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矿山修复即对矿业废弃地污染进行修复，实现对土地资源的再次利用。我国矿山生态

修复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早期主要是自发的、零散的造田植树活动。自改革开

放后，我国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社会发展和

进步，生态修复理念不断变化，对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管理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

善。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2）》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从

倡议探索到试点示范，再到上下联动推进，成为推动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

台和生动实践。目前共建设1100多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创建50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

区。绿色矿山建设在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生态修复治理、构建矿区社区和谐关

系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矿业领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

全。2023年12月25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

，修订草案增加了“矿区生态修复”一章，明确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主体；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矿区生态修复；明确矿区生态修复应当经验收合格；要求采矿权人按规定提取

矿区生态修复费用。

通过不断探索努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矿山地质环境逐

步好转，历史遗留问题正在逐步消减，生产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预防和监控。管理

工作正在向规范化、科学化迈进，矿山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显著增强，全社会矿山环境

保护意识大大提高。各地勇于开拓，大胆探索，从立章建制、顶层设计、组织管理、

措施办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的经

验，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已从单纯的植被恢复向新兴替代产业转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

广阔前景。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8年中国矿山生态修复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

预测报告》共十七章。首先介绍了矿山生态修复的概念、原理及国内外生态修复行业

的发展，接着对矿山开采生态问题和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细致解



析，然后具体分析了各类型、各地区矿山生态修复的发展，并透彻解析了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技术、制度及重点企业的状况。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矿山生态修复行业的投

资状况，并对矿山生态修复行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工信部、财政部

、中投产业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市场调查中心、中国环境保护协会以及国内外重

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

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矿山生态修复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矿山生态修复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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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 年在深圳成立，是中国领先的产业研究与

产业战略咨询机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聚焦在"产业"领域，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

规划、产业招商及产业投资咨询服务。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既有深厚的产业研究背景

，又只专注于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公司。对政府或园区，我们提供从产业

规划到产业资源导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咨询解决方案；对企业，我们提供投资机会研

究、投资地点选择、项目规划设计的一体化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一一十多年来，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十多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

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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