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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鲁天平信矿评字〔2025〕第 011号

评估机构：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评估委托人：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拟出让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采矿权，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

的通知》（财综〔2023〕10号）有关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估。2023年8

月9日，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以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我事务所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

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委托人提供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评估基准

日时点上“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

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5年4月30日

评估日期：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12日

评估方法：可比销售法

评估参数：矿区面积 0.208km2，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5年 4月 30日，矿山保有资源量

1605.50万 t，综合利用的废石 424.66万 t，采矿回采率 95%，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1332.84

万 t、综合利用废石可采量 403.43万 t。建筑石料用灰岩生产规模 130万 t/a、综合利用废

石生产规模 39.35万 t/a。矿山服务年限 10.25年。产品方案为不同粒径的建筑用骨料及综

合利用废石。产品综合不含税销售价格 38.15元/t。参照物 A总调整系数 1.253，参照物 B

总调整系数 0.894，参照物 C总调整系数 1.262。

评估结论：我事务所评估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的评估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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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可比销售法，经过计算和验证，在资产持

续使用并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确定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

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在评估计算期 10.25年，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储量 1332.84万

t、综合利用废石可采量 403.43万 t，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价值为 6898.87万元，大写：人

民币陆仟捌佰玖拾捌万捌仟柒佰元整。

矿业权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根据 2022年 12月 2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关

于公布山东省矿业权市场基准价的通告》（鲁自然资规〔2022〕5号），淄博市建筑石料

用灰岩采矿权市场基准价为 4.50元/t·矿石。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可采储量 1332.84万 t，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5997.78万元。因剥离的废石是综合利用

资源，不属于单独矿种，按评估进行计算，本次评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6898.87

万元，高于淄博市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市场基准价。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

论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论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有效期，此评估结论无效。

本报告全部数据采用电子化表格进行计算，其计算过程可能因小数位的取舍而出现合

计不相等的情况，但最终以合计结果为准。

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

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

相等。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经评估委托人许可、未征得本项目

签字矿业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

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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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欲了

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部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书全文。

（此页以下无正文）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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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鲁天平信矿评字〔2025〕第 011号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中

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规定，本着客观、独

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委托的“淄

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进行了调查与询证，对该采矿权在

2025年 4月 30日所表现价值进行了估算。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机构全称：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海信龙奥九号 2号楼 20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永贵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1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20714095P

二、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

三、评估对象、范围、历史沿革、评估史

（一）评估对象

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及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本项目评估对象为淄博市博

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二）评估范围

1.拟设矿区范围

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及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拟设采矿权范围由 37个拐

点连线圈定（表 3-1），矿区面积 0.208km2，开采标高+390.08m～+223.60m。

表 3-1 矿区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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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9578783.85 4041453.39
2 39578828.64 4041400.00
3 39579092.51 4041217.72
4 39579268.24 4041198.36
5 39579304.12 4041201.77
6 39579330.06 4041212.30
7 39579346.12 4041233.00
8 39579376.86 4041248.66
9 39579389.07 4041252.87
10 39579429.30 4041259.23
11 39579612.71 4041209.85
12 39579877.95 4041258.35
13 39579883.80 4041255.12
14 39579887.55 4041248.02
15 39579889.64 4041238.21
16 39579888.34 4041173.15
17 39579820.28 4041118.09
18 39579777.05 4041129.63
19 39579652.63 4041010.36
20 39579580.00 4040923.95
21 39579508.29 4040928.60
22 39579445.83 4040948.98
23 39579294.53 4041060.62
24 39579250.43 4041055.87
25 39579151.28 4041115.54
26 39579114.25 4041121.00
27 39579013.87 4041095.07
28 39578848.75 4041166.28
29 39578825.91 4041214.32
30 39578792.26 4041332.77
31 39578730.13 4041402.48
32 39578729.50 4041406.54
33 39578730.21 4041410.13
34 39578731.59 4041412.88
35 39578766.38 4041452.35
36 39578773.30 4041454.79
37 39578773.30 4041454.79

面积：0.208km2，开采标高+390.08m～+223.60m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3

2.可供开采矿产资源的范围

根据山东正元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2025 年 04 月编制的《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

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估算基准日：2025年 3月 31日》，矿产资源储

量估算范围面积约为 18.30hm2，开采标高+223.6m至+390.08m。勘查矿种为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

3.拟设矿区范围与资源量估算范围、开发利用范围关系

拟设矿区范围由 37个拐点圈定，面积 0.208km2，开采标高+404m～+292m。拟设矿

区范围包括资源量估算范围；拟设矿区范围在勘探区范围之内。

4.露天剥离范围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露天剥离范围为设计开采范围，与储量估算范围一

致。

5.与相关禁限区的重叠情况

矿区不涉及《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地区，不涉及国家

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

地以及国家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

矿区不占压生态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I级和 II 级保护林地、天然

林保护重点区域、基本草原、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世界自然（自然与文化）

遗产地、文物保护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根据最新国土调查变

更数据，项目范围不压占耕地。项目区不处于重要交通线可视范围内。压占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 12969.2m2。

