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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矿山生态修复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六章。首先介绍了矿山生态修复相关概述、中国矿山生态修复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矿山生态修复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

随后，报告对中国矿山生态修复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

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矿山生态修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矿山生态修复

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生态修复是指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适当的人工措施辅助下，恢复生态系统原有

的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和开发利用等经济功能。而矿山生态

修复即矿山领域的生态修复。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系统包括开挖、压占、坍塌、水土流失、尾

矿砂库等，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很大了位移，是一种典型的退化生态系统。目前矿

山生态修复的方法一般有稳定化处理和生物修复处理两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大规模地开发矿产资源给生态

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修复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诉求。 近年来，我国矿

山生态修复研究发展迅速，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并在矿山废弃地的土壤改良

技术、矿山废弃地的植被选择技术和矿山土地复垦技术等 方面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成

果。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129亿元，带动地方财政、企业和社会

资金投入500亿元。&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治理恢复矿山土地面积约49.6万公顷，治

理矿山地质灾害5195处，治理已破坏的地形地貌景观2527处，有效缓解了矿山开发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 

      近年来，为顺利推进我国矿山生态修复事业的发展，我国31个省（区、市）均已建立了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矿山生态修复的资金 缺口。国土资源部

的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矿区恢复率将达到30%，并力争到2020年使大中型矿山建设基本

达到绿色矿山标准。据此测算，&ldquo;十二 五&rdquo;期间，我国平均每年将有约250亿元资

金投资于矿区生态修复，比&ldquo;十一五&rdquo;末增长112%。经过对矿山生态修复的市场

空间进行测算，每年投入的生态修 复规模为857.8亿元，空间潜力非常巨大。 

第一章　矿山生态修复基本介绍 

1.1　矿山生态修复概述 

1.1.1　生态修复的定义 



1.1.2　矿区生态修复的定义 

1.1.3　矿区生态修复的主要类型 

1.1.4　矿区生态修复目标的确定 

1.2　矿山生态恢复的原理 

1.2.1　治理原则 

1.2.2　植被修复影响因子 

1.2.3　修复植被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2012-2013年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2.1　2012-2013年国外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状况 

2.1.1　国外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综述 

2.1.2　美国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2.1.3　澳大利亚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2.2　2012-2013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基本状况 

2.2.1　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2.2.2　中国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 

2.2.3　中国生态修复市场主要竞争要素分析 

2.3　2012-2013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现状分析 

2.3.1　我国生态修复行业综述 

2.3.2　我国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现状 

2.3.3　我国生态修复工程力度加大 

2.3.4　2012-2013年我国生态修复行业大事盘点 

2.3.5　我国生态修复的三大难点 

2.3.6　我国生态修复采取的主要措施 

第三章　2012-2013年国外矿山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3.1　美国 

3.1.1　美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简述 

3.1.2　美国矿山土地复垦制度体系完善 

3.1.3　美国矿区资金筹集渠道分析 

3.2　德国 

3.2.1　德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浅析 



3.2.2　德国矿山土地复垦历程 

3.2.3　德国矿区景观生态重建实施体系 

3.2.4　德国矿区资金筹集渠道分析 

3.3　澳大利亚 

3.3.1　澳大利亚矿山生态修复行业简析 

3.3.2　澳大利亚重视矿山土地复垦 

3.4　其他国家 

3.4.1　英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概况 

3.4.2　加拿大矿山土地复垦制度成熟 

第四章　2012-2013年中国矿山开采及生态问题分析 

4.1　中国矿产资源现状 

4.1.1　我国矿产资源勘査现状 

4.1.2　矿产资源储量状况 

4.1.3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现状 

4.2　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4.2.1　水文地质环境的破坏 

4.2.2　对水环境影响 

4.2.3　土地的占用与破坏 

4.2.4　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4.2.5　矿山环境影响评价 

4.3　矿山环境保护及管理状况 

4.3.1　矿山地质环境管理 

4.3.2　国家矿山公园管理 

第五章　2012-2013年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5.1　2012-2013年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探析 

