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解】太原市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21-2025)



    日前，《太原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

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实施。

   《规划》是落实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战略、加强矿产资源宏观

调控的重要手段，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

用与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编制全市各类相关专项规划和县

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重要基础。



规划背景

（一）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稳步推进

   “十三五”期间，完成了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
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在综改区开展了城市地质
调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太原市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基础地质支撑。

“十三五”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二）矿山布局与结构有所改善 

   “十三五”期间，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进一步规范，
重要矿产最低开采规模进一步提高，矿山规模结构不
断优化，重要矿产资源的大、中型矿山比例明显提高，
以煤矿为例，由2015年的97%提高到2020年的100%。
全市矿山数量由2015年的171个压减至2020年的128
个，减少25%。



规划背景

（三）绿色矿业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

    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退出工作，完成涉
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
遗迹、风景名胜区、文物等保护区内矿业权的退出、
变更工作，依法避让调整矿业权22宗。全面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全市已遴选10座省级及以上绿色矿山。

“十三五”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有较大提高

    资源利用方式持续转变，适用先进技术推广取
得良好成效。各矿山开采回采率均已达到国家相关
要求。矿产资源集约节约与高效利用水平有较大提
高。



规划背景

（五）矿产资源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全面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
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开展自然保护地及生
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清理处置，推进矿政管理
“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流程，简化申报材料，
压缩办理时限，实现自然资源行政审批事项“三
级联办”，极大提升了审批效率。

“十三五”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十四
五”矿
产资源
勘查开
发面临
的形势
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全市矿业实
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期。我市经济发展进入新阶
段，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
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于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及保护
的全过程，以深化矿产资源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传统优势矿产资源产业向高质
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
矿业绿色发展。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立足太原实际，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为抓手，落实省委、省政府“一群两区三
圈”城乡区域发展战略，以矿产资源产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科学调控矿产资源供给，优化矿山
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矿产资源智能、绿色、安全
开采和清洁高效深度利用，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现代矿产资源产业体系，实现矿业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
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提供能源资源保障。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
把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及管理
“全过程”中。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强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和生
态保护，正确处理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关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实现矿产资源科学、有计划的开发利用。

持续深入推进矿产资源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不断优化规模结构，立
足太原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本情况，结合资源禀赋条件，科学、合
理设置开采规划区块，推动矿业规模化，提升矿业集中度。在矿业领
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利用，合理调控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推
进新技术应用，充分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

坚持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落实省级“十四五”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重点布局涉及到太原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产业所需等矿
产资源。保障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积极布局石灰岩类资源，划定石灰
岩采矿权集中开采区，统筹利用市内市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全市
矿产资源要素供给。

加强法律法规指导、政策依据、规划衔接和信息共享，形成发展合力。进
一步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储备、监管与保护，认真对接各类自然保
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管控措施，全面实行矿业权公开出
让，积极推进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结合区域发展及重大工程项目，强化分
类指导和精准施策。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原则

坚持突出优势、保障需求原则

坚持优化布局、节约集约原则

坚持统筹协调、分类施策原则

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规划可操作性原则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和矿产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条件，充分体
现地区特点，因地制宜，突出规划可操作性。



主要内容

《规划》包括规划文本、15张规划附表和9张规

划附图。规划文本共分8章27节。



《规划》目标
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进
一步提升

承接省级“十四五”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太原
部分，全力配合山西省、各地勘单位的地勘工
作。力争新增煤层气资源量30亿-60亿立方米、
煤炭3000万吨、铝土矿500万吨、铁矿1000万
吨。
重点推进建筑用石灰岩、建筑用花岗岩、砖瓦
用页岩、水泥用石灰岩、熔剂用石灰岩、脉石
英矿产资源的集约利用，为太原市城市建设、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提供资源保障。力争新
增可开发利用的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量13000
万吨以上、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量35000
万吨以上、脉石英矿资源量500万吨左右。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进
一步节约集约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结构基本科学
合理。合理调控开发利用强度和采矿权
总数，提高矿山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大
中型矿山比例显著提高。到2025年，原
煤产量保持在6000万吨/年、铁矿产量
力争达到1220万吨/年、铝土矿产量力
争达到30万吨/年。煤矿大中型矿山比
例达到100%；铝土矿大中型矿山比例
达到100%；石灰岩类矿山大中型比例
达到60%以上。加强矿山企业开发利用
的指导监督，使矿山企业的“三率”指
标均要符合规范要求。