（三）历史沿革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拟设采矿权，拟设矿权由 37个拐

点圈定，直角坐标:X：4040923.95～4041454.92，Y：39578729.50～39579889.64，面积

0.208km2，开采标高+223.6m至+390.08m，矿区周边无矿业权设置。拟设采矿权范围不

在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及生态红线范围之内。拟设采矿权不涉及林地。

（四）评估史及价款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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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矿权为拟出让采矿权，未进行过出让收益（价款）处置。

四、评估目的

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拟出让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

矿权，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 号）有关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估。2023 年 8

月 9日，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以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我事务所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

益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委托人提供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评估

基准日时点上“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

提供参考意见。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一般是根据评估业务性质、评估目的、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同委托人

协商后确定，并在委托合同或协议中予以明确。本次评估，是结合地质勘探报告及开发

利用方案等评估前期资料准备程度等因素，按照确定评估基准日时，应考虑的因素，同

评估委托人商定后确定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4月 30日。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

费依据均为 2025年 4月 30日时点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可行性的原则；

（2）遵循产权主体变动的原则；

（3）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4）遵循贡献性、替代性和预期性原则；

（5）遵循矿产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原则；

（6）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的原则；

（7）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的原则；

（8）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5

七、评估依据

（一）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公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 年 3月 19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1986 年 3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六号公

布，根据 1996 年 8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二

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152 号

发布）；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5.《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6.《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建〔2008〕22 号）；

7.《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6]694

号）；

8.《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

（财综〔2023〕10 号）；

9.《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年）；

10.《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11.《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12.《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13.《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14.《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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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1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18.《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国土资发〔1999〕205 号）；

19.《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23 号令，2004-1-9）；

20.《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

21.《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DZ/T 0213-2020）；

22.《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二）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2.《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资源储量

评审基准日：2025 年 3月 31 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3.《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山东正

元地质资源勘查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 4月）；

4.《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

审查意见（潍坊中正地质工程有限公司，2025年 4月）；

5.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有关资料。

八、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我事务所组织评估

人员，对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2023年 8月 7日，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我事务所

为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中标单位。

委托方明确此次评估的目的、对象、范围，确定评估基准日。我事务所根据评估的

有关原则和规定，对纳入评估范围内的采矿权进行了现场调查，我事务所矿业权评估师

王磊对矿山进行查勘，了解相关技术指标、市场交易情况和市场价格，对产权核查，查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7

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建设等基本情况，收集地质等相关

资料；拟定评估计划（评估方案和方法等）。

（2）2023年 8月 8日～2023年 8月 21 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分析、归

纳、整理，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进行采矿权价值评估并编写报告初稿。

（3）2023年 8月 22日～23日，编写报告初稿并与委托人交换意见，在遵守评估

规范、指南和职业道德原则下，认真对待委托方提出的意见，并做必要的修改，进行内

部三级复核，提交评估报告书初稿。该报告于 2023年 8月 23日在博山区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进行公示。

（4）因矿区范围内被中央环保资金五龙修复项目范围压占，需要避让，需对原矿

区范围进行调整，拟设矿区范围发生变化，需对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采矿权重新进行评估，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评估资料，我事务所于 2024年 8月

26日提交调整范围后的评估报告。该报告于 2024年 9月 14日在博山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进行公开。

（5）2025年 4月，应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要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又对范围进行了

局部优化，拟设矿区范围发生变化，需对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采矿权重新进行评估，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评估资料，我事务所于 2025年 5月 12日提

交调整范围后的评估报告。

九、矿业权概况

（一）位置与交通

矿区位于淄博市博山区政府东 3.1km 处，山头街道两平社区北侧。行政上分属城

东街道、山头街道管辖。

矿区西距 S29 滨莱高速博山出入口约 6.7km，东距 S231 北苏路约 3.7km，西侧、

北侧、南侧均毗邻万福路，区内有简易道路与西侧万福路相接，南与福山路相接，交

通便利，见图 9-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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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矿区交通位置图

（二）自然地理与经济

矿区为丘陵地形，山顶较平，四周切割较深，且部分区域有历史开采情况，常形成

较陡坡地及陡崖。矿区海拔最高+390.08m，最低+222.0m，相对高差 168.08m。矿区西

侧较低，冲沟汇集于此，将大气降水自然排入北部的孝妇河。矿区西南阿峪沟两侧为陡

壁悬崖，沟长 1200m，宽 40～100m，深 70～90m。两侧岩层高峻挺拔，产状产出明显。

本区气候属暖湿带季风区，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2.8℃，一月份最冷，平均为

-2.6℃，七月份最热，平均为 26.1℃。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8.5℃(1966年 6月 22日）年

极端最低气温为-18.7℃(1967年 1月 15日）。全年无霜冻期平均为 20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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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降水量为 694.1mm。年最大降水量为 1964年的 1449.5mm，年最小降水量为