5.1.1　我国开展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研究的意义 

5.1.2　我国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研究状况 

5.1.3　我国矿山生态修复现状综述 

5.1.4　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状况 

5.2　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分析 



5.2.1　矿山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综述 

5.2.2　生态持续性分析 

5.2.3　经济持续性分析 

5.2.4　社会持续性分析 

5.3　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制度综合分析 

5.3.1　我国现有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法律制度 

5.3.2　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制度实施及应用现状 

5.3.3　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5.3.4　完善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制度的对策 

5.4　中国矿山生态修复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第六章　2012-2013年煤矿区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6.1　煤矿区生态环境分析 

6.1.1　煤矿区生态环境系统及其特征 

6.1.2　煤矿区生态环境演变的模式 

6.1.3　煤矿区生态环境变异的规律 

6.2　中国煤矿区生态修复状况及规划方法 

6.2.1　我国重视煤矿区生态修复 

6.2.2　煤矿区生态修复规划的意义 

6.2.3　煤矿区生态修复规划的原则 

6.2.4　煤矿区生态修复规划的方法 

6.2.5　煤矿区生态修复规划的步骤 

6.2.6　煤矿区生态修复规划的实践案例 

6.3　山西省煤矿区生态修复分析 

6.3.1　山西煤矿区采煤导致的生态问题 

6.3.2　山西煤矿区生态修复重建对策 

6.3.3　山西古交煤矿矿区生态修复模式及效果评价 

6.4　山东省煤矿区生态修复分析 

6.4.1　山东省煤炭资源分布及开采利用状况 

6.4.2　山东煤矿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措施分析 

6.4.3　山东煤矿区生态研究的发展趋势及任务 

6.5　煤矿废弃地生态植被修复分析 



6.5.1　煤矿区废弃地立地条件及评价 

6.5.2　国内外煤矿区废弃地生态植被恢复理论研究进展 

6.5.3　国内外煤矿区废弃地生态植被恢复技术研究进展 

6.6　中国煤矿区生态修复成本测算探析 

6.6.1　单位面积治理成本测算 

6.6.2　矿区矸石山治理面积估算 

6.6.3　矿区矸石山治理的总投资计算 

6.6.4　矿区矸石山的单位可采储量治理成本核算 

6.6.5　矿区生态修复治理成本模型 

6.6.6　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实证分析 

第七章　2012-2013年有色金属矿区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7.1　有色金属矿山开采环境特点 

7.1.1　占地面积大 

7.1.2　固体废物产生量大 

7.1.3　影响时间长 

7.2　广西泗顶铅锌矿区生态修复状况探析 

7.2.1　泗顶铅锌矿区材料样品与分析方法 

7.2.2　泗顶铅锌矿区土壤检测结果及分析 

7.2.3　泗顶铅锌矿区环境恢复治理对策 

7.2.4　泗顶铅锌矿区生态修复产生的效益及展望 

7.3　福建长汀稀土废矿区治理与植被生态修复分析 

7.3.1　长汀稀土废矿区土壤分析 

7.3.2　长汀稀土废矿区植物品种选择与栽植技术 

7.3.3　长汀稀土废矿区植被生态修复效果 

7.3.4　长汀稀土废矿区植被生态修复状况总结 

7.4　加强稀土矿山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建议 

7.4.1　稀土矿山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总体要求 

7.4.2　坚决清理整顿稀土开采生态破坏等违法活动 

7.4.3　严格落实企业责任实施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 

7.4.4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 

7.4.5　加大稀土开发生态环境监管力度 



第八章　2012-2013年采石场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8.1　露天采石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8.1.1　露天采石场的特点 

8.1.2　露天采石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8.1.3　露天采石场生态修复及治理措施 

