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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中鑫众和评报[2020]第 108号

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委托，

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和程序，对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元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现将采矿权出让收益报告评估情况

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评估对象：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三、评估目的：因涉及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评估 30 年外拟

动用资源储量，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规定，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拟

处置“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按照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评估 30年外拟动用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

实现评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

（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四、评估基准日：2020年 11月 30日

五、评估报告日：2020年 12月 17日

六、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七、评估主要参数：

评估矿区面积 12.8574平方公里，标高：482米至 120米。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采矿权范围内（露天+井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48690

万吨，（露天）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12254.3 万吨；（露天+井工）保有资源储量

为 36435.7 万吨。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35882.7万吨（露天），（333）资源

量可信度系数 0.9，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34709.46 万吨；设计边帮压煤量

10108.28万吨。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4煤回采率 98%、5-2煤回采率 96%、5煤







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目录

目 录

第一部分 评估报告摘要

第二部分 评估报告正文

1、评估机构.......................................................................................................... 1

2、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1

3、评估目的........................................................................................................... 1

4、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及变动史和矿业权评估史........................................... 2

5、评估基准日....................................................................................................... 8

6、评估依据........................................................................................................... 8

7、矿区自然地理经济及以往勘查情况............................................................. 10

8、矿区地质概况................................................................................................. 12

9、评估过程......................................................................................................... 22

10、评估方法....................................................................................................... 22

11、对评估利用资料的评述............................................................................... 23

12、主要技术经济参数选取过程....................................................................... 25

13、主要经济参数选取和计算........................................................................... 28

14、评估假设前提............................................................................................... 37

15、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果........................................................................... 37

16、评估结论....................................................................................................... 39

17、特别事项说明............................................................................................... 40

18、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 40

19、评估报告日................................................................................................... 41

20、评估人员....................................................................................................... 41

21、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签字盖章................................................................... 41

第三部分 评估报告附表

第四部分 评估报告附件



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正文 - 1 -

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中鑫众和评报[2020]第 108号

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委托，

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对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

露天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

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在 2020年 11月 30日所表

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

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国英园 1号楼 424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8017306010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5号

2、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2.1 评估委托方：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2 采矿权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评估目的

因涉及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评估 30年外拟动用资源储量，根

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规定，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拟处置“平庄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按照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评

估 30年外拟动用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评估目的，而为

委托方提供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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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及变动史和矿业权评估史

4.1 评估对象与范围

（1）评估对象：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

（2）评估范围：

①委托评估范围

根据《委托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信息表》（附件 1、P2）及《矿业权出

让收益评估合同书》（附件 2、P5-6），委托评估范围由 56个拐点圈定，矿区面

积：12.857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482 米至 120米。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拐

点具体如下：

拐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4689757.85 40442432.75 29 4688882.84 40443097.74
2 4689787.85 40442285.75 30 4688887.84 40443162.74
3 4689945.85 40442307.75 31 4688617.84 40443612.75
4 4689962.85 40442264.75 32 4688587.84 40443582.75
5 4689797.85 40442192.75 33 4688457.84 40443887.75
6 4689795.85 40442172.75 34 4688427.84 40443947.75
7 4689692.85 40442145.74 35 4688397.84 40443982.75
8 4689514.85 40442125.74 36 4688372.83 40444022.75
9 4689500.85 40442162.74 37 4688347.83 40444062.75
10 4689627.85 40442226.74 38 4688342.83 40444112.75
11 4689604.85 40442287.74 39 4688342.83 40444162.75
12 4689512.85 40442232.74 40 4688642.84 40444772.76
13 4689447.85 40442200.74 41 4689267.84 40445182.76
14 4689232.85 40442157.74 42 4690044.84 40445307.77
15 4689007.85 40442127.74 43 4690617.84 40446102.78
16 4688917.85 40442129.74 44 4691907.85 40446922.79
17 4688842.58 40442147.74 45 4692217.85 40446972.78
18 4688672.85 40442197.74 46 4692457.85 40446742.79
19 4688592.85 40442252.74 47 4692529.85 40446522.78
20 4688512.85 40442437.74 48 4692957.85 40445352.78
21 4688527.85 40442622.74 49 4693034.86 404451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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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22 4688532.85 40442662.74 50 4692697.85 40444982.78
23 4688523.85 40442757.74 51 4693087.86 40443977.78
24 4688547.85 40442762.74 52 4693082.86 40443967.78
25 4688572.85 40442712.74 53 4692332.87 40443442.77
26 4689052.85 40442872.74 54 4691777.87 40443112.76
27 4688997.85 40442962.74 55 4691277.86 40442962.76
28 4688967.85 40442952.74 56 4691025.86 40443057.76

矿区面积：12.857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482米至 120米

剔除范围 1拐点坐标表

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A 4692874.19 40445581.49
B 4692027.85 40445087.77
C 4692512.86 40444202.78
D 4691572.86 40443107.76
E 4691647.87 40442967.76
F 4693092.45 40443965.97
G 4692697.85 40444982.78
H 4693034.86 40445142.78

标高：从 482 米至 240 米

剔除范围 2拐点坐标表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A1 4691882.84 40446180.78

B1 4692302.85 40445247.78

A 4692874.19 40445581.49

C1 4692645.97 40446205.36

标高：从 480 米至 120 米

②《采矿许可证》证载内容

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 C1000002011121140121858）（附件 14、P214），

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500万吨/年，矿区面积 12.8574平方公里，

有效期贰拾陆年零捌月，自 2004 年 11月 9 日至 2031 年 7 月 9 日。矿区范围由

56个拐点圈定，开采标高 482米-120米（井巷工程标高至地表）。拐点具体如下：

（1980坐标按《采矿许可证》，2000大地坐标按信息表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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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号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4689762.26 40442314.71 4689757.85 40442432.75
2 4689792.26 40442167.71 4689787.85 40442285.75
3 4689950.26 40442189.71 4689945.85 40442307.75
4 4689967.26 40442146.71 4689962.85 40442264.75
5 4689802.26 40442074.71 4689797.85 40442192.75
6 4689800.26 40442054.71 4689795.85 40442172.75
7 4689697.26 40442027.70 4689692.85 40442145.74
8 4689519.26 40442007.70 4689514.85 40442125.74
9 4689505.26 40442044.70 4689500.85 40442162.74
10 4689632.26 40442108.70 4689627.85 40442226.74
11 4689609.26 40442169.70 4689604.85 40442287.74
12 4689517.26 40442114.70 4689512.85 40442232.74
13 4689452.26 40442082.70 4689447.85 40442200.74
14 4689237.26 40442039.70 4689232.85 40442157.74
15 4689012.26 40442009.70 4689007.85 40442127.74
16 4688922.26 40442011.70 4688917.85 40442129.74
17 4688847.26 40442029.70 4688842.58 40442147.74
18 4688677.26 40442079.70 4688672.85 40442197.74
19 4688597.26 40442134.70 4688592.85 40442252.74
20 4688517.26 40442319.70 4688512.85 40442437.74
21 4688532.26 40442504.70 4688527.85 40442622.74
22 4688537.26 40442544.70 4688532.85 40442662.74
23 4688528.26 40442639.70 4688523.85 40442757.74
24 4688552.26 40442644.70 4688547.85 40442762.74
25 4688577.26 40442594.70 4688572.85 40442712.74
26 4689057.26 40442754.70 4689052.85 40442872.74
27 4689002.26 40442844.70 4688997.85 40442962.74
28 4688972.26 40442834.70 4688967.85 40442952.74

29 4688887.25 40442979.70 4688882.84 40443097.74

30 4688892.25 40443044.70 4688887.84 40443162.74

31 4688622.25 40443494.70 4688617.84 40443612.75

32 4688592.25 40443464.70 4688587.84 40443582.75

33 4688462.25 40443769.70 4688457.84 40443887.75

34 4688432.25 40443829.70 4688427.84 404439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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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号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35 4688402.25 40443864.70 4688397.84 40443982.75

