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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废弃矿山修复工作经验及启示 

张吉庆 贾丽娟
1
 

（重庆市九龙坡规划和自然资源事务中心 重庆 400045） 

【摘 要】：废弃矿山修复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重要举措。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废弃矿山的类型、分布特点以及修复治理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实际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废弃矿山的修复治理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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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龙坡区废弃矿山现状分析 

九龙坡区位于重庆主城西南部，幅员面积 432km2。中梁山纵贯南北 20余 km，把九龙坡区分为东城西乡两大区域。根据统计，

九龙坡区历史遗留及关闭矿山共计 112处，损毁土地面积约 227.0255hm
2
，分布示意如图 1。 

 

图 1九龙坡区历史遗留及关闭矿山分布图 

1.1从分布特点上看，废弃矿山主要分布于中梁山脉沿线 

重庆主城区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区不断更新，对建筑用碎石、条石、红砖需求量很大。中梁山石材资源丰富，且靠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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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核心区，开采及运输条件便利，催生了大量开采石材的露天矿山。这些密布的废弃矿坑犹如山体的一道道伤疤，既影响了

山体美观，又破坏了山体作为生态屏障的生态功能。 

1.2从废弃原因上看，废弃矿山主要是历史遗留矿山 

前些年，九龙坡区废弃矿山的原开采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有限、管理不规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容易因为经营不善等原

因导致企业破产。随着采矿企业灭失，矿山修复责任主体消失，矿山最终形成历史遗留矿山。 

1.3从矿山矿种来看，废弃矿山主要是灰岩矿 

九龙坡区废弃矿山的矿种主要为灰岩、砂岩、页岩，其中灰岩矿占比较大。页岩、砂岩矿相对容易风化，更容易产生自然

复绿的条件；灰岩矿较难风化，大多不具备自然恢复的条件。这个特点决定了九龙坡区的废弃矿山修复回填土需求量大、工程

措施较多、资金需求量大。 

2 九龙坡区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工作现状 

目前，九龙坡区的废弃矿山修复治理方式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直接复垦或复绿；二是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征地手续，不

再复垦或复绿；三是废弃矿山地块已经被城市总体规划覆盖或被村规划明确为建设用地的，现状予以保留，不再复垦或复绿。 

在前期调查阶段，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土地变更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村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以及征地批文等情况，先期确定了 37 处，已经自然恢复的矿山，面积共计 53.2886hm
2
，不纳入恢复治理计划。截止 2019 年

底，除上述 37处外，有 9处矿山，面积 12.4229hm2，因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征地手续，不再进行复垦复绿；另有 1处矿山，面

积 1.6878hm2，因在当地村规划中已经规划为建设用地，现状予以保留，不再进行复垦复绿；有 27 个矿山，面积 77.6453hm2，

采用工程恢复的方式已经或正在进行复垦复绿。 

从修复总量上看，九龙坡区废弃矿山修复采用最多的方式是复垦复绿，办理征地及农转用手续、规划为建设用地两种方式

占比很小。从实施区域上看，目前中梁山片区废弃矿山修复均采用复垦复绿方式；零星分布废弃矿山修复采用三种方式，但是

复垦复绿方式仍然占比近三分之二。 

中梁山作为重庆市主城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主要采用复垦复绿的方式进行废弃矿山修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他

零星分布废弃矿山结合当地规划和产业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修复方式，对于促进废弃矿山的合理再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3 九龙坡区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3.1修复模式单一 

目前，九龙坡区废弃矿山修复仍然是以复垦复绿为主，对于废弃矿山的多样化合理利用探索不足。 

2018 年初，九龙坡区面临废弃矿山治理任务紧迫和财政资金有限的双重压力。此时，区内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亦面临开挖土

石方堆放难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九龙坡区探索出了以“有偿收纳弃土”解决“资金筹措难”的模式。将区内废弃矿山土

地复垦客土与工程建设项目土石方消纳统筹结合，有偿收纳建设工程弃土，解决复垦项目费用，同时解决建设工程弃土堆放难

和矿山复垦客土少两个问题，实现多方共赢。因此，这种模式在九龙坡区内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客观上形成了废弃矿山修

复以复垦复绿为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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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盘活途径受限 

目前，九龙坡区内部分废弃矿山从周边条件来看，适宜利用为建设用地且现状已经被利用为建设用地，但是存在缺少相应

的用地手续和规划支撑等问题。废弃矿山地块的相关规划研究不足，有针对性的政策缺乏，客观导致了盘活途径受限制。 

3.3各相关利益方协调难度大 

九龙坡区在实施废弃矿山治理过程中，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难度大，其主要原因有：九龙坡区废弃矿山地块绝大部分原为

农户的承包地，经过流转后，被矿山开采企业用于石材开采。由于各种原因，农户土地流转租金多年未支付等历史遗留问题较

多。同时，村民对于土地复垦之后的质量担忧，不愿意接收复垦土地，希望政府以其他方式予以解决。 

3.4缺乏统一规划，生态效益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九龙坡区现在推进的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均为一个矿山一个方案，独立实施，不成体系。这导致各废弃矿山修复后的生态功

能、产业功能重叠，不能有效发挥各临近废弃矿山地块的优势条件，难以形成优势互补、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从而使得生态

效益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4 对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工作的建议 

4.1统一规划，有序实施 

在废弃矿山修复工作中，要及早启动相关规划研究工作，要结合所在区域特点，尽可能把周边临近废弃矿山纳入统一规划，

充分发挥各地块的有利条件，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废弃矿山地块清晰的规划目标、明确的政策支持路径更有利于吸引社会资

本投入，更有利于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4.2因地制宜，科学修复 

对于废弃矿山地现状已经利用为建设用地的，不宜简单的复垦复绿，为了完成任务而修复、而应该以引导合理的建设用地

用途为第一手段，通过规划引导，盘活存量、发挥存量建设用地应有的价值。 

4.3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推动废弃矿山修复治理 

比如工矿用地复垦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上市交易；在满足规划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开发利用废弃工矿用地。这样既能让

生态环境有改善，又能更好平衡各方利益，达到政府减负担、企业愿投入、村民有收益的多赢局面，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4.4多方争取政策支持，拓展矿山修复途径 

废弃矿山地块大多位于城市规划区外，可以考虑结合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充分利用各类助农、惠农政策，在建

设新农村的同时，将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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