1988 年的 397.1mm。日最大降水量是 1966 年 7月 14 日的 197.3mm。平均年降水 82.4

天。

年平均风速 3.2m/s，春季最大 444m/s，夏秋风力较小。风力最大级别是 1983 年 4

月 25日 19时 40分在南博山镇西部的 12级龙卷风，其它年月均无特大风力。

矿区的自然灾害是干旱、洪涝、冰雹等，据统计，霜冻最多一年约 114天，年平均

风速为 2.6—3.4m/s，最大的风速为 10级。据山东省地震烈度区划划分，本区属Ⅶ度地

震烈度区，一般建筑Ⅶ度区设防。有记录以来距矿区最近的地震是邹平 1730年冬天发

生的 5级地震，距矿区约 70km。

本矿区位于低山丘陵区，当地电力充沛，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土地肥沃，农产品丰

富，劳动力充裕。区内供水、供电条件良好。

（三）地质工作概况

1.1986年 8月～9月，国家建材局地质公司山东地质勘探大队地质二组对原两平北

山灰岩勘查区进行了普查，后，编写了《山东省博山两平北山石灰岩勘查区详查-勘探

地质设计书》，1987年 3月 16日～9月 2日进行了详查－勘探施工，投入槽探 2266.39m/12

条；钻探 1075.8m/14孔；岩矿鉴定 39 件；基本分析：捡块 39件、探槽 194 件、钻孔

322 件；组合分析 52 件；小块体重 42 件；抗压强度测定 48 块/8 组；物理性能测定 5

项/1组；1988年 11月 20日提交了《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北山石灰岩勘查区勘探地

质报告》，并经山东省矿产储量委员会以“[1998]鲁矿储决字第 20号”批准 B+C+D级

5409万吨，其中 B级 1693万吨，C级 3277万吨，D级 439万吨。本报告为本次勘查基

础，以下简称“以往勘探地质报告”。

2.2023年 4月-6月，山东正元地质资源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区进行勘探工作并于

7月提交了《淄博市博山区两平至安上社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规划区块划定矿区地质

勘探报告》，于评审基准日：2023年 6月 30日拟设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

量 1312.1万 m3（3555.9万 t）。其中：

探明资源量（TM）348.3万 m3（944.0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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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资源量（KZ） 544.8万 m3（1476.3万 t）；

推断资源量（TD）419.0万 m3（1135.6万 t）。

该《勘探报告》经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于 2023年 7月 23日组织相关专家及有

关人员进行评审，并出具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3.2024年 7月-8月，山东正元地质资源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区进行勘探工作并于

8月编制了《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于评

审基准日：2024年6月30日拟设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409.4万m3（1109.3

万 t）。其中：

探明资源量（TM）30.5万 m3（82.8万 t）；

控制资源量（KZ）205.0万 m3（555.4万 t）；

推断资源量（TD）173.9万 m3（471.1万 t）。

夹层及覆盖物剥离总量 94.9万 m3，实际剥采比 0.09：1。

该《勘探报告》经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4年 7月 7日组织相关专家及有

关人员进行评审，并出具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4.2025年 4月，山东正元地质工程有限公司在本次及以往工作基础上编制了《山东

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5

年 3月 31日）》，拟设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592.8万 m3（1606.5万 t）。

其中：

探明资源量（TM）157.2万 m3（426.1万 t）；

控制资源量（KZ）373.8万 m3（1013.0万 t）；

推断资源量（TD）61.8万 m3（167.4万 t）。

夹层及覆盖物剥离总量 156.7万 m3，实际剥采比 0.26：1。

该《勘探报告》经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于 2025年 4月 7日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评审，并出具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四）区域地质概况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陆块（I），鲁西隆起区（Ⅱ），鲁中隆起（Ⅲ），庐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1

