿元，增

长 273.1%；煤炭开采及洗选业实现利润 1614.4亿元，增长 109.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 194.2亿元，增长 94.4%；非金属矿采选

业实现利润 138.7 亿元，增长 28.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

295.9 亿元，增长 201.6%。（来源：经济研究院行业所） 

从 2021 年地勘局长座谈会观行业走向 

2021年地勘局长座谈会于 6月 1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中

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成立 4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旨在更好地推

动《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地质勘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精神的贯彻实施。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指出地质勘查行业要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

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地勘行业面临的新形势;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地勘行业面临新任务，当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支撑；三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促进地勘行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学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地勘单位要利用好学会平台。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于海峰就《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

地质勘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主要背景、总体要求、深化

改革、业务引领及加强监管与服务等方面作了翔实解读和政策诠释。

一是明确提出总体要求，统筹地质勘查行业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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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一方面，因地制宜，

积极稳妥，推进事企分开；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多措并举，促进行

业发展。地质资料信息、图书档案等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要回归公益属性，突出主责主业；公益性地质调查和自然资源调查核

查，以及为监管执法等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支撑保障的事业单位，要聚

焦重大基础地质科学认识等提供技术服务；转企的地勘单位要向生态

文明建设、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

领域集中。三是加强监管与服务。既要坚定不移支持地勘行业发展，

同时也要规范地质勘查活动。因地制宜制修订地方标准，指导推动本

行政区地质勘查技术鉴定与服务工作。（来源：桔灯勘探） 

【部门政策】 

财政部印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  

为加强农村环境整治资金使用管理，财政部制定并印发《农村环

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指出，整治资金实施期限至 2025 年，整治资金支持范

围包括以下事项：（一）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二）农村生活污水、黑

臭水体治理；（三）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水源涵养；（四）其

他需要支持的事项。用于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能力建设方面的资金不得

纳入整治资金支持范围。 

《办法》明确整治资金由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管理。财政部负

责制定资金分配标准、审核整治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编制整治资金预

算草案并下达预算，组织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管

理监督，指导地方预算管理等工作。生态环境部负责指导实施农村环

境整治工作，研究提出工作任务及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组织开展农村

环境整治项目储备，开展日常监管和评估，推动开展整治资金全过程

预算绩效管理，指导地方做好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来源：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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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十四五”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969号，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基本建立，覆

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再

生资源对原生资源的替代比例进一步提高，循环经济对资源安全的支

撑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其中，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年提高约 20%，

单位 GDP能源消耗、用水量比 2020年分别降低 13.5%、16%左右，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0%，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废纸、废钢利用量分别达到 6000 万

吨和 3.2 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2000 万吨，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产值达到 5万亿元。 

《规划》围绕工业、社会生活、农业三大领域，提出了“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通过推行重点产品绿色设计、强化重

点行业清洁生产、推进园区循环化发展、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城

市废弃物协同处置，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二是通过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规范

发展二手商品市场、促进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三是通过加强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加强废旧农用物资回收利用、推行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深化农

业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循环型农业生产方式。 

《规划》部署了“十四五”时期循环经济领域的五大重点工程和

六大重点行动，包括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园区循环化发

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循环经济关

键技术与装备创新等五大重点工程，以及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塑料污染全链

条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等六大重点行动。

（来源：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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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黑龙江省地质勘查单位信用评价暂行办法》出台 

6 月 15 日，《黑龙江省地质勘查单位信用评价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出台，是为保障地质勘查工作质量针对地质勘查单位

进行评价约束而出台的省级配套法规。 

《办法》规定，在遵守国家各类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将地质勘

查项目评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信用评价机构对地

质勘查单位所承担的项目评级，应当重点从立项阶段、设计阶段、施

工阶段、项目验收、成果报告、资料汇交等几个方面进行。地质勘查

单位信用评价同样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办法》还

规定，信用评价机构采用项目等级评价法对地质勘查单位承担的项目

进行评分评级。（来源：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中国“稀土之都”推新政 促稀土新材料高质量发展 

近日，包头市政府已正式下发《包头市促进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和《包头市促进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兑现细则》两份文件。 

文件明确，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外资 1.5 亿美

元及以上，或年度税收 5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世界 500 强、国内

100强、行业领军企业、央企直接投资的重大项目，将采取“一企一

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更优惠政策支持，优先保障稀土新材料

应用产业项目用地，对企业购地自建生产厂房符合规划建设要求的项

目，将按厂房建筑面积给予补助。 

另外，凡在包头市注册、生产、实际销售并依法纳税的稀土新材

料及应用企业，用于本地项目所需流动资金贷款，将按照同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 80%给予贴息。在原料供应奖补、电价优惠、财税奖补

等方面制定了相应优惠条款。（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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