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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规划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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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资源需求的增加，矿山开采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如何合理的在矿山修复的

框架下，进行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成为现在的重要议题，本文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矿山治理的双向影响，

分析了现有矿山治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的具体路径和策略。

研究表明，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应从技术集成、政策创新、资金筹措等方面协调发展，

实施可持续的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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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ncrease of resource demand, the impact of mining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wo-way impact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mine governance, analyzes a serie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mine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mine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mine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olicy innovation, and fund raising,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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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作为一个设计多学科、多领域

的问题，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和复杂性。我国正进行生态

文明建设和“双碳”战略，矿山生态修复已经刻不容缓，

传统的矿山生态修复多聚焦于矿山修复的工程技术等，

缺乏从国土空间规划视角的系统性整合。国土空间规划

作为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核心载体，通过生态用途管制、

生态红线划定等为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了系统的

框架与方向。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成为

一个重要的环境治理议题，我国广泛开展了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
[1]
当前，在矿山治理与修复领域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还存在规划体系衔接不畅、技术标准与实

施能力不足、政策机制协同性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因

此，本文在国土空间背景下，深入研究如何科学合理的

规划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路径，为矿山地区的生态修复、

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支持。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也在不间断的进行，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矿山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过

度的和不规范开采的问题，导致土地退化、生态破坏、

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现象层出不穷。作为当前环境保

护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也逐渐成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近些

年来，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尤为重视，为此也提出了一系

列的制度和政策。而可持续发展也已经成为全球社会、

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关键议题,可持续发展强调自然资源

的保护。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矿山

开采活动通常伴随着土壤、水体和大气的污染,破坏了

生态系统的平衡,可持续矿山开发要求采取措施来减少

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2]
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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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矿山开发的同时，采取有效的、对生态环境影响最

小的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规划路径，已成为当前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

在生态环境保护前提下，矿山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应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统筹规

划矿山整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方向，以用定治，根据矿山

实际情况确定修复策略与方案。
[3]

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矿山治理的双向影响

国土空间规划对矿山治理的刚性约束与导向作用：

国土空间规划对矿山治理的刚性约束与导向作用主要

体现在矿山开发的前期，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和地方

发展战略的核心工具，明确了具体的开发边界、生态保

护红线以及开发强度等，对矿山开发与治理形成强制性

的约束作用，以确保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样

极大的减少了后期修复过程中的工作量，也避免了对环

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同时，规划中还会指出矿山开发

的重点和方向，使开发过程更加明确，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目标更加契合，促进了矿山资源开发的科学性和持续

性，实现矿山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

矿山治理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支撑与反馈：在矿

山开采过程中要确保规划中所设定的开发边界、生态保

护红线以及开发强度等得到落实，以及验证规划的合理

性，为规划做出反馈，其成效为国土空间规划的调整和

优化提供实践依据，以便合理科学的进行后续的规划。

矿山治理修复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改善了

区域生态功能，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保护、土地利

用等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在矿山修复过程中，修复经验

和实践成效为国土空间规划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反馈

国土空间规划与矿山治理的协同互动机制：国土空

间规划为矿山治理提供了从矿山选址、开采、运营、关

闭和修复的整个过程。在矿山选址阶段，规划进行空间

适宜性评价等避开生态敏感区，提出专业性的方案；开

采阶段，规划对开发强度进行动态监测，修复可与开采

同时进行；闭坑阶段规划提出强制修复验收标准，修复

过程中开展系统性生态重建。区域尺度层面要跨区域统

筹矿山集群治理，在流域尺度制定水土流失联防联控方

案，小尺度层面要建立矿山修复与周边用地功能的兼容

性规则。通过创新和优化政策工具，国土空间规划和矿

山治理能够形成互补与协同作用，例如允许修复指标跨

区域交易，发放绿色债券支持矿山修复、统一自然资源

等部门的修复验收标准有效激励矿山治理，推动国土空

间规划目标的实现。

3 现状问题

3.1 规划体系衔接不畅

首先，部分的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没有被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中，导致空间规划与专项规划脱节，

使修复目标与总体规划不匹配。在多级规划传导过程中，

上一级规划划定的矿山修复重点区域在下一级层面落

实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的空间落位，容易出现治理与

修复地块出现问题等各种错误。修复后的土地也容易出

现用途管制矛盾，土地用途转换后受各种限制，如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使其他配套难以落地。