绿色矿业发展机制基
本形成

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积极
推动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
准要求进行建设，生产矿山加
快绿色矿山建设步伐。

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进
一步开展

配合落实省级“十四五”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中各类基础性公益性
地质调查、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
源远景调查评价、基础性矿产资
源潜力评价工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服务保障。



《规划》目标

矿政管理与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精简办事
程序，提高服务水平，全面推行省、市、
县三级联办审批事项，提升服务水平，
强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指导和监
督管理。完善矿业权退出机制，加强对
矿业企业退出后的环境治理、资源修复
等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公共利益。

生态修复能力进一步提
升

落实全市国土空间“三区三线”
管控。强化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力度。落实《山西省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规划》对“两山七河
一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聚焦
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系统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落实好生态修复
重点区重大工程。



《规划》主要内容

1 2 3

01落实省级矿规

结合太原实际，配合建
设能源资源基地3个、国
家规划矿区4个，落实划
定重点勘查区3个、重点
开采区2个、战略性矿产
资源保护区1个，落实重
点、限制、禁止勘查开
采矿种。

02基础性地质调查

配合落实省级“十四
五”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中各类基础性公益
性地质调查、能源和
战略性矿产资源远景
调查评价、基础性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服务保障。配合开展
1:5万盆地区重力测
量1500平方千米。

03加强矿产资源勘查

承接省级“十四五”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积极配合实施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配合实
施山西晋中盆地氦气资源调查
评价，积极配合推进娄烦县铁
矿、古交市煤矿和铁矿重点勘
查区的相关工作。加大清洁能
源找矿力度，全力支持推进地
热等勘查工作。承接省级“十
四五”煤层气资源总体规划，
全力支持太原市煤层气等勘查
工作。



《规划》主要内容

4 6

05在全市实施绿色勘查、
绿色矿山建设

严格执行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
范，创新绿色勘查实施手段，
加强绿色勘查监督管理；全面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
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要求进行建
设，建立健全绿色矿山常态化
管理工作机制，完善绿色矿山
建设激励机制；做好矿区生态
保护修复，落实矿山生态重点
保护修复区。

06配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配合实施煤矿瓦斯抽采全覆盖工程太
原部分，配合建设山西焦煤集团有限
公司煤矿瓦斯抽采标准化矿区。
配合省规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配合完
成我市黄河流域重点地区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任务。
配合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保护重
点实验室太原部分，定位于矿业城市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保护，为矿业
城市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治理探索新
路径。
配合落实提高城镇空间生态品质，统
筹受损弃置地生态修复，城镇空间生
态修复重点工程。

04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承接省级开采规划区块，合理调控矿产
开发利用总量，优化矿山布局和开发利
用规模结构，科学划定本轮开采规划区
块，高质量发展砂石产业。在承接省级
“十四五”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开发布局
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太忻一体化经济区
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发展趋势，充分
发掘资源保障潜力，为全市经济发展提
供矿产资源要素保障。重点优化市级发
证矿种的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十四五”
期间，逐步退出资源枯竭、小型石灰岩
类露天开采矿山。在阳曲县西方山一带、
思西东、峪庄北、大北沟、王兴坪西北
等区域划定集中开采区；在古交市大狼
沟、猫儿尖、板寺沟、石堂河村等区域
划定集中开采区。做到规模提升，集约
化开采、布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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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规划实施与管理的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推动《规划》贯彻落实。

落实部门职责，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严格监督管理，确保《规划》管控到位。

推进非煤资源整合，完善《规划》动态调整。

加强多规融合，促进《规划》管理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