山—邹平断隆（Ⅳ），邹平－周村凹陷（Ⅴ）南部。

1．地层

本区域内地层由老到新主要为：古生界寒武系长清群、九龙群、奥陶系马家沟群、

二叠纪月门沟群、石盒子群；中生界三叠系石千峰群、侏罗系淄博群；新生界第四系大

站组、山前组及沂河组，现分述如下：

（1）寒武系长清群

分布于西部，地层有馒头组。主要岩性以紫红或砖红色粉砂岩、页岩为主夹白云岩、

泥云岩、灰岩等。本组三叶虫化石丰富。岩层中色彩丰富、纹层较细的灰岩、粉砂岩可

作为木鱼石开采。

（2）寒武系九龙群

分布于西部，为一套以灰岩、白云岩为主少量页岩的碳酸盐岩组合。该群分为张夏

组、崮山组、炒米店组、三山子组四个组，总厚度一般在600m左右。

（3）奥陶系马家沟群

自秋谷断层附近至东南方向普遍分布，面积约占本区域的60%，主要岩性为厚层-

巨厚层泥晶灰岩、云斑灰岩、中层白云岩、薄层泥质白云岩、角砾状白云岩等。总厚度

达1000m左右。自下而上依次划分为东黄山组、北庵庄组、土峪组、五阳山组、阁庄组

和八陡组六个岩性组，各组均为整合接触。其中，本次勘探范围出露岩层为八陡组。

（4）二叠系月门沟群

主要处于断层等构造附近，主要岩性为深灰色粉砂岩、泥岩夹砂岩、灰岩、铝土矿、

煤层（或煤线）等。依据碎屑岩中的灰岩发育情况，本群可分为三个组：下部不含灰岩

者为本溪组；中部含灰岩夹层者为太原组；上部不含灰岩者为山西组。总厚度184m～

475m。

（5）二叠系石盒子群

分布于区域北部，该组整体上为陆相沉积的由黄绿色、灰绿色砂岩、紫红、灰紫色

泥岩夹铝土岩、灰黑色页岩组成的岩石组成，自下而上划分为黑山砂岩段、万山泥岩段、

奎山砂岩段和孝妇河泥岩段。总厚为155m～7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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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叠纪石千峰群

区域北部少量分布，该群岩性以紫红或鲜红色砂岩和泥岩为标志。自下而上划分为

孙家沟组、刘家沟组。厚219m～613m。

（7）侏罗纪淄博群

淄博群主要分布于淄博盆地内三台山一带，为一套杂色砂岩、页岩、粘土岩及砂砾

岩沉积。区内划分为坊子组和三台组。总厚367m～1429m。

（8）第四系

区内新生代地层主要分布于北部及山坳沟谷，为冲积、残坡积物。分布岩性组为第

四系大站组。

2．构造

（1）鲁山背斜

属太古代基底构造，位于鲁西隆起东侧，由泰山群变质岩系构成。该背斜倒转，微

呈扇形，轴向北北西，倾向南西，倾角约85°。变质岩系的片理、片麻理构造线方向与

背斜轴向一致。背斜核部往往有混合岩化花岗岩产出，伴随褶皱有压性断裂发育。

（2）淄博向斜

由古生界和中生界构成。向斜开阔，转折端位于南部，其轴向近南北两翼向北张开，

分别向北西和北东倾斜，倾角5°～10°，核部中生界倾角较大，为32°～75°，矿区位于该

向斜东南翼。伴随该向斜，正断层较发育。主要为北东向和北西向高角度正断层，其次

为近东西向正断层，其中北东向秋谷正断层对矿区有直接影响。

岩浆岩

岩浆活动主要发生在燕山晚期、新太古代晚期，发育岩芯为中细粒苏长辉长岩、中

粒二长花岗岩。

（五）矿区地质概况

1.地层

矿区范围地层主要古生代奥陶纪马家沟群八陡组、阁庄组及新生代第四纪残坡积

层，其中：马家沟群岩组岩相稳定，为主要含矿层位，现由老到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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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阁庄组

主要岩性为黄灰色中薄层泥质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局部夹角砾状白云岩，厚度

50～130m。

（2）八陡组

在矿区广泛分布，在阿峪沟形成陡峭悬崖。灰岩与钙质白云岩互层产出，岩相稳定，

界线清晰，肉眼可辨。白云岩还形成缓坡或台阶。本组总厚度100m左右，与下伏地层整

合接触。本组为含矿岩层。

（3）新生代地层

为残-坡积物和少量人工堆积物。前者分布于缓坡上和洼地中，由黄土和砾石组成，

厚度0～1.90米，一般数十厘米，后者分布于采石场，为白云岩和灰岩碎石。

2.构造

矿区地层呈单斜状产出，总体走向 61°，倾向 331°，倾角 6°～17°,F5断层以南

6°左右，以北 16°左右。受断裂构造影响，深部地层产状在 F6断层南部明显变化，其

走向 21°，倾向 291°，倾角 6°左右。

矿区受区域性断层 F1，秋谷断层影响，断裂构造较为发育。共有 4条断层，主要为

近东－西向。断裂构造的影响，造成地层产状的明显变化和层位的错乱及重复、缺失，

局部有褶皱。现分述如下：

（1）F5断层

位于矿区中部，横穿矿区，是对矿区影响最大的断层之一。向西沿阿峪沟往北和

F6正断层趋于相交，向东延出矿区，全长 1400余米，走向 77°，倾向北，倾角 14°～

26°。上盘（北盘）上升，为逆断层。受 F9、F10切割影响断距 51～329米，平均 160

米；地层断距 22—57米，平均 37米。

该断层由西往东，产状由缓变陡，断距由大变小，亦即产状越缓断距越大，反之，

断距越小。该断层地表迹象明显。控制该断层的以往施工钻孔中均可见到类似地层重复

现象，见有构造糜棱岩。绿色泥状矿物平行断面分布，其上有镜面、擦痕。该断层错断

了 F9,F10。但其又为较新的 F6断层错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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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6断层