36 4688377.24 40443904.70 4688372.83 40444022.75

37 4688352.24 40443944.70 4688347.83 40444062.75

38 4688347.24 40443994.70 4688342.83 40444112.75

39 4688347.24 40444044.70 4688342.83 40444162.75

40 4688647.24 40444654.71 4688642.84 40444772.76

41 4689272.24 40445064.71 4689267.84 40445182.76

42 4690049.24 40445189.72 4690044.84 40445307.77

43 4690622.24 40445984.73 4690617.84 40446102.78

44 4691912.24 40446804.74 4691907.85 40446922.79

45 4692222.24 40446854.74 4692217.85 40446972.78

46 4692462.24 40446624.75 4692457.85 40446742.79

47 4692534.24 40446404.74 4692529.85 40446522.78

48 4692962.25 40445234.74 4692957.85 40445352.78

49 4693039.26 40445024.74 4693034.86 40445142.78

50 4692702.25 40444864.74 4692697.85 40444982.78

51 4693092.26 40443859.74 4693087.86 40443977.78

52 4693087.26 40443849.74 4693082.86 40443967.78

53 4692337.27 40443324.73 4692332.87 40443442.77

54 4691782.27 40442994.72 4691777.87 40443112.76

55 4691282.26 40442844.72 4691277.86 40442962.76

56 4691030.26 40442939.72 4691025.86 40443057.76

矿区面积：12.857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482米至 120米

剔除范围 1拐点坐标表

点号
1980 西安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A 4692878.59 40445463.45 4692874.19 40445581.49
B 4692032.25 40444969.73 4692027.85 40445087.77
C 4692517.26 40444084.74 4692512.86 40444202.78
D 4691577.26 40442989.72 4691572.86 40443107.76
E 4691652.27 40442849.72 4691647.87 40442967.76
F 4693096.85 40443847.93 4693092.45 40443965.97
G 4692702.25 40444864.74 4692697.85 404449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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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693039.26 40445024.74 4693034.86 40445142.78
标高：从 482 米至 240 米

剔除范围 2拐点坐标表

点号
1980 西安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A1 4691887.24 40446062.74 4691882.84 40446180.78
B1 4692307.25 40445129.74 4692302.85 40445247.78
A 4692878.59 40445463.45 4692874.19 40445581.49
C1 4692650.36 40446087.32 4692645.97 40446205.36

标高：从 480 米至 120 米

③储量估算范围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附件 10、P59）2014年提交，储量估算平面范围在采矿权范围内，最大估算面

积 9.39平方公里，估算标高 482米-120米，露天储量估算范围内有 4、5-2、5、

6-2、6、7号煤层，井工储量估算范围内有 9、10、11号煤层（附件 10、P92）。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储量2019年度检测报告》（附件11、P111）

该报告依据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和2018年编制的《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

山露天煤矿矿山矿产资源储量2018年度年报》，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采矿权范围

内的2019年开采的4、5、6、7煤开采范围（附件11、P138-139）。

④设计范围

2020年 9月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附件 13、P155），设计范围为《采

矿许可证》范围内的露天开采 4、5-2、5、6-2、6、7号煤层，井工开采 9、10、

11号煤层，设计开采标高 482米-120米标高（附件 13、P185-187）。

⑤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以《委托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信息表》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

估合同书》（2000国家大地坐标）为准。评估面积 12.8574平方公里，标高 482

米-120米

评估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范围、《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一致，资源储量

估算范围在评估范围内。

4.2 评估对象的登记变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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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山露天煤矿 1997年底投入试生产，2007年达到 500万吨设计生产能力。

2009年 9月，元宝山露天煤矿进行生产能力核定工作，并取得原内蒙古自治区煤

炭工业局《关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和西露天

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报告的批复》（内煤局字［2009]440号），元宝山露天煤矿生产

能力核定至 800万吨／年。2011年 12月 9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颁

发《采矿许可证》（证号：C1000002011121140121858)，有效期限自 2004年 11月

9日至 2031年 7月 9日。

2018年 12月，取得《国家能源集团关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产能置换的请示》（国家能源办［2018]536号）；2019年 3月，

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

露天煤矿核增生产能力产能置换方案的复函》（发改办运行［2019]357号）；2019

年 3月，取得《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核定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生产能力的复函》（煤安监司函办［2019]35号），同意元

宝山露天煤矿生产能力核定至 1200万吨／年。

4.2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2005年 7月 19日，原国土资源部出具“国土资采矿评

认[2005]118号”《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附件 15、P217），对《平

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进行

确认，确认结果采矿权价值 15584.44万元人民币。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

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天华矿评报[2005]35号）（附件 15、P218-229），

评估基准日 2005年 4月 30日，评估保有资源储量 48522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

储量 34920 万吨，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34572.6 万吨，可采储量

32843.97万吨，评估结果 15584.44万元。

按照企业提供的缴款凭证（附件 15、P230-234），2007 年缴纳 3116.888 万

元、2008年缴纳 1385.2835万元、2009年缴纳 1385.2835万元、2010年缴纳 9696.985

万元，共计缴纳采矿权价款 15584.44万元。（附件 16、P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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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11月 30日，是委托方的要求。评估考虑该基准

日为月末时点，且该时点距离评估工作时间较近，符合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

本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费标准均为 2020年 11月 30日的有效价格标准，以

人民币为计价货币。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评估依据

（1）1996年 8月 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1998年国务院令第 241号发布、2014年 7月 29日国务院令第 653号修

订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14修订)》；

（3）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42 号发布、2014 年 7月 29日国务院令第 653号

修订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2014修订)》；

（4）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7]29号）；

（5）《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市场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

（6）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

行）》；

（7）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内财非税规[2017]24号”《内蒙古财

政厅 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文中简称“内财非税规[2017]24号”）；

（8）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年第 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

的公告》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第一批九项）；

（9）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年第 7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的公告》；

（10）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年第 6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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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6年 7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12）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年第 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

估应用指南（试行）》；

（13）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文件 内国土资发[2018]173号《内蒙古自治

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煤炭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1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02）；

（15）《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6）《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17）《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0215-2002）。

6.2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内蒙古自然资源厅委托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信息表；

（2）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内自然资矿

评合字[2020]第 104号）；

（3）煤矿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4）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储备字[2014]260号”《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

明》（2014年 8月 19日）；

（5）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国土资矿评储字[2014]78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意见书》（2014年 7月 1日）；

（6）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104勘探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

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4年 2月）；

（7）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储量 2019年度检测报告》（2020年 1月）；

（8）“赤年报审字[2020]D176 号”《赤峰市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检测报告评

审意见书》（2020年 9月 11日）；

（9）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专家组“内矿审字[2020]044

号”《<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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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审查意见书》（2020年 12月 7日）；

（10）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20年 9月）；

（11）原国土资源部出具“国土资采矿评认[2005]118号”《国土资源厅采矿

权评估结果确认书》、《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评

估报告书》及采矿权价款缴款凭证；

（12）采矿权人提供的煤矿 2019年至 2020年 11月，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生产成本明细表、期间费用明细表以及固定资产统计表、长期待摊费用、销售收

入统计表、销售合同及发票；

（13）评估公司收集的其他资料。

7、矿区自然地理经济及以往勘查情况

7.1 矿区自然地理经济

元宝山露天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偏北35km，行政区划隶属元宝山

区建昌营镇。元宝山露天煤矿西南侧有矿区专用铁路与叶赤线（叶柏寿－赤峰）

元宝山站接轨，东南3km有矿区铁路与京通线（北京－通辽）安庆沟站接轨，露

天矿经元宝山镇至赤峰市区、平庄镇有二级公路畅通，元宝山电厂距露天矿仅3km，

交通便利。

赤峰市元宝山区地处燕山山脉的延伸部分，低山丘陵较多，西北间有固定和

半固定沙丘，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最高标高＋495m，海拔最低标高＋482m，

地形相对高差13m。

矿区属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春秋两季多风。地表水

系主要为英金河、老哈河两大河流，均为常年性河流。英金河为老哈河左岸最大

支流，于东八家汇入老哈河，将露天矿区分成东北、西南两部分。

7.2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1954年，原辽宁省煤田地质局勘探公司104队施工勘探钻孔24个，钻探

工程量6383.83m，未提交勘查报告。工作区包括元宝山露天煤矿。

（2）1973年12月，由原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提出《元宝山露天精查地质

报告》，其精查资源／储量为54486.8万吨。辽宁省原煤管局以“（74)辽煤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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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号文”批准。

（3）1975年2月，为满足设计需要，原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04队提出“元

宝山露天精查地质报告水文地质部分”，辽宁省原煤管局以“（76)辽煤基字304

号文”批准。

（4）1979年6月，原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04队提出《一号露天精查地质

报告》（即元宝山露天地质勘探精查报告）。经原东煤公司以“（88)第660号”

文批准：“元宝山露天区精查区地质储量A+B+C级56205.2万吨，其中供露天矿开

采的地质储量A+B+C级54288.7万吨”。

（5）1982年，原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04队提出《元宝山露天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剥离物强度）勘探报告》，该报告由原煤炭部地质局以“（82)煤地字

