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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蔚

规范矿业权价款征收管理的建议

矿
业权价款是国家将其出资勘查形成的

矿产地、矿业权空白地的矿业权出让

给矿业权申请人时，按规定向矿业权

申请人收取的价款，包括采矿权价款和探矿权

价款，是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湖南省

矿产资源丰富，是全国十大矿业省份。2001 年以

来，湖南省着力推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

对新设矿业权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对

原无偿取得的矿业权，在延续或变更登记时实行

有偿处置。目前，各地在矿业权价款征管工作中，

大力推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

非税收入征管新模式，逐步取消执收单位收入过

渡户，使矿业权价款直达财政，实现“收支两条

线”管理。特别是 2007 年 11 月省财政厅、国土厅

联合印发《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暂行办

法》以来，进一步规范了收缴程序，加大了清欠

力度，价款收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全省征收矿

业 权 价 款 从 2002 年 仅 1736 万 元 增 至 2010 年 的

11.2 亿元，9 年间增长了 64 倍。矿业权价款收入

正成为政府非税收入新的增长点，为促进资源环

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增强政府调控能力发挥

了积极作用。

虽然近几年湖南矿业权价款收入高速增长，

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矿业权价

款征管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征管法规建设滞后。目前，我国矿业权

市场发育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不完善，

专门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制度还没有

出台，矿业权价款征收管理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

障，难以做到依法管理。

（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长期以来，人们普

遍认为对自然资源可以“无价”或廉价获取，忽

略资源领域的产权问题，导致资源家底不清、产

权关系模糊、无偿占用资源等问题，国家权益未

得到充分保护，矿业权市场难以健康发展，矿业

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难以深入推进，矿业权价款

征收管理难以规范。

（三）征管机制不健全。一是征管职责界定

不清、征管主体含糊不明的问题比较突出。有关

文件仅原则规定矿业权价款收入由财政部门及

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征收管理，国土资源部

门依审批发证权限负责具体执收。而相应的具体

征管责任并没有细化落实，容易出现管理真空地

带。即便是财政内部，矿业权价款征管职能也没

有统一归口，分散在非税管理机构、综合、经建

等部门。这种多方征收、多头管理的格局带来一

系列问题 ：管理环节衔接不够紧密，政策和管理

上的漏洞难以及时修补，收入增减变化难以做出

准确分析等，致使政策制定和执行不畅，造成价

款收入流失。二是部门协征协管难以有效联动。

尤其是财政和国土部门的合作机制尚未形成，难

以在信息资源共享、矿业权价款缓减免等方面充

分合作，容易形成价款征管上的漏征漏管。

（四）征收行为不规范。一是采取协议方式出

让采矿权现象普遍存在。矿业权本应一律采取招

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但实际上协议出让所

占比重相当大。据湖南国土部门情况通报，2009

年 全 省 共 出 让 采 矿 权 2794 宗，应 收 价 款 7.1 亿

元。其中招拍挂出让 588 宗，仅占出让总宗数的

21%，占总价款的 16.9% ；协议出让 2206 宗，占

2001年以来，湖南省着力推行矿业权有偿
取得制度改革，对新设矿业权以招标、拍
卖、挂牌方式出让，对原无偿取得的矿业
权，在延续或变更登记时实行有偿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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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出让总宗数的 79%，其应收价款

高 达 5.9 亿 元，占 总 价 款 的 83.1%，

是招拍挂出让价款的 4.9 倍。二是对

欠缴价款的矿山业主违规发放许可

证。在一些矿山业主无故欠缴、拒

缴、未足额缴纳价款的情况下，职

能部门仍发放采矿许可证，致使价

款拖欠愈发严重。仅 2007、2008 两

年，矿山业主欠缴招拍挂出让的省

级采矿权价款就多达 2.47 亿元。三

是随意缓减免。全省仅职能部门对

改制国企应缴的矿业权价款直接扣

减金额就高达 7.67 亿元，这意味着

低价或无偿占有矿产资源的现象非

常严重，国家权益在大量流失。

全 面 实 施 矿 业 权 有 偿 取 得 制

度，规范矿业权征收管理，对保护

矿产资源、完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

和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湖南矿

业权价款征管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

题，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

（ 一 ）深 化 矿 产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制 度 改 革，实 现 国 家 权 益 最 大 化。