位于矿区西北，F5断层北部，西止于阿峪沟，东延出矿区，延长 1400余米，走向

85°～90°，倾向南，倾角 59°～72°，西陡东缓。上盘（南盘）下降，为正断层。断

距 24～35米，平均 31米；地层断距 21～35米，平均 31米。

该断层地表迹象亦较明显，西端在采场中暴露清晰。断面平直，具擦痕破碎带不发

育，以往钻孔中可见地层缺失。

（3）F9断层

位于矿区西部，F5和 F6断层之间，延长 420米，走向 125°～130°，倾向南西，

倾角 72°～82°。断层上盘（南西盘）下降，为正断层，断距达 17米。该断层面平直，

破碎带不发育。遭 F5断层切割。

（4）F10断层

位于矿区东侧，F5之北。延长 420米，走向 103°，倾向北，倾角 40°。上盘（北

盘）上升，为逆断层。地层断距 13米。西端受 F9限制，后遭 F5断层切割。

矿区节理构造比较发育，以近东西向为主，节理倾角较陡，一般大于 70°。张剪性

为主，多充填有方解石脉。节理的延续性一般，受层位限制。

3.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

（六）矿产资源概况

1、矿体特征

矿层受单斜构造影响，向 NNW缓倾斜，走向 60°左右，主要赋存于奥陶系马家沟

群的八陡组，以层状产出，矿层产状与区内地层基本一致。根据论证的工业指标将矿床

自下而上圈定为 3个矿层，即Ⅰ、Ⅱ、Ⅲ矿层，与以往勘探地质报告将矿床划分的 KC1、

KC2、KC3三个矿层基本一致。Ⅲ矿层为主矿层，各矿层特征如下：

Ⅰ矿层：位于矿床底部，估算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断）523.4万吨，占矿区总资

源量的 32.5%；基本以 0-1勘查线为中心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各部分分述如下：

0-1勘查线以西矿层：位于 5线～0-1线之间，1线南部因以往开采可见出露，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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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钻孔（见矿孔 9个：ZK003、ZK002、ZK001、ZK101、ZK1-2、ZK3-1、ZK3-2、ZK5-1、

ZK5-2；无矿孔 1个：ZK0-2）及 4个刻槽工程（HJ-1、BH-1、BH-4、BH-5）控制，矿

层受矿区范围限制，矿层底部受勘探标高限制未控制，东西长约 920m,南北宽约 48～

330m,赋存标高+223.6m～+283.3m，倾向西北，倾角：3～8°，倾斜延伸：111.5～118.3m；

厚度 7.85～50.0m，平均 28.32m,厚度变化系数：53.97%；属厚度变化较稳定矿体。估算

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断）493.4万吨，占Ⅰ矿层总资源量的 92.3%。

0-1勘查线以东矿层：为零星矿体，为 2勘查线外推部分，由 2个钻孔（见矿孔：

ZK2-2、ZK202）控制。大体零星分布，南北长约 90m,东西宽约 114m,矿层赋存标高

+301.1～+319.51m,倾向西北，倾角 8-12°，倾斜延伸 90m,厚度 15～18.3m,平均 16.65m,

厚度变化系数 14.01%，属厚度变化稳定矿体。估算推断资源量 30.0万吨，占Ⅰ矿层总

资源量的 7.7%。

Ⅱ矿层：位于矿床Ⅰ矿层上部，估算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断）416.8万吨，占矿

区总资源量的 25.9%；以 3线为中心划分为东、西三部分，其中 3线西侧两部分，各部

分分述如下：

3勘查线以东矿层：位于 3线～2-2线之间，由 6个见矿钻孔（ZK1-2、ZK101、ZK003、

ZK002、ZK0-1、ZK0-2）、3个未见矿钻孔（ZK1-1、ZK2-2、ZK202）共同控制；东西

宽约：590m，南北长约：309m，矿层赋存标高：+252.47～+352.94m，倾向西北，倾角：

3～8°，倾斜延伸：92～261m,厚度：7.2～21.2m，平均：12.01m，厚度变化系数：36.09%，

属厚度变化较稳定矿体。估算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断）409.4万吨，占Ⅱ矿层总资源

量的 98.2%。

3勘查线以西矿层：位于 5线附近，属零星矿体，由南北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北部

矿层由 ZK5-2和 BH-5共同控制，南北长约 154m,东西宽约 66m,矿层赋存标高+237.02～

+284.31m,倾向西北，倾角 7左右°，倾斜延伸 128m,厚度 4.9m。南部矿层受 ZK5-1 及

剥崖揭露情况共同控制，与勘探线走向一致，宽约 22m,长 125m,赋存标高+269.62～

+284.52m，倾角 10°左右，倾斜延伸 70m，厚度 5.0m,Ⅱ西矿层估算资源量（探明+推

断）7.4万吨，占Ⅱ矿层总资源量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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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矿层：位于 1线以东，东南部可见以往揭露面，由 10个钻孔（见矿孔：ZK1-2、