第191号”文件批准。

（6）1987年，原东煤公司煤田地质局104队提出《元宝山露天剥离物强度勘

探报告》，原东煤公司以“东煤生字（88)第1389号文”批准。

（7）1988年，原东煤公司煤田地质局104队提出《元宝山露天边坡工程地质

报告》。原东煤公司以“东煤地字（1988)第378号文”批准。

（8）2004年9月，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宝山露天煤矿编制了《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平庄矿区元宝山露天煤矿资源储量复核报告》获得保有资源储

量48731万吨。备案编号为国土资储备字［2004]355号。

（9）2014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104勘探队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采矿许可范围内＋

482~+120m标高范围的资源量：保有资源储量41560万吨，露天开采部分各类保有

资源储量41007万吨，井工开采部分各类保有资源储量553万吨。元宝山露天矿累

计动用资源量7130万吨。元宝山露天矿累计查明资源储量48690万吨。经国土资源

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并经国土资源部备案。

（10）2020年 1月，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内蒙古

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储量 2019年度检测报告》，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按照 2014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煤炭（褐煤）累计

查明资源储量 48690万吨。检测报告计算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12254.3 万吨，2019

年动用资源储量 1132.5 万吨，其中（111b）动用资源量 983.4 万吨，（333）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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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源量 149.1 万吨。（露天+井工）保有资源储量为 36435.7 万吨，其中（111b）

18547.2 万吨，（122b）5732.3 万吨，（333）12156.2 万吨。该报告经赤峰市自

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

8、矿区地质概况

8.1 矿区地质条件

8.1.1地层

元宝山露天煤矿地层从下至上可分为：

（1）白垩系下统：

①九佛堂组：

下段：下部以紫红色、灰绿色的砾岩为主，夹紫红色砂岩、泥岩。砾岩成分

多以花岗岩、片麻岩、石英岩为主，安山岩、闪长岩等中基性火成岩砾次之，多

为凝灰质胶结。分选差、粒度不等，一般1-5cm，多具棱角，呈厚层状，层理不

清。上部以灰色砾岩为主，夹灰色、灰黑色砂岩、泥岩，局部夹薄煤层。

上段：以灰绿色、灰褐色、褐色块状泥岩，纸片状泥岩为主，夹灰色、灰白

色砂岩和泥灰岩，偶含不稳定薄煤层。以其岩性和富含淡水动物化石为主要特征，

是勘探工作中停孔的主要标志。

上段顶部为含砾粗砂岩，局部相变为砾岩或砂岩，砾石成分比较复杂，是划

分九佛堂组与阜新组的标志。本段地层西厚东薄，露天矿西北部的元茂隆厚度大

于600m，露天矿东南部厚度约200m.

②阜新组：本组岩性以灰、灰白色粗砂岩为主，夹中、细砂岩、砾岩、灰黑

色泥岩和煤层。整个含煤地层是一个河漫相和湖泽相碎屑岩含煤建造。含煤地层

厚250-470m，平均厚340m，含有12个复煤层，累计平均可采总厚84.29m。5、6

煤分布于含煤地层中部，是露天开采的主要对象。含煤地层中各类岩石平均含量

为：煤占30.4%，炭质泥岩占1.0%，泥岩占8.7%，砂岩占59.1%，砾岩占0.8%.

（2）白垩系上统：

孙家湾组：分布于露天矿北部的东、西两侧。以紫红色和黄褐色砾岩为主，

局部夹砂岩。砾石成分比较复杂，大小不均，砾径一般3-5cm，大者达1m以上。

露天区内仅19线以北见此地层，其厚度为75m，不整合于下伏地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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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近系上新统:露天矿所见新近系地层，依岩性可分为下部紫红色砂砾

岩段、上部玄武岩段和红土砂砾层段。

①紫红色砂砾岩段：仅在露天矿南部与元宝山矿三井交界附近的穹隆背斜处

见到。主要岩性为紫红色砂岩、砾岩，局部地段夹次生堆积煤和黑色泥岩。厚

0-115m，不整合于元宝山组煤系地层之上。以致把3线与26线之间部分六煤和七

煤层剥掉，剥蚀面积约0.6k㎡。

②玄武岩和红土、砂砾层段：玄武岩段主要分布在老哈河、英金河沿岸地带，

产状近于水平，多形成平台地貌，不整合于新近系前地层之上。由黑色致密块状

或气孔状玄武岩和橄榄玄武岩组成，厚100m左右。露天矿范围内仅在北部14、15、

16线西部边缘和18、19线东部边缘有玄武岩的分布，厚7-34m，面积约0.89k㎡.经

镜下鉴定为全晶质玄武岩，斑状结构，基质为辉绿结构，岩石成分：长石80%，

橄榄岩10%，辉石6%，黑色矿物（铁矿）3%。

③在露天矿北部的玄武岩之下和露天南部的紫红色砂砾岩段之上，均见有红

土和砂砾岩层分布，厚0-20m.有的地方玄武岩之间还夹有1.0-1.5m厚的黄褐色砂和

灰绿色亚粘土夹砾石，这说明了本区新近系上新统玄武岩喷发最少在两期以上。

（4）第四系：

①更新统：主要为圆砾夹砂、卵石层和黄土、黄土状亚砂土、亚粘土组成。

土层细而致密，具直立节理。砂砾层为富水性强的含水层。在东元宝山及四龙头

沟曾采到恐龙骨骼化石，总厚近百米。

②全新统：主要分布于老哈河、英金河等河谷地带。由现代河流冲积物组成，

一般只几米厚，以砂砾为主，风成砂、亚砂土、亚粘土次之。露天区第四系地层

厚14-85m，一般55m，西南薄、东北厚。

8.1.2构造

元宝山露天煤矿是南荒向斜的一部分，呈一个被F1断层切去东南翼的不完整

平缓向斜构造。地层倾角绝大部分是3°-14°，一般为8°.向斜轴方向为北东25°，

向斜轴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倾复，轴倾角为3°-5°，矿区内断层以北东向和北西向

为主，构造复杂程度为二类，即构造复杂程度中等。

8.2 煤层

元宝山露天煤矿含煤地层为白恶系下统阜新组，是本区唯一含煤地层，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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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煤层，即3、4、5-2、5、6-2、6、7、8、9、10、11、12煤层，5-2、6-2两个

煤层分别由5煤、6煤分叉出来，其中5、6两个煤层是本区的主要煤层。4、5-2、5、

6-2、6、7煤层为露天开采，位于含煤建造中部，煤层最大可采厚度为124.36m，

全区发育，且煤层较稳定。9、10、11煤层厚度逐渐变薄，仅南部可采，为露天深

部区由井工开采。阜新组含煤地层厚250~470m，平均厚340m，煤层平均厚70.11m，

含煤系数20.6%，可采煤层平均总厚74.91m，可采含煤系数22.0%。

矿区内参与资源量估算的可采煤层共9层，其中露天开采的6层煤为4煤、5煤、

5-2煤、6煤、6-2煤、7煤，深部井工开采的3层煤为9煤、10煤、11煤，依据采矿

许可证，资源量估算标高为482~120m，120m标高以下为证外资源量，资源量最

大估算面积为9.39k㎡，各可采煤层赋存特征见下表。

各可采煤层特征（见下表）

煤

层

号

全层厚度

(m，含夹矸)

可采煤层厚度

层间距(m)
含煤

面积

（km2）

可采

面积

（km2）

面积

可采

系数
(%)

可采

程度

稳定

程度

可采厚度(m) 夹矸厚度
(m)

夹矸层

数

最小－最大

平均(点数)
最小－最大

平均(点数)

最小－最

大

平均(点数)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最大

平均

4 0.0-44.85
2.50（247）

2.52-21.09
9.93（51）

0.07-4.10
1.85（51）

1-24
7

2.18 2.18 23.1大部

可采

较稳

定
1.07-79.10
40.74

5-2 0.00-5.97
0.50（132）

2.14-5.77
4.53（14）

0.17-1.35
0.58（14）

1-3
2

0.45 0.45 5.1 局部

可采

不稳

定

0.00-60.44
29.80

5 0.00-77.78
12.30（247）

1.62-56.13
17.14（127）

0.16-16.90
2.46（119）

1-54
12

5.43 5.41 58.3大部

可采

较稳

定

0.49-76.24
46.08

6-2 0.00-12.90
4.31（16）

6.06-7.97
6.86（9）

0.18-0.90
0.27（9）

1-3
2

0.45 0.45 2.7 局部

可采

不稳

定

0.00-68.17
30.65

6 0.00-93.91
33.34（240）

1.66-74.16
24.14（233）

0.05-16.38
2.65（221）

1-69
13

9.39 9.39 100 全区

可采

较稳

定

1.03-61.31
15.38

7 0.00-65.61
16.48（247）

1.51-37.58
6.06（200）

0.05-9.96
1.60（186）

1-39
7

7.89 7.15 77.0全区

可采

较稳

定

15.81-22.97
18.609 0.00-5.82 1.73-5.82 0.09-1.41 1-7 2.16 1.02 11.6局部

可采

不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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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煤：区内见煤点51个，可采见煤点51个，沉缺点196个，断缺点25个，