8.2　海宁市采石场生态修复与综合开发利用状况 

8.2.1　海宁市采石场现状 

8.2.2　海宁市采石场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8.2.3　海宁市采石场生态修复及治理指导思想 

8.2.4　海宁市采石场分类与生态修复治理模式 

8.2.5　海宁市采石场生态修复与综合利用总结 

8.3　大坪采石场生态修复及景观重建状况 

8.3.1　大坪采石场现状和特征 

8.3.2　大坪采石场生态修复及景观重建的原则 

8.3.3　大坪采石场生态修复及景观重建的目标 

8.3.4　大坪采石场生态修复与景观重建的方案 

8.4　洛江十八坎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与重建分析 

8.4.1　区域自然地理及采石场概况 

8.4.2　洛江十八坎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与重建原则 

8.4.3　洛江十八坎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与重建的目标 

8.4.4　洛江十八坎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与重建的设计 

8.4.5　洛江十八坎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和效果 

8.4.6　洛江十八坎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与重建工程的建议 

8.5　采石场生态修复工程可持续发展策略 

8.5.1　规划注重综合发展前景 

8.5.2　多学科合作确保科学施工 

8.5.3　就地取材造景更自然 

第九章　2012-2013年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区域发展状况 

9.1　华北地区 

9.1.1　北京 

9.1.2　天津 



9.1.3　河北 

9.1.4　山西 

9.1.5　内蒙古 

9.2　东北地区 

9.2.1　辽宁 

9.2.2　吉林 

9.3　华东地区 

9.3.1　江苏 

9.3.2　安徽 

9.3.3　福建 

9.3.4　山东 

9.4　华中地区 

9.4.1　河南 

9.4.2　湖南 

9.5　西南地区 

9.5.1　云南 

9.5.2　四川 

9.5.3　西藏 

9.6　西北地区 

9.6.1　陕西 

9.6.2　青海 

9.6.3　宁夏 

9.6.4　新疆 

第十章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及景观设计 

10.1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步骤 

10.1.1　矿山生态环境破坏影响评估 

10.1.2　矿山生态修复设计 

10.1.3　矿山修复施工工程 

10.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分析 

10.2.1　矿山生态修复设计原则 

10.2.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要求 



10.2.3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具体设计 

10.2.4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思考 

10.3　景观设计在废弃露采矿山生态修复中的应用 

10.3.1　文化资源的引入 

10.3.2　景观融入与转型 

10.3.3　应景改造 

10.3.4　保留与开发 

10.4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与景观营造 

10.4.1　矿区废弃地的改造模式探讨 

10.4.2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与景观构建原则 

10.4.3　矿山废弃地景观营造内容及方法 

第十一章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分析 

11.1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技术的要求 

11.2　矿区恢复利用的典型技术 

11.2.1　矿区土壤污染的治理 

11.2.2　矿区植被的恢复 

11.2.3　矿区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11.2.4　矿区综合开发利用 

11.3　废弃矿山边坡复绿施工技术与工艺 

11.3.1　主要治理方案 

11.3.2　主要施工技术工艺 

11.4　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的研究进展 

11.4.1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 

11.4.2　物理修复法 

11.4.3　化学修复法 

11.4.4　生物修复法 

11.4.5　结论与展望 

11.5　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 

11.5.1　植物修复的概念 

11.5.2　植物修复应用最新进展 

11.5.3　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思路 



11.5.4　植物修复前景展望及建议 

第十二章　矿山生态修复补偿机制分析 

12.1　矿山生态修复补偿的含义 

12.2　国外矿山生态修复补偿理论的应用及主要制度 

12.2.1　国外矿山生态修复补偿理论的应用 

12.2.2　国外矿山生态修复补偿理论的主要制度 

12.3　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补偿问题的社会背景及研究意义 

12.3.1　我国矿山生态修复补偿问题的社会背景 

12.3.2　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补偿问题的研究意义 

12.4　我国建立矿山生态修复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2.4.1　我国建立矿山生态修复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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