ZK101、ZK003、ZK002、ZK0-2、ZK203、ZK2-2；无矿孔：ZK1-1、ZK0-1、ZK202）

控制，矿层东西长约 639m,南北宽约 56～281m,赋存标高+270.83m～+382.48m，倾向西

北，倾角：3～8°，倾斜延伸：74～217m；厚度 21.8～56.9m，平均 40.14m,厚度变化

系数：50.78%；属厚度变化较稳定矿体。估算资源量（探明+控制+推断）666.3万吨，

占矿区总资源量的 41.5%。

2.矿石质量

（1）矿物组成

矿石主要为泥晶灰岩，灰－深灰色，泥晶结构，厚层状构造，主要由方解石组成，

主要化学成分为 CaO。少量白云质、泥质成分。

（2）矿石的结构、构造

①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主要为泥晶结构。

②矿石构造

矿石的构造主要为厚层状构造。

（3）矿石的化学成分

矿石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CaO、MgO，SiO2，Al2O3，Fe2O3，化学成分稳定，其中：

矿石 CaO含量高，Mgo含量低，CaO最高含量 55.60 %，最低 30.28%，极差 25.32%，

平均 54.53%。MgO 最低含量 0.09%,最高 4.64%，极差 4.55%,平均 0.62%。SiO2最高含

量 8.32%，最低 0.18%，平均 0.99%，变化系数 123.39%，变化较大；Al203；最高含量

3.00%，最低 0.14%，平均 0.30%，变化系数 49.93%,较为稳定。Fe203最高含量 1.15%,

最低 0.05%，平均 0.15%，变化系数 36.53%，较为稳定；烧失量最高含量 43.72%，最

低 39.60%，平均 43.05%，变化系数 1.34%，稳定。

（4）矿石物性特征

矿石物理性质较稳定，矿石硬度 6～8，抗压强度一般 69.2～135.7Mpa，平均值为

92.5Mpa。矿石的饱和抗压强度均大于 30MPa，符合建筑用石料沉积岩类抗压强度的要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7

求。坚固性 2%～8%，平均 4%；小于等于 8%的指标要求。压碎指标为 14%～16%，符

合建筑用石料物理性能Ⅱ类（≤20）的一般要求。表观密度 2710～2730kg/m3，平均

2715kg/m3，吸水率 0.2%～0.4%，平均 0.3%，各项物理性能指标符合建筑石料用灰岩一

般质量要求。

（5）矿石类型

①矿石自然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为泥晶灰岩，少量白云质灰岩。

②矿石工业类型

矿石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质量较好。

3.矿体围岩和夹石

项目区矿层在地表有出露，局部浅覆盖第四系松散堆积物。还有：Ⅰ矿层：顶板为

白云质灰岩-钙质白云岩；底板为阁庄组泥质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Ⅱ矿层：顶板主要为

钙质白云岩；底板白云质灰岩-钙质白云岩。Ⅲ矿层：顶板为白云质灰岩-钙质白云岩；

底板钙质白云岩。

矿区内三个矿层矿石类型为泥晶灰岩，少量白云质灰岩，呈泥晶-隐晶质结构，厚

层状构造，矿物分布均匀，矿石物理性能稳定，矿层内无夹石。

4.废石综合利用

根据《勘探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拟设矿区范围内剥离量为 156.7万 m3（体重

按矿石体重 2.71t/m3、折合 424.66万 t），矿层顶部出露地表，上层除少量风化岩石外，

无其他覆盖岩层。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土主要为矿层夹石，可用于矿山各开采水

平运输道路的修整，土地复垦及回填采坑等，剩余部分可作为建设项目抛填料等对外处

置，矿山废石综合利用率 100%。

（七）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

区域地下水位标高在+120m，矿区地表水系不发育，地面标高+223.6m～+390.08m，

矿山开采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不受地下水影响，岩层主要含水层为奥陶系岩溶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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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水，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的入渗，含水层经裂隙、溶洞与阿屿沟崖壁联通，岩层内水

体可迅速排出；阿屿沟东南高，西南低，高差大，不积水；F1断层为南侧隔水边界，矿

区内 F5非富水构造带；矿区岩层内基本无水；且由于矿区地下水含量少，地势利于未

来采矿时对矿坑水的排泄，因此，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通过汇水量计算，遇极端天

气条件下采坑内汇水量最大=7734.68m3/d，矿山开采中应根据降雨的实际情况及生产需

要及时排水。

2．工程地质

根据矿区矿层赋存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开采的石灰岩矿层大部分在地表有出露或

赋存于近地表，矿山开采适宜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最终开采边坡位于矿区北部，边坡角

60度，倾向南，矿层倾向北西，终采边坡与矿层及地层产状基本呈相反方向，且无大的

严重影响边坡稳定的软弱夹层及结构面存在，边坡整体稳定。

根据目前开采揭露情况，矿区内矿体较完整，无大的节理裂隙面存在。区内岩层倾

角 3°～8°，地层平缓，坡面稳定。随着开采的进行，开采高度加大，局部可能出现边坡

不稳等工程地质问题。要加强边坡管理以防止岩体崩塌和脱落。建议及时清理危岩，加

强开采边坡管理，采用台阶式开采，确保施工安全。综合评价，勘探区工程地质条件简

单。

3．环境地质

矿区属丘陵地貌，分布奥陶纪马家沟群石灰岩、白云岩，矿区地表整体地势最大标

高为+390.08m，最低标高为+223.6m，区内地势由东向西逐渐降低，丘陵多为坚固基岩

山体、山坡，不存在明显不良工程地质现象，至今未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矿山开采过程不会产生有害组分和放射性物质。基岩裸露区占 80%以上，残破积厚