可采煤层厚度2.52~21.09m，平均厚度：9.93m，主要分布于9勘查线以北，煤层中

的夹矸层数为1~24层，平均7层；夹矸厚0.07~4.10m，平均1.85m，煤层结构较简

单，顶板岩性主要为粉砂岩，层理不明显，分选较好，底板为细砂岩，逐渐过渡

为粗砂岩。含煤面积为 2.18k㎡，可采面积2.18k㎡.面积可采系数23.2%，与下部

5-2煤层间距1.07~79.10m，平均间距40.74m.属大部可采的较稳定煤层。

（2）5-2煤：区内见煤点14个，可采见煤点14个，沉缺点118个，断缺点25

个，可采煤层厚度2.14~5.77m，平均厚度：4.53m，主要分布于16勘查线以北，煤

层中夹矸层数为1~3层，平均2层；夹矸厚0.17~1.35m，平均0.58m，煤层结构简单，

顶板为灰白色石英质细砂岩，松散，分选较好，底板为灰白色石英质细砂岩，泥

质胶结。含煤面积为 0.45k㎡，可采面积0.45k㎡.面积可采系数4.8%，与下部5煤

层间距0.00~60.44m，平均间距29.80m。

（3）5煤：区内见煤点129个，可采见煤点127个，沉缺点118个，断缺点25

个，可采煤层厚度1.62~56.13m，平均厚度：17.14m，主要分布于1勘查线以北，

煤层中夹矸层数为1~54层，平均12层；夹矸厚0.16~16.90m，平均2.46m，煤层结

构较简单顶底板为灰、灰黑色粉砂岩，成分以石英、长石及炭屑为主，粘土质胶

结。含煤面积为5.43k㎡，可采面积5.41k㎡，面积可采系数57.6%，与下部6-2煤层

间距0.49~76.24m，平均间距46.08m.属全区大部可采的较稳定煤层。

（4）6-2煤：区内见煤点9个，可采见煤点9个，沉缺点7个，断缺点25个，可

采煤层厚度6.06~7.97m，平均厚度：6.86m，主要分布于17勘查线以北，煤层中夹

矸层数为1~3层，平均2层；夹矸厚0.18~0.90m，平均0.27m.煤层结构较简单，顶

板为中、粗砂岩，钙质胶结松散，底板为灰、灰白粉砂岩、细砂岩，厚层状。含

0.32（247） 2.55（21） 0.34（19） 3
2.20-38.50
11.90

10 0.00-2.90
0.13（247）

1.51-2.90
1.50（6）

0.13-0.61
0.28（6）

1-5
2

1.51 0.39 4.4 局部

可采

不稳

定

3.87-33.95
28.0011 0.00-3.48

0.23（247）
1.55-3.48
2.20（13）

0.08-1.18
0.30（13）

1-6
3

2.15 0.88 10.0局部

可采

不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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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面积为 0.45k㎡，可采面积0.45k㎡，面积可采系数4.8%，与下部6煤层间距

0.00~68.17m，平均间距30.65m属局部可采的不稳定煤层。

（5）6煤：区内见煤点233个，可采见煤点233个，沉缺点7个，断缺点25个，

可采煤层厚度1.66-74.16m，平均厚度：24.14m，全区分布，煤层中夹矸层数为1~69

层，平均13层；夹矸厚0.05~16.38m，平均2.65m，煤层结构复杂，顶板为黑色泥

岩，灰白色钙质胶结粗砂岩，以石英颗粒为主，松散。底板灰黑色细砂岩和泥岩。

含煤面积为9.39k㎡，可采面积9.39k㎡，面积可采系数100%，与下部7煤层间距

1.03m~61.31m，平均间距15.38m.属全区可采的较稳定煤层。

（6）7煤：区内见煤点238个，可采见煤点200个，沉缺点9个，断缺点25个，

可采煤层厚度1.51-37.58m，平均厚度：6.06m，全区分布，煤层中夹矸层数为1~39

层，平均7层；夹矸厚0.05~9.96m，平均1.60m，煤层结构复杂，顶底板均为灰色

细砂岩，分选较好，成分以石英颗粒为主。含煤面积为7.89k㎡，可采面积7.15k

㎡，面积可采系数76.1%，与下部煤层间距15.81m~22.97m，平均间距18.60m.属全

区可采的较稳定煤层。

（7）9煤：区内见煤点50个，可采见煤点21个，沉缺点197个，断缺点25个，

可采煤层厚度1.73-5.82m，平均厚度：2.55m，主要分布于11线以南，煤层中夹矸

层数为1-7层，平均3层，夹矸厚0.09-1.41m，平均0.34m.煤层结构较复杂，顶底板

岩性为灰色细砂岩、粉砂岩、泥岩。含煤面积为2.16k㎡，可采面积1.02k㎡，面积

可采系数10.9%，与下部10煤层间距2.20m~38.50m，平均间距11.90m.属局部可采

的不稳定煤层。

（8）10煤：区内见煤点37个，可采见煤点6个，沉缺点210个，断缺点25个，

可采煤层厚度1.51-2.90m，平均厚度：1.50m，主要分布于9线以南，煤层中夹矸

层数为1-5层，平均2层，夹矸厚0.13-0.61m，平均0.28m，煤层结构较简单。顶底

板岩性为灰色细砂岩、粉砂岩、泥岩。含煤面积为1.51k㎡，可采面积0.39k㎡，面

积可采系数4.2%，与下部11煤层间距3.87m~33.95m，平均间距28.00m.属局部可采

的不稳定煤层。

（9）11煤：区内见煤点47个，可采见煤点13个，沉缺点200个，断缺点25个，

可采煤层厚度1.55-3.48m，平均厚度：2.20m，主要分布于10线以南，煤层中夹矸

层数为1-6层，平均3层，夹矸厚0.08-1.18m，平均0.30m，煤层结构较简单。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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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岩性为灰色细砂岩、粉砂岩、泥岩。含煤面积为2.15k㎡，可采面积0.88k㎡，面

积可采系数9.4%.属局部可采的不稳定煤层。

8.3 煤质

8.3.1煤的物理性质

煤的颜色一般呈黑褐色，稍经风化后呈黑色，条痕呈褐色，弱油脂和沥青光

泽，受风化后则变为暗淡光泽。常见贝壳状、平坦状断口，块状构造，性脆、吸

水性强。常见条带状结构，亮煤、暗煤互成条带状分布，镜煤、丝炭呈透镜状，

丝炭具有纤维结构，亦可见到呈线理状的镜煤。煤的原生裂隙和次生裂隙均不发

育，亮煤有时存在垂直于层面的裂隙，裂隙比较平坦，有时被钙质薄膜或黄铁矿

薄膜充填。

煤的真密度，根据测试资料，5煤平均为1.54，6煤平均为1.59。

8.3.2煤岩特征

本区的宏观煤岩组分以亮煤和暗煤为主，亮煤、暗煤互成条带状分布，镜煤、

丝炭呈透镜状夹于亮煤和暗煤之中。

宏观煤岩类型：主要是半亮型，其次为半暗型，再次为光亮型及暗淡型煤。

8.3.3化学性质

①工业分析

水分（Mad）：露天区原煤水分最低是 7煤为 13.06%，最高者是 5煤为 16.17%，

平均值为 14.72%。井工区原煤水分平均为 13.40%。

灰分（Ad）露天区灰分含量最高是 5-2煤为 24.32%，最低是 6-2煤为 10.08%，

平均为 14.92%，井工区灰分平均为 27.34%，全区灰分平均为 13.33%，依据煤炭

灰分分级标准(GB/T15224.1-2010)，为低灰煤。

挥发分产率（Vdaf）

露天区主要煤层的浮煤挥发分产率最低者是4煤为37.85%，最高者是6煤为

42.93%。平均为40.75%，井工区平均为41.49%，全区平均为41.12%，依据煤的干

燥无灰基挥发分分级标准(MT/T849-2000)，属高挥发分煤。

②工艺性能

发热量：空气干基高位发热量（Qgr.ad）：最高为6煤21.71MJ/kg，最低为5-2

煤18.48 MJ/kg，全区平均为20.71 M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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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基高位发热量（Qgr.d）：最高为4煤25.38MJ/kg，最低为8煤19.76 MJ/kg，