一是加快推进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资源使用制度，全面推行矿业权

出让“招标、拍卖、挂牌”制度。进

一步规范出让行为，逐步取消行政

授予矿业权，实行市场化配置。同

时建立起规范的矿业权出让信息发

布制度，促进公平竞争。二是建立

矿产资源战略性储备制度。可以考

虑以相关国有资源经营公司为平台

（如湖南发展投资集团公司），加大

投融资力度，采取收购、回收、置换

等方式，建立矿产资源储备，有计

划地推出矿业权出让，对矿产资源

的投入随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相机

抉择，以充分实现矿产资源的市场

价值，谋求国家权益最大化。

（二）加快法制建设，确保矿业

权价款征收有规可循。建议尽快出台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矿产资源有

偿使用收入收缴管理办法》，完善具

体规章制度，构建起一套完备的国有

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的法律法规体

系，确保矿业权价款征管规范运作。

（三）完善收缴办法，构建行之

有效的征管体系。创新理念，加快

建立“国家所有、政府调控、财政统

管、收益缴库”的国有资源管理新

体制，逐步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

收入征、管、查运行机制，全面提升

征管水平。一是明确征管主体。目

前，全省自上而下都已成立非税收

入征收管理机构，建议明确赋予其

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管主体资

格，保证征管工作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提高征管效率，增强政策统筹

运用能力和执行效力。二是改进征

缴方式。改国土部门执收为财政部

门直接征收，逐步实行“单位开单、

财政开票、银行代收、实时缴库”的

征缴模式。在矿业权登记审批场所、

矿业权市场或交易中心设立征收窗

口，集中统一征收，由非税机构开

票，国土部门协征。三是建立协管

联动机制。在进一步明确财政与国

土部门各自工作职责和征管任务的

基础上，加强协调沟通，形成财政

与国土部门的工作联系制度，构建

有效的协同征收机制，明晰、优化

业务流程，切实堵塞管理漏洞。四

是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建立以财政

部门为主，审计、监察、国土等部门

相配合的监督机制，实行监管、检

查、处理三位一体。矿业权出让全

过 程 实 施 招 拍 挂，并 对 其 全 方 位、

全口径监管，为价款的应收尽收提

供制度保障。

（四）加大征管力度，推进矿业

权价款征收的精细化管理。一是摸

清情况。由财政部门会同国土部门

进行清理，摸清矿业权人无偿占有

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

和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情况、应缴价

款数额以及实际缴纳情况等，建立

相关费源管理档案，督促矿业权人

按规定期限缴纳价款。建立矿业权

出让和价款征收台账，详细载明矿

业权处置方式、矿业权评估或成交

价总额、应缴价款、已缴价款，分期

缴纳的还应载明期限与分期应缴、

已缴额度等，加强对矿业权价款收

入的动态监控。二是建立股权登记

及收益收缴制度。对应缴纳的矿业

权价款经批准以折股方式缴纳或转

增国家资本的，应当到财政部门办

理相关登记手续。财政部门应建立

健全相关登记制度和股权收益收缴

制度，明确由有关职能部门具体负

责登记，相关国有资源经营公司持

股，非税收入征管机构履行股权收

益监缴职责，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严格审批。对折股和分期缴纳

价款应严格控制。对久拖不缴价款

的，要依法予以追缴。全面实行缴

纳矿业权价款和确权登记（年审）联

动制度，对未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约

定条款规定缴纳价款的矿山业主，

不能发放勘查（采矿）许可证，或延

续登记，确保矿业权价款应收尽收。

四是健全征收激励约束机制。完善

考核机制，加大行政问责和责任追

究力度，对超额完成征收预算的部

门和单位给予适当的奖励，以调动

征收积极性，切实做大矿产资源有

偿使用收入蛋糕，开辟财政收入新

的增长点。

（作者单位：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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