度一般 1.1m～8.8m，本矿山为露天开采矿山，采用山坡露天开采，会对地表植被和地形

地貌景观造成影响。采矿结束后，对土地资源造成一定的破坏，根据划定的矿区范围，

矿石资源储量最大水平投影面积为 54076m2，开采对自然景观会造成破坏，开采过程实

施边开采边恢复治理，矿山开采完毕后进行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会有改观，评价环境地

质条件为中等。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9

4．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综上所述，山为露天开采，矿层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和地下水位以上，不受地下水

的影响；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中等。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为

以环境地质条件为主的中等复杂类型(Ⅱ-3)。

（八）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类比淄博卓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该类矿山加工流程较简单，

主要设备有破碎机、分级筛，有关设备机型及所配电动功率将根据生产规模进行搭配。

勘探区内石灰岩矿石主要作用为建筑石料使用。加工建筑骨料时将较大块度的矿石

破碎、分级成需要的粒度即可，所产建筑骨料可作为混凝土骨料；做建筑砌石时，按要

求加工成不同规格的砌块可直接用于工程建筑。其产品主要销往周边地区。

十、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一）开发现状

矿上世纪 70年代前，项目区有民采活动，由于历史较为久远，具体开采动用资源

情况已不可考，开采形成了东西向的边坡，边坡东西长约 1200m，高差约 20～40m，边

坡角约 65°。

（二）矿山外部建设条件

1.交通条件：西距 S29滨莱高速博山出入口约 6.7km，东距 S231北苏路约 3.7km，

西侧、北侧、南侧均毗邻万福路，区内有简易道路与西侧万福路相接，南与福山路相接，

交通便利。

2.供电条件：矿区位于山头街道两平社区北侧，供配电从附近的变电所接线供电。

3.供水条件：矿山用水主要为采场生产用水及工业场地生活用水，矿区供水来源于

周边村庄和自有水井，必要时可配备水箱供水。

4.矿山周边及环境条件：西北侧有一村庄，该村庄距离矿区边界最近约为 200m，28

号拐点西南侧附近有一处厂房，距离项目区约 40m，项目区南侧 24号至 25号拐点南侧

有一寺庙，均位于项目区范围以外。除此以外，项目区范围周边无其他重要构建筑物及

其他矿权。项目区范围不涉及自然保护地，与基本农田、生态红线无重叠，不在主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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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铁路可视范围内，无重要水源地。

十一、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年）》，评估方法的选择应当根据实际

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

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

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估方法。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有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其中：

（1）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年的，应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

（2）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的，应选取收入权益法。

（3）可比因素可以确定，相关指标可以量化时，应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该矿山生产规模为大型，

按资源储量规模划分属于中型。潍坊中正地质工程有限公司2025年4月编制的《淄博市

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审查意见，未设计

经济指标，不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适用收入权益法。

本项目评估人员能够通过互联网收集到相同矿种采矿权出让信息及评估报告相关

披露信息并确定可比因素，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

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收入权益法和可比销售法。

（1）收入权益法

收入权益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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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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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评估计算年限。

（2）可比销售法

可比销售法是根据市场途径进行矿业权评估的一种方法，其原理是基于替代原则，

将评估对象与在近期相似交易环境中成交，满足各项可比条件的矿业权的地、采、选等

各项技术、经济参数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其差异，对相似参照物的成交价格进行调整估

算评估对象的价值。

可比因素通常包括：可采储量、矿石品位（质级）、生产规模、产品价格、矿体赋

存开发条件、区位基础设施条件等。

本项目评估人员能够通过互联网收集到相同矿种采矿权出让信息及评估报告相关

披露信息并确定可比因素，确定其计算公式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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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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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式中：P—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

Pi—参照案例的交易价格；

μ—可采储量（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系数；

ω—矿石品位调整系数；

t—生产规模调整系数；

θ—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及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δ—矿山建设外部条件调整系数；

n—参照案例个数。

十二、评估技术、经济指标及参数的选取原则

（一）待评估采矿权相关资料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勘探报告（资源储量评审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山东正元地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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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勘查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4月）、《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审查意见（潍坊中正地质工程有限公司，2025年4月）和评

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资源储量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依据山东正元地质资源勘查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4月编制的《山东省淄博

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以下简称“勘探报告”），该勘探

报告编制依据了《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总则》，报告编制基本符合有关规定，评审要求的

相关材料基本齐全，资料储量估算结果较可靠。该勘探报告经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

于2025年4月7日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并出具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可以作为本