全区平均为24.14MJ/kg。为中高发热量煤。

干基低位发热量（Qnet.d）： 最高为4煤25.17MJ/kg，最低为8煤19.56 MJ/kg，

全区平均为22.67MJ/kg。

煤灰成分与煤灰熔融性ST(℃)：

本区主要煤层中的煤灰成分以二氧化硅占第一位，平均含量为48.99%；三氧

化二铝平均含量为13.40%；三氧化铁平均含量为13.41%；氧化钙平均含量为6.10%，

其它含量较少，氧化镁平均含量为1.99%，二氧化钛1.05%。各煤层煤灰成分见表

4-2-2。

煤灰熔融性ST最高点为5-2煤1240℃，最低点为9煤1110℃，全区平均为1182℃，

属于较低软化温度灰。

煤 层 煤 质 特 征 表

煤层

原 煤

Mad
(%)

Ad Vdaf
Qgr.ad(MJ/kg) Qgr.d(MJ/kg) Qnet.d(MJ/kg)(%) (%)

4
14.59-19.23 7.53-13.63 43.88-51.71 19.53-23.19 24.18-27.15 23.98-26.94
16.33(4) 11.59(4) 47.74(4) 21.25(4) 25.38(4) 25.17(4)

5-2
13.52
（1）

24.32
（1）

42.34
（1）

18.48
(1)

21.36(1) 20.74(1)

5
11.70-20.83 8.20-23.21 41.35-46.85 18.87-23.50 21.69-27.43 21.48-27.22
16.17(15) 12.72(15) 43.52(15) 20.80(15) 24.80(15) 24.55(14)

6-2
14.19-15.62 8.83-11.33 43.37-43.86 20.91-21.96 24.69-26.03 24.48
14.91(2) 10.08(2) 43.62(2) 21.45(2) 25.36(2) (1)

6
10.54-19.22 7.02-18.58 38.14-47.13 18.29-25.14 22.05-28.31 22.41-28.11
14.37(36) 13.31(36) 43.00(36) 21.71(36) 25.33(36) 25.09

7
9.32-17.13 10.42-38.77 36.39-47.27 15.89-23.74 17.52-27.50 17.32-27.30
13.06(23) 17.52(23) 42.19(23) 20.99(23) 25.38(23) 24(23)

露天区
9.32-20.83 2.53-38.77 36.39-51.71 15.89-25.14 17.52-28.31 17.32-28.11
14.72(81) 14.92(81) 43.73(81) 21.11(81) 24.48(81) 24.01(81)

8
15.02 33.35 46.26 16.79 19.76 19.56

(1) (1) (1) (1) (1) (1)

9
10.00-13.91 21.25-28.42 41.62-46.79 17.21-20.24 19.58-23.06 19.38-22.03
12.32(5) 25.68(5) 44.30(5) 18.70(5) 21.34(5) 21.15(5)

10
10.45-16.68 12.25-33.98 41.53-45.91 16.43-22.35 18.92-26.82 18.72-26.60
12.79(4) 23.69(4) 43.70(4) 19.67(4) 22.60(4) 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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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39-16.53 13.30-33.58 39.95-43.98 17.08-21.70 19.57-25.98 19.37-25.76
13.26(6) 23.13(6) 42.15(6) 19.53(6) 22.55(6) 23.23(6)

12
10.83-14.77 28.45-34.81 41.08-48.12 16.00-19.06 19.14-21.37 18.94-21.17
13.22(5) 30.88(5) 43.77(5) 17.26(5) 20.50(5) 20.31(5)

井工区
10.00-16.68 12.25-34.81 39.95-48.12 16.00-22.35 18.26-26.82 18.72-26.60
13.4(21) 27.34(21) 40.25(21) 18.69(21) 21.51(21) 21.33(21)

全区
9.32-20.83 2.53-38.77 36.39-51.71 15.89-25.14 17.52-28.31 17.32-28.11
14.71(102) 13.33(102) 42.00(102) 20.71(102) 24.14(102) 22.67(102)

8.3.4煤质及工业用途

根据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特征，本区煤炭浮煤挥发分均>37%，粘结指数为 1-2，

4 煤、5-2 煤、5煤、6-2 煤、6煤透光率均<50%，由于勘探时期采样较少，7煤 3

个测试点在 49%-61%之间， 9 煤、10 煤、11 煤层仅 1 个样点透光率>50%，1973

年详查阶段与 1979 年勘探阶段均将本区煤炭定为褐煤，上次复核报告也将本区煤

炭定为褐煤，综合分析本区煤确定为褐煤 2号（HM2）。

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为低灰、中硫、中-高发热量褐煤，主要用途是动力用煤，

用户以元宝山电厂为主。

8.4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4.1 水文地质条件

依据《煤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勘查评价标准》（MT/T 1091-2008）

露天煤矿地质勘探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综合露天矿区第四系潜水、承压含水层和

基岩含水层分布范围、富水性、补给条件，将露天煤矿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划分为

一类三型，即以孔隙含水层为主、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难于疏干的矿床。

8.4.2 工程地质条件

通过对岩石物理力学测试成果的分析，表明本勘探区内地层产状较为平缓，

以层状碎屑岩为主，各煤层顶、底板岩石力学性质较差，岩石强度较低，岩石质

量等级为Ⅱ-Ⅲ级，岩石总体属软岩类岩石。依据《煤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

环境地质勘查评价标准》（MT/T 1091-2008），煤层围岩的工程地质类型应确定为

Ⅲ类Ⅱ型，即层状岩类、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型。

8.4.3环境地质条件

元宝山露天开发建设至生产，主要工程活动为剥离、排弃，造成新的地表侵

蚀，水土流失。露天矿重要的环境治理为南排土场、西排土场，两处排土场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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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露天矿的西南部的低山丘陵，区域沟壑纵横、植被稀疏、自然环境较差，防止

水土流失尤为重要。

煤炭在储、装、运、破碎、筛分等生产环节会产生大量的扬尘，在地面生产

系统避免了敞开式操作，并在破碎点、转载点等处设吸尘器，地面设圆筒仓储煤，

露天储煤场四周植树种草，通过洒水增湿的方法提高煤堆表面湿度降低扬尘。矸

石用于填埋塌陷坑，覆土厚植树种草、美化环境，含炭量高的矸石供当地烧砖瓦

使用。

8.4.4其他地质条件

（1）瓦斯

按地质勘查规范的煤层气分带标准划分，各煤层甲烷含量均低于 10%，应为

二氧化碳-氮气带，4 煤存在个别点甲烷成分>10%，为氮气-沼气带，但不在可采

范围内。

（2）煤尘

邻区老公营子煤矿在勘探过程中，对区内 5个钻孔取 71 个煤尘样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除 9123 号孔 3、4煤火焰长度分别为 300mm、400mm 外，其它各样火焰长

度均大于 400mm，岩粉用量一般在 75%—65%之间，个别点 9127 号孔（3-2 煤）、

9132 号孔（6-3 煤）分别为 70%和 90%，测试结果说明煤尘具有爆炸性。

（3）煤的自燃

邻区老公营子煤矿各煤层自燃发火期均为 1-3 个月，属易燃煤层。

8.5 煤矿开采现状及设计开采方案

（1）煤矿开采现状

元宝山露天煤矿 1997年底投入试生产，2007年达到 500万吨设计生产能力。

现开拓方式为 334m水平以下采用工作帮移动坑线单出入沟开拓方式，334m水平

以上采用端帮半固定坑线多出入沟开拓方式。

煤矿划分为 2个采区开采，目前正在开采二采区，采区东西宽度 2400m，南

北长度 4400m。开采煤层：4 煤、5 煤、6 煤、7 煤。目前采场形成 16 个剥离台

阶，4个采煤台阶。连续开采工艺剥离台阶高度为 16m，其他岩石剥离台阶高度

12m；若剥离过程中遇上煤层，4煤、5煤、7煤采煤台阶单独划分，6煤分层开

采。台阶坡面角：70°。采掘带宽度：采掘带宽度为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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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剥离采用轮斗挖掘机—胶带输送机—排土机的连续开采工艺，中部剥离