3.2 技术标准与实施能力不足

现有的修复技术较为碎片化，也较为单一，并且多

依赖于传统手段，缺乏系统性的、多维度的修复技术体

系，这导致在某些特殊地质条件下，矿山修复工作难以

达到预期的修复结果，在地理环境要求下，不同的区域

也没有考虑到技术差异，空间适配性标准缺失。在实施

过程中，主要依赖人工巡查，动态监测能力还十分薄弱，

较少的运用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智能化检测技术，可能

对问题的发现不太及时，地矿区的塌陷、污染等问题反

馈较慢。

3.3 政策机制协同性不足

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存在许多遗留问题，并没有相

关政策针对性的解决，导致各种“旧账”无法解决，矿

山修复难以推进。并且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收益周期较长，

现行政策缺乏收益分配等长效机制，矿山企业在种种压

力面前缺乏修复积极性。不同部门在矿山修复验收标准

上也不一致，缺乏整体性，政策管理壁垒突出，导致项

目需要反复整改，形成各种资源浪费。

4 国土空间规划导向的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路

径设计

4.1 技术集成：分阶段修复与智能修复结合

矿山修复技术应根据矿山的具体条件（如矿种、开

采方法、地质环境等）分阶段、系统地设计。在修复初

期，废物处理和污染源处理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废渣、废

水、废气等污染物，以避免对周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危

害。这时，需要采用尾矿库处理、污染源封闭、废物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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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技术等技术。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在确保污染治理

的中期，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进入生态修复阶段，重点

是通过植被修复、土壤改良、重金属处理等技术手段对

矿区土地进行复垦。植被恢复技术与生态恢复技术的综

合运用是这一阶段的核心。植被恢复技术和生态恢复技

术的综合应用是这个阶段的核心。生态监测和可持续管

理在完成修复工作后，矿区需要进行长期的生态监测，

以实时了解土壤、水质、植被等方面的变化。利用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进行智能化监测，为后续的修复工作

提供决策支持。

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矿山生态修复，可以构建矿山

模型，对不同的矿山修复方案所造成的环境效应进行模

拟，用人工智能进行模拟后的优化，以提升效率。研发

相关软件记录修复过程中的全部数据，做到从源头进行

追溯。

4.2 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规划协同体系

建立由“国家-省-市-县”组成的四级矿山生态修

复规划传导体系，形成纵向传导链，将矿山修复目标逐

级分解传导至下一级行动计划，明确修复面积等各项指

标；建立横向衔接体系，将矿山修复专项规划与土地利

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多规合一”，以确保修复后

的土地用途与区域主导功能相协调。对于不同的矿区在

修复过程中要区分侧重点，对于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矿

山应注重其生态修复，采用封山育林、植被自然演替等

低干预模式，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矿山，在修复时要想

进行生态转型，可优先转为绿色产业用地。

在前期、中期和后期多个维度进行管理。前期预防

时要考虑到生态修复的方案和目标，推行“边开采、边

修复”模式，开采过程中可以建立动态检测平台，对开

采过程及污染情况做到实时掌握与监督，后期引入修复

评估模型，进行可持续管理。

4.3 资金筹措：多元化融资模式探索

财政资金要做到精准投放，政府资金要重点支持国

家战略区矿山修复项目，为矿山修复提供初始的资金支

持，并成立相关的专项资金。完善矿山企业投资模式是

建立完善矿山生态修复 治理投融资模式的核心和基础。

地方企业发行绿色修复专项资金延长其时间以匹配修

复项目周期。对于矿山环境修复，企业有一部分责任，

政府也有一部分责任，可以采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 PPP

模式，也可以采用基金化模式，两者合作启动项目后，

再吸引其他方面的社会资本，形成上层是基金化模式、

下层是项目合作的多元化投资模式。
[4]
还可通过绿色债

券、企业社会责任基金等方式募集修复资金，鼓励社会

资本激活、鼓励公众参与，支持金融工具的创新，吸引

更多的公众力量参与到修复工作中。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了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矿山生态修复

的相关路径和策略，研究表明矿山修复应以系统性、精

准性、可持续性为核心，通过多元化融资模式探索分阶

段的技术集成、多层级、多维度的规划协同体系的构建、

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可有效破解矿山修复中的技术瓶颈，

规划体系衔接不顺畅和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未来，矿山

修复需加强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动态反馈，通过人工智能

赋能矿山修复。实现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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