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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
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自然资源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

和增储上产等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严守资源

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

源资产权益，现就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

除协议出让等特殊情形外，其他矿业权以招标、拍卖、

挂牌方式公开竞争出让，按照《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自

然资规〔2023〕1号）执行。在矿业权交易中推广使用保函

或保证金，探索建立相关规则，确保矿业权交易顺利进行。

油气（包括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天然

气水合物，下同）探矿权竞争出让时，以附件 1所列的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标准确定油气探矿权竞争出让起始价。

二、严格控制矿业权协议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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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放射性矿产勘查开采项目或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

设项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协议方式向特定主体出让矿

业权。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协议出让矿业权须报请同级地

方人民政府同意，自然资源部协议出让矿业权应先征求省级

人民政府意见。

基于矿山安全生产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考虑，已设采

矿权深部或上部、已设矿业权周边零星分散资源、属同一主

体的相邻矿业权之间距离 300米左右（安全生产距离要求）

的夹缝区域，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一步勘查开采矿产资

源（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除外）的，可以协议方式向同

一主体出让探矿权、采矿权。该类协议出让不再报地方人民

政府。

三、积极推进“净矿”出让

实行砂石土采矿权“净矿”出让，积极推进其他矿种的“净

矿”出让。加强矿业权出让前期准备工作，优化矿业权出让流

程，提高服务效率。依据矿产资源规划、地质工作成果和市

场主体需求，建立矿业权出让项目库，会同相关部门，依法

依规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限制勘查开采区域，合理确定

出让范围，并做好与用地用海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和管理政

策的衔接，以便矿业权出让后，矿业权人能够合法合规办理

用地用海用林用草审批手续，正常开展勘查开采工作。

对属矿业权出让前期工作原因而导致的矿业权人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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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勘查开采工作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变更或者

解除合同、撤回矿业权，并按有关规定退还全部或部分已征

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四、实行同一矿种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登记同级管理

自然资源部负责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水

合物、放射性矿产、钨、稀土、锡、锑、钼、钴、锂、钾盐、

晶质石墨 14 种战略性矿产的矿业权出让、登记；其他战略

性矿产通过矿产资源规划管控，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矿业权出让、登记。其余矿种由省级及以下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组

织开展。

五、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净资产不低于 3亿元人民

币的内外资公司，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油气矿业权。从事油

气勘查开采应符合安全、环保等资质要求和规定，并具有相

应的油气勘查开采技术能力。

六、实行油气探采合一制度

油气探矿权人发现可供开采的油气资源，完成试油（气）

作业后决定继续开采的，在 30 日内向有登记权限的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交探采合一计划表（附件 2）后即可进行开采。

在勘查开采过程中探明地质储量的区域，应当及时编制矿产

资源储量报告，进行评审备案。报告探采合一计划 5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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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人应当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采矿权登记。

报告探采合一计划超过 5年，未转采矿权仍继续开采的，

按违法采矿处理。探矿权人完成试油（气）作业后决定不再

继续开采的，以及 5年内开采完毕或无法转采并停止开采的，

不再办理采矿权登记。

七、调整探矿权期限

探矿权新立、延续及保留登记期限均为 5年。申请探矿

权延续登记时应扣减勘查许可证载明面积的 20%（已设采矿

权深部或上部勘查除外）。非油气已提交资源量的范围或油

气已提交探明地质储量的范围不扣减。油气探矿权可扣减同

一盆地的该探矿权人其他区块同等面积，但新出让的油气探

矿权五年内不得用于抵扣该探矿权人其他区块应扣减面积。

探矿权出让合同已有约定的，按合同执行。

八、执行新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矿产资源管理和规划、政策制定，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资源储量估算、评价，矿产资源统计和发布，及相关技术标

准制定，应执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

和地热、矿泉水等现行国家颁布的标准规范。

九、强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要求，

履行矿产资源所有者职责，依申请对矿业权人或项目建设单

位申报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评审备案，出具评审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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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委托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根据评审

备案范围和权限组织开展评审备案工作，相关费用纳入财政

预算。

十、明确评审备案范围和权限

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更（扩大

或缩小）范围涉及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油气矿产在探采矿期

间探明地质储量、其他矿产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

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量超过 30%或达到中型规模以上的），

以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申请评审备案。不对探矿权保留、变更

矿种，探矿权和采矿权延续、转让、出让，矿山闭坑，以及

上市融资等事由进行评审备案。

自然资源部负责本级已颁发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

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其他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负责。涉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由省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负责评审备案，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

然气水合物和放射性矿产资源除外。

十一、规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工作

中央或地方财政出资勘查项目，不设置探矿权，凭项目

任务书开展地质勘查工作。2019年 12月 31日以前已设探矿

权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继续办理探矿权延续，完成规

定的勘查工作后注销探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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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本意见实施前

已印发的其他文件与本意见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

行。

附件：1.油气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标准表

2.油气探采合一计划表

自然资源部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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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油气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标准表

出让公告上一月上海原油期

货活跃月份合约月均结算价

（元/桶）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万元人民币/平方千米）

陆域 海域

低于 300（含） 0.4 0.2

300-400（含） 0.5 0.3

400-450（含） 0.6 0.4

450-550（含） 0.7 0.5

550-700（含） 0.8 0.6

700以上 0.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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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油气探采合一计划表

编号： 填报日期：

矿业权人

探矿权信息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

勘查实施单位

报告区域名称

地理位置

坐标范围

(2000坐标系）

主要矿种

主要赋存层位

试油、试气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填表人 审核人

填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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