采用单斗挖掘机—卡车—半固定破碎站（1#、2#、3#、4#）—胶带输送机—排土机

的半连续开采工艺，下部剥离采用单斗—卡车间断开采工艺。采煤采用单斗挖掘

机—卡车—半固定破碎站（1#、2#、3#、5#）—胶带输送机半连续开采工艺。

煤层采用倾斜分层的方法（煤层倾角为 3～8°），采用倾斜分层开采。由单

斗挖掘机采装、卡车运输，采用端工作面装车，挖掘机大采幅“之”字形采掘、

组合台阶平行推进的采掘方式。

原煤由采场运煤车辆装车后经工作平盘运输道路至采场西端帮运输道路运至

采场西侧端帮破碎站（1#、2#、3#、5#），经胶带输送机运至地面生产系统。

选煤厂筛分车间是 2013 年年初完成建设，达产后，选煤厂能力将达到 1500

万吨/年。

选矿工艺流程如下：原煤经胶带输送机运至封闭式原煤储煤场，储煤场布置

3条胶带输送机，原煤通过胶带输送机可以进入筛分系统，筛分系统的原煤经分

级筛分级，生产大块煤、中块煤、末煤三种产品，分别进入相应的产品仓。

（2）设计开采方式

2019年 3月，元宝山露天煤矿取得《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核定内蒙古

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生产能力的复函》（煤安监司函

办〔2019〕35号），同意元宝山露天煤矿生产能力核定至 1200万吨/年。2020年

9月《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 2000 万吨/年，露天矿上部剥离采用轮斗

挖掘机—胶带输送机—排土机的连续开采工艺，中部剥离采用单斗挖掘机—卡车

—半固定破碎站（1#、2#、3#、4#）—胶带输送机—排土机的半连续开采工艺，下

部剥离采用单斗—卡车间断开采工艺。采煤采用单斗挖掘机—卡车—半固定破碎

站（1#、2#、3#、5#）—胶带输送机半连续开采工艺。

设计确定露天开采划分 2个采区；目前正在开采的二采区东西宽度 2400m，

南北长度 4400m.工作线近东西向布置，平均长约 1500m，由南向北推进。方案经

分析计算，推荐采掘场最终稳定边坡角取 20°，内、外排土场稳定性边坡角取 18°。

设计确定剥离台阶水平分层，连续工艺剥离台阶高度 16m，其他岩石剥离台

阶高度 12m;剥离遇上 4煤、5煤、7 煤采煤合阶单独划分，6 煤分层开采。连续

与半连续工艺最小平盘宽度为 70m，其他台阶最小平盘宽度为 40m。采煤和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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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的采掘带宽度均为 30m。334m 水平以下工作面剥离方式为液压反铲后退式

平装车；334m水平以上工作面剥离方式为电铲前进式平装车。煤层由单斗挖掘

机采装、卡车运输，采用端工作面装车，挖掘机大采幅“之”字形采掘、组合台

阶平行推进的采掘方式。

9、评估过程

评估工作自 2020年 12月 11日开始到 2020年 12月 17日结束。

（1）2020年 12月 11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公开摇号方式确定北

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

露天煤矿采矿权的评估工作。

（2）2020年 12月 11日，我公司评估人员对委托方提供的基本资料进行研

读，制定评估方案并提出补充资料清单，由委托方转交采矿权人。

（3）2020年 12月 11日至 16日，评估人员根据取得的评估资料，按照制定

的评估方案编制评估报告。期间，评估人员陆续收到采矿权人提供的财务资料、

以往采矿证变更资料、以往地质资料等补充评估资料，评估人员补充评估报告相

关内容后完成评估报告初稿，经公司内部必要的审核程序，评估人员对初稿进行

修改。

（4）2020年 12月 17日，评估报告初稿经公司内部必要的审核，形成正式

报告，取得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码，向委托方提交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

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通过比

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此次评估对象为采矿权，适用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

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及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人员未能

找到本地区相似交易案例，不适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尚未发布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实施细则，不适用于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该矿山保有

资源储量较大，服务年限较长，不适于采用收入权益法，因此，此次评估采用折

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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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此次评估对象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

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经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

备案，具有正规设计院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企业经营正常，财务资料齐备。

因此，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年第 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

的公告》、《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收益途径评估方法

规范(CMVS 12100-2008)》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符合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应用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评估方法适用于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

P=  
 tt

n

t i
COCI




 1
1

1

其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i=1、2、3……n）；

n ——计算年限。

11、对评估利用资料的评述

11.1 对地质报告的评述

（1）2014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104勘探队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经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并由国土

资源部备案。

通过工作，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了矿区地层发育情况、构造特征、煤层和

煤质特征、水文地质和其它开采技术条件。采用综合对比方法对含煤层段和主要

煤层进行了对比，煤层对比可靠；查明了矿区复杂程度中等；煤层结构较简单～

复杂，厚度有规律可循，属较稳定煤层；确定了煤类，对煤的工业用途作了较确

切评价；分析了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并对边坡工程地质条

件及边坡稳定性作了评价。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正确、参数确定基本合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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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符合规范的要求，并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2）2020年1月，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内蒙古平

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储量2019年度检测报告》

（以下简称“《2019年度检测报告》”），经赤峰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评审通

过。

该次检测是依据“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检测报告技术要求及编写指南（内

国土资[2013]657号文件）”、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

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2018年编制的《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山矿产资源储量2018年度年报》对元宝山露天煤矿采

矿许可证范围内2019年开采的4、5、6、7煤进行资源储量检测。资源储量估算采

用方法正确、估算结果准确，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

评估人员认为，上述报告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对评估方法的基本要

求，评估人员直接选取上述报告资源储量数据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数据。

11.2 对设计资料的评述

2020年9月，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内蒙古平庄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

利用方案》”）。经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专家组评审通过。

《开发利用方案》依据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

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4年2月），经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

审通过并在国土资源部备案。依据的《内蒙古自治区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矿产资源储量2019年度检测报告》（2020年1月），经内蒙古

赤峰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评审通过。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元宝山露

天煤矿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为48690万吨，其中露天开采部分各类保有资源储量

35882.7万吨。设计露天煤矿地质资源／储量35882.7万吨，工业资源／储量为

34709.46万吨，设计可采储量为24222.43万吨，可采原煤量29605.93万吨，总压帮

煤量为10108.28万吨．设计生产能力1200万吨／年，服务年限为22.4年。深部区井

工开采部分设计可采储量为331.8万吨，推荐矿井设计生产能力60万吨／年，井工

区服务年限为4年。

评估人员认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依据的资源储量经评审通过，开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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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露天开采，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对评估方法的基本要求。

12、主要技术经济参数选取过程

12.1 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

（1）2014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根据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附件 10、P101-102）及评审意见书

（附件 9、P45-46），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储量评审中心同意以下矿产资源

储量通过评审（估算标高：482~120m)： 煤炭（褐煤）保有资源储量总量 41560

万吨，煤炭（褐煤）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7130万吨，煤炭（褐煤）累计查明资源储

量 48690万吨。

煤炭（褐煤）保有资源储量总量 41560万吨中，露天开采部分各类保有资源

储量 41007万吨，井工开采部分各类保有资源储量 553万吨。

（2）2020年《2019年度检测报告》

根据评审通过的《2019年度检测报告》（附件 11、P145-147）及评审意见书

（附件 11、P114-115），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按照 2014 年《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煤炭（褐煤）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48690万吨。检测报告计算累计动用资源

储量 12254.3 万吨；（露天+井工）保有资源储量为 36435.7 万吨，其中（111b）

18547.2 万吨，（122b）5732.3 万吨，（333）12156.2 万吨。其中：

露天保有资源储量 35882.7万吨，其中（111b）18547.2万吨，（122b）5603.1

万吨，（333）11732.4万吨；

井工保有资源储量 553万吨，其中（122b）129.2万吨，（333）423.8万吨。

12.2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露天开采境界内保有资源储量以《2019年

度检测报告》露天保有资源储量为准，因此，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按照《开

发利用方案》和《2019年度检测报告》，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露天保有资源

储量计算。

则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35882.7万吨，其中（111b）18547.2万吨，（122b）

5603.1 万吨，（333）11732.4万吨。全部为露天开采煤层 4、5-2、5、6-2、6、7

号煤层保有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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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经济基

础储量、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蕴经济

资源量（333）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设

计规范的规定等取值，(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等中

未予设计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可信度系数在

0.5～0.8范围取值（矿床地质工作程度高的、或（333）资源量的周边有高级资源

储量的、或矿床勘查类型简单的，可信度系数取高值，反之取低值），《开发利用

方案》（附件 13、P192）对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采用的可信度系数按 0.9

取值。此次评估参照设计对可信度系数取值 0.9。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Σ（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

系数）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18547.2+5603.10+11732.40×0.9

=34709.46（万吨）

12.4 开采技术指标及开采损失量

（1）设计损失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附件 13、P193），拟露天开采境界内边帮压煤量

10108.28万吨（其中 333 类压煤量为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压煤量）。

（2）回采率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附件 13、P193）按照露天开采方式，设计 4煤回采

率 98%、5-2煤回采率 96%、5煤回采率 98%、6-2煤回采率 97%、6煤回采率 99%、

7煤采率 97%。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压覆边帮回收，设计回收边帮压煤量 50%，评估按 50%

计算可回收边帮压煤量。

因此，评估依据设计确定各煤层回采率，边帮回收率 50%。

1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区回采率

＋边帮压煤储量×边帮回收率

＝29276.5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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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29276.57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占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

储量 35882.7万吨比例为 81.59%。

12.6 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

宝山露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天华矿评报[2005]35号）（附件 15、P226），

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34572.6万吨，可采储量 32843.97万吨，评估结

果 15584.44万元。该采矿权价款企业已全部缴纳。已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34572.6

万吨。

按照 2014年《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煤矿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48690万吨，其

中未来拟井工开采范围内保有 553万吨，以往有偿处置 34572.6万吨，未有偿处

置资源储量 38663.32万吨（=48690-553-34572.6）。

12.7生产规模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生产规模 1200万吨/年，且煤矿已取得《国家煤矿

安监局办公室关于核定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生

产能力的复函》（煤安监司函办［2019]35号），同意元宝山露天煤矿生产能力核

定至 1200万吨／年。本次评估据此确定煤矿生产规模为 1200万吨/年。

12.8评估计算矿井服务年限

根据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和年生产规模确定矿井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T=Q /A/K

其中：T—— 矿井服务年限

Q——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A—— 生产规模

K—— 储量备用系数

《开发利用方案》中储量备用系数取值1.1。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2008 年）中露天开采矿井储量备用系数取值范围。

T＝29276.57÷1200÷1.1

＝22.18（年）

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22.18年。《2019年度检测报告》，煤矿已基本达产

1200 万吨，评估不计算建设期。评估计算年限 22.18 年，评估计算期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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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日至 2043年 2月。

13、主要经济参数选取和计算

13.1销售收入

（1）产品方案和产量

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流程，开采后原煤经破碎后送至选厂筛分即销售，本次评

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原煤。

（2）产品质量、销售价格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及《评审意见书》（附件 10、P87），煤矿露天开采六个煤层均为褐煤，原煤

干基高位发热量（Qnet.d）平均 25.19MJ/kg（评估以各煤层保有储量和发热量加

权计算的平均值），低灰、中硫、中-高发热量褐煤，主要用途是动力用煤，用户

以元宝山电厂为主。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业权

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对产品价格波动

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

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煤矿露天生产规模 1200万吨/年，生产规模属大型，本次

评估分析 2016年至 2020年 11月实际销售统计数据确定原煤销售价格。

企业提供的《2016年至 2020年销量统计表》（附件 16、P178）及销售合同

和发票（附件 16、P179-196），2016年-2020年 11月，企业生产正常，平均销售

价格（不含税）分别为 160.32元/吨、227.73元/吨、215.65元/吨、215.42元/吨和

219.17元/吨。5年平均销售价格 207.66元/吨，此次评估确定原煤销售价格 208

元/吨（不含税，评估取整）。

假设正常年生产的煤矿全部销售，则正常年销售收入

正常年销售收入=生产规模×煤炭销售价格

=1200×208

=249600（万元）

13.2 固定资产投资及土地使用权投资

13.2.1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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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和 2020 年 1-11月煤矿开采原煤近 1200 万吨，评估以企业实际固定

资产为准。根据企业提供的《固定资产统计表》（附件 16、P247），现有固定资产

中有已提完折旧固定资产和提取维简费固定资产，其中已提完折旧固定资产仍在

使用；提取维简费固定资产是采矿部门固定资产，购入的固定资产一次提完折旧。

此次评估将企业全部现有固定资产统一计提折旧。2020年 11月 30日煤矿固定资

产投资原值为 435243.95万元，净值为 159769.5万元。其中：房屋建筑（含构筑

物）原值 182615.03万元，净值 101043.44万元；机器设备原值 252628.91万元，

净值 58726.46万元。

根据企业提供的《在建工程统计表》（附件 16、P248），2020年 11月 30 日

企业还有在建工程（不含税）尚未转入固定资产。经了解，其中的房屋建筑和机

器设备预计 2020年底完工，预计 12月底前或 2021年支付剩余资金；在建工程的

其他项目，主要是改河工程设计和配套设计费用，已全部支付，其中的改河工程

设计费用预计 1800万元，现有账面价值为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费用，评估按照

实际发生设计费用计算，并将其并入房屋建筑在建工程。因此，评估在建工程按

2020年 12月底完工计算，后续支付金额企业已估算（不含税），评估按企业提供

总支付金额原值减账面价值计算。评估将在建工程作为新增投资，在 2020年 12

月投入。

综上，评估利用现有固定资产含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合计原值 435243.95万

元，净值为 159769.90万元。其中：房屋建筑原值 182615.03万元，净值 101043.44

万元；机器设备原值 252628.91万元，净值 58726.46万元。

评估利用新增固定资产（为在建工程账面减值+后续支付金额）14920.40万

元，其中新增房屋建筑 12624.81万元，新增机器设备 2295.59万元（不含税）。

13.2.2 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

截至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为采矿权价款和产能置换指标，此

次评估不予计算。

截至评估基准日，煤矿提供的《长期待摊费用》（附件 16、P249），土地及涉

及土地征用的长期待摊费用余额 2984.53万元。此次评估将长期待摊费用余额在

评估基准日投入，在管理费用中按煤矿服务年限计算摊销费。

13.3 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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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房屋建筑和机器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新购进设备（包

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17%增值税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新

购进设备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

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经了解，该煤矿大部分固定资产是在2009年后

购置的，又经过几次股权变动，财务人员变动频繁，现财务人员无法说清楚账面

哪些资产含税。本次评估按账面资产为不含税计算。

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房屋建筑特

点及煤矿服务年限，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按20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残值率5%。

现有房屋建筑原值 182615.03万元，净值 101043.44万元，评估基准日剩余折

旧年限 10.60年，2031年回收残值 9130.75万元，投入 199050.39万元（含 9%增

值税 16435.35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81526.46万元。

新增房屋建筑原值 12624.81万元，折旧年限 20年， 2040年回收残值 634.24

万元，次年投入 13761.05万元（含 9%增值税 1136.23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

余值 11325.51万元。

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确定机器设备按 12年，残

值率 5%。

现有机器设备原值 252628.91万元，净值 58726.46万元。评估基准日剩余折

旧年限 2.3年，2023年、2035年回收残值 12631.45万元，投入更新资金 275365.52

万元（含 13%增值税 22736.6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93726.09万元。

新增机器设备原值 2295.59 万元。折旧年限 12 年，2032 年回收残值 114.78

万元，次年投入更新资金 2594.02 万元（含 13%增值税 298.43 万元），评估计算

期末回收余值 447.96万元。

13.4流动资金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煤矿企业流动资金估算参考指标为按销售收入的 20%～25%资金率估算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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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按固定资产资金率 20%估算，则正常年份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销售收入×销售收入资金率

=249600×20%

=49920（万元）

煤矿生产正常，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全部投入，评估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

金。

13.5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本次评估确定的成本费用参数是根据煤矿会计报表确定，2019年至2020年11

月产量分别为10904125万吨和11044300万吨。评估参考2019年和2020年1-11月生

产成本平均值确定评估成本费用（附件16、P239-241、245-246）。

煤矿总成本费用由制造成本（实际为生产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及财务费用构成。评估对税金及附加单独计算，评估确定总成本费用由生

产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

旧费、折旧性质维简费、摊销费及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确定。本次评估按照评

估规范重新调整确定如下：

生产成本按照煤矿实际核算项目由材料、职工薪酬、电费（水费）、折旧费、

修理费、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塌陷补偿费、外委费用和其他费用构成。

 材料

根据《原煤成本明细表》，2019年单位材料 13.52元/吨、2020年 1-11月单位

材料 7.62元/吨。两年单位材料差异是由于采区调整运输距离变化导致，未来服

务年限内仍会有调整）。评估以平均单位材料 10.57元/吨确定单位材料 10.57 元/

吨，正常年材料成本 12688.44万元。

 职工薪酬

根据《原煤成本明细表》，2019年单位职工薪酬 29.06元/吨、2020年 1-11月

单位薪酬 27.10 元/吨。评估以平均单位职工薪酬 28.08 元/吨确定单位职工薪酬

28.08元/吨，正常年职工薪酬 33696.10万元。

 电费

根据《原煤成本明细表》，2019年单位电费（含水费 0.01元/吨）5.31元/吨、

2020年 1-11月单位电费 4.82元/吨。评估以平均单位电费 5.06元/吨确定单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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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5.06元/吨，正常年电费 6076.72万元。

 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采用直线法计算。

现有房屋建筑折旧年限 20年，残值率为 5%，正常年折旧费 8674.21万元。

新增房屋建筑正常生产年折旧费 599.68万元。

现有机器设备折旧年限 12年，残值率为 5%，正常年折旧费 19999.79万元。

新增机器设备正常生产年折旧费 181.73万元。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用合计 29455.42万元（以 2025年为例），单位

折旧费用 24.55元/吨。

 修理费

企业生产部门发生修理费用以实际发生科目计入各项成本，未单列修理费，

生产成本中修理费为 0；其他部门修理费计入管理费用。评估制造费用修理费为 0。

 维简费

根据内政发〔2014〕56 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煤矿维持

简单再生产费用管理规定的通知》，自 2014 年 5 月 20 日起，内蒙古地区煤矿维

简费执行标准为 10.50 元/吨（含井巷工程基金 2.50 元/吨）。企业多年生产经营

中按照 7元/吨计提维简费，据此，评估确定维简费 7元/吨，折旧性质维简费 3.5

元/吨，更新性质维简费 3.5元/吨，则正常年维简费 8400万元。

 安全生产费

企业计提安全费 5元/吨。根据评估基准日施行的财政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 财企〔2012〕16 号文件《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附件《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二章安全费用

的提取标准，第五条（三）露天矿吨煤 5元。评估确定安全费为 5元/吨，则正常

年安全费为 6000 万元。

 塌陷补偿费

根据《原煤成本明细表》，2019年单位塌陷补偿费 13.82元/吨、2020年 1-11

月单位塌陷补偿费 1.06元/吨。经了解，2019年由于发生占用当地居民用地，导

致塌陷补偿费支出较大，非正常年发生成本，所以评估以 2020年 1-11月单位塌

陷补偿费 1.06 元/吨确定单位塌陷补偿费 1.06元/吨，正常年塌陷补偿费 12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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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外委费用

根据《原煤成本明细表》，2019年单位外委费用 32.59元/吨、2020年 1-11月

单位外委费用 27.20元/吨。外委费用为部分对外承包工程费用，评估以平均单位

外委费用 29.90元/吨确定单位外委费用，正常年外委费用 35879.26万元。

 其他费用

根据《原煤成本明细表》，2019年单位其他费用 3.58元/吨、2020年 1-11月

单位其他费用 2.37元/吨。评估以平均单位其他费用 2.98元/吨确定单位其他费用

2.98元/吨，正常年其他费用 3572.27万元。

 销售费用

煤矿销售费用包括销售人员工资及福利、差旅费、办公费用及折旧费。评估

将折旧费单独计算。2019 年不含折旧费的单位销售费用 16.43 元/吨，2020 年不

含折旧费的单位销售费用 10.34 元/吨。由于 2020年开始，企业停止了销售到港

口的“下水”煤，减少了销售费用，因此，评估以 20201年 1-11月不含折旧的单

位销售费用 10.34元/吨确定单位销售费用，则正常年销售费用 12412.84万元。

 管理费用

煤矿管理费用包括职工工资及福利、办公费用及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

长期待摊费用等。评估折旧费单独计算，摊销费重新计算，评估利用煤矿管理费

用扣除折旧费和摊销费。

2019年煤矿单位管理费用 10.87元/吨，其中单位折旧费+摊销费 0.07元/吨，

扣除上述费用后单位管理费用 10.80元/吨。2020年 1-11月煤矿单位管理费用 7.88

元/吨，其中单位折旧费+摊销费 0.08 元/吨，扣除上述费用后单位管理费用 7.80

元/吨。评估以两年平均单位不含折旧管理费用确定评估单位管理费用为 9.30元/

吨。

评估计算长期待摊费用合计 2984.53万元，按照煤矿服务年限 22.18年摊销，

不留残值。正常年摊销费 134.56万元，单位摊销费 0.11元/吨。

评估确定单位管理费用 9.41元/吨，正常年管理费用合计 11296.36万元。

 利息支出（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仅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根据测算的流动资金，按 70%贷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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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一年，贷款利率按按评估基准日银行一年期贷款年基准利率 4.35%计算，该

矿的正常年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财务费用（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流动资金额×70%×一年期贷款利率

＝49920×70%×4.35%

＝1520.06（万元）

则单位财务费用 1.27元/吨。

综上：

总成本费用=生产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利息支出（财务费用）

＝162271.52（万元）

单位总成本费用 135.23元/吨。

经营成本是总成本费用减折旧、折旧性质维简费、摊销费、利息支出（财务

费用）。则：

正常年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性质维简费－折旧－摊销费－（利息支

出）财务费用

＝126961.48（万元）

正常年单位经营成本 105.80元/吨。

13.6 销售税金及附加

矿井主营业务交纳的税金主要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资源税以及近年新增的环保税和水资源税。销售税金及附加测算如

下：

13.6.1 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

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不动产税可一次性抵扣。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及增值税相关规定，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机器设备及建筑工程等可抵扣进

项税（其中：不动产进项税额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

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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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第（四）项第 1 点、第二条第（一）

项第 1 点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

年抵扣。

增值税计算公式为：

增值税销项税额＝不含税销售收入×增值税销项税率

增值税进项税额＝（材料+电费+修理费）×增值税进项税率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产品销项税额－年产品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

税额

以 2025年为例，计算应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销项税额＝249600×13﹪

＝32448（万元）

进项税额＝(12688.44+6076.72+0)×13﹪

＝2439.47（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额＝32448-2439.47-0

＝30008.53（万元）

13.6.2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照煤矿实际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应交增值税的 7%计算。则本次评估中

城建税率取值为 5%。以 2025年为例：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30008.53×7%

＝2100.60（万元）

13.6.3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教育费附加按应交增值税的 3﹪计算，地方教育附加按照 2010年 11月 7日

财政部财综[2010]98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地方教

育附加按实际缴纳增值税 2%确定。以 2025年为例：

应上交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教育费附加费率

＝30008.53×3%

＝900.26（万元）

地方教育附加=年增值税×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3000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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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7（万元）

13.6.4环保税和水资源税

企业 2019 年实际缴纳环保税按照有关部门核定的排放污染物和相应税率确

定（附件 16、P251-252），2019 年缴纳环保税税额合计 221560000 元，按产量

10904125吨计算，单位环保税税额 20.32元/吨；2019年缴纳水资源税 5529842.38

元，按按产量 10904125吨计算，单位水资源税税额 0.51元/吨.据此，评估确定单

位环保税、水资源税合计 20.83元/吨，正常生产年成本 24991.26万元。

13.6.5 资源税

2020年 7月 2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

源税适用税率等税法授权事项的决定》，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资源税采用

从价计征，原煤资源税 10%，此次评估资源税税率 10%。正常生产年年资源税

24960万元。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 53552.28万元。

13.7 所得税

根据 2007年 3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自 2008年 1

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率为 25%。以 2025

年为例，应纳税所得额 33776.19万元。经计算，年应交所得税 8444.05万元。

13.8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

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方式确定。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

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根据 2020年 10月发行的储蓄国债五

年期票面年利率 3.97%，本次评估确定的无风险报酬率是 3.97%。

风险报酬率采用“风险累加法”确定，即：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

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生产矿山）取值范围为 0.15%～0.65%，评估勘查

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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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特别事项说明

17.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若本评估结果公开，评估结

果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超过一年此评估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相差一年以上，

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果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7.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时间内，如果委托方的资源情况发生变化，委托方应商

请本公司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价值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

的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矿业权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

应及时聘请本公司重新确定矿业权价值。

17.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项目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我公司及参加评

估的人员与委托方没有任何特殊利害关系。

此次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以《2019 年度检测报告》提交的露天保有资源

储量为准，评估计算的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中不含井工保有资源储量 553 万吨。

评估报告中涉及的矿产资源及相关资产状况的原始资料、有关法律文件及相

关产权证明文件、材料等由采矿权人提供，采矿权人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

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8、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

本次对于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

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和送交有关管理机关公开后使用。

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仅限服务于此次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

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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