次采矿权评估的依据。

2．开发利用方案资料评述

其他主要技术指标的选择潍坊中正地质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编制的《淄博市

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

方案”），开发利用方案是根据矿体赋存具体特点及矿山开采技术条件，以当地矿山行

业平均生产力水平为基本尺度以及当前技术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报

告编制方法合理、内容基本完整。经类比，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开采技术指标基本反映

了该矿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开采技术指标选取基本合理，该开发利用方案

经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出具了审查意见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

评估的依据。

（二）相似参照物的确定

经查询，省内很多矿山近几年进行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处置，评估人

员从省内收集可以类比相似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出让项目的案例。确认相似物时，主

要考虑产品方案相似或相同、矿床成因类型相同或相似，同时考虑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

储量、矿石品位制定的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等因素。

经分析本次评估对象的可采储量、品位、生产规模、产品价格、矿体赋存开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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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因素，评估人员收集了近期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经过

公示的山东度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3年7月31日提交的《山东省兰陵县西石良矿区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度量衡矿评报字〔2023〕第049号，

兰陵县人民政府2023年9月4日公开），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2025年4月18日

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才家庄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

地矿评字〔2025〕第17号，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5年4月18日公示），山东大地

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2023年10月16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泉子峪矿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3〕第76号，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2023年10月28日公开）。

（三）保有、评估利用资源量

1．保有资源量

根据“勘探报告”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截至储量估算基准日 2025年 3月 31

日拟设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592.8万 m3（1606.5万 t）。其中：

探明资源量（TM）157.2万 m3（426.1万 t）；

控制资源量（KZ）373.8万 m3（1013.0万 t）；

推断资源量（TD）61.8万 m3（167.4万 t）。

夹层及覆盖物剥离总量156.7万m3，实际剥采比0.26：1。

因本项目为拟出让新建矿山，上述保有资源量及剥离量未动用。

根据《勘探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拟设矿区范围内剥离量为156.7万m3（体重

按矿石体重2.71t/m3、折合424.66万t），矿层顶部出露地表，上层除少量风化岩石外，

无其他覆盖岩层。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土主要为矿层夹石，可用于矿山各开采水

平运输道路的修整，土地复垦及回填采坑等，剩余部分可作为建设项目抛填料等对外处

置，矿山废石综合利用率100%。则：本次评估综合利用废石保有量424.66万t。

2．评估利用资源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矿

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年）》有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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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储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资源量可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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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推断的资源量全部利用，评估参照《开发利用方案》推断的

资源量全部评估利用。

截至核实基准日拟设矿区范围内评估利用资源量592.8万m3（1606.5万t）。

综合利用废石量424.66万t，参与评估计算。

（四）采矿方案

根据矿区矿体赋存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本次设计开采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体赋存

于近地表，矿区地形条件简单，矿体连续性较好，矿体和围岩均为稳固性较高的灰岩，

因此，本矿的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1）开拓运输方案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矿山采用自上而下分水平分台阶开采，矿山开拓运输系统总体布置方式采用“直进

式”和“迂回式”相结合的布线方式，用于连接外部公路与采场，然后再以“树枝状”布线方

式布置分支线用于连接主干线与各开采水平。

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修筑矿山运输道路至采场，这样可减少矿山建设工程量及投

资。主要运输道路如下：

①破碎站位于项目区西北侧，万福路东南侧，本次设计延伸并拓宽原有运输道路，

将工业场地破碎站（+232m）与万福路（+240m）相连，该段道路长度约 415m，宽度

9.5m，起点坐标为 X：4040930，Y：39579701，终点坐标为 X：4041641，Y：39578900，

道路坡度小于 9%，修建过程中需对局部位置进行修整。

②东部矿区主运输道路自工业场地破碎站（+232m）沿原有道路（局部修整）向西

北方向行进后沿原有道路（需对道路进行修整）向东南方向迂回行进至+318m标高，以

原有道路尽头+318m标高向上修筑运输道路至+375m首采平台，该段道路长度约 452m，

宽度 9.5m，起点坐标为 X：4041372，Y：39579235，终点坐标为 X：4041215，Y：39579658，

道路坡度 7%左右，修建过程中，对局部较陡的位置进行修整，最大不超过 9%。西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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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255m以上开采水平运输道路从东部矿区运输道路进入，+255m以下开采水平从矿区

西侧原有道路进入。

③后续自首采平台新建运输道路，向西北延伸，连接原有道路，可以满足项目区的

开采需要。

（2）开拓运输系统

①首采平台选择

依据项目区现状，方案设计+375m水平为首采平台。设计终了台阶高度为 15m，自

上而下划分为+375m、+360m、+345m、+330m、+315m、+300m水平、+285m、+270m、

+255m、+240m及+225m共 11个开采台阶。

②运输道路

为保证生产路汽车运输线路的安全，需符合以下条件：道路路基具有足够的强度和

稳定性，受气候影响小；路面具有一定的平整性和粗糙度；线路应具有合理的坡度和曲

率半径，保证车辆的行车安全，发挥汽车的效率。本次设计项目区内生产路为泥结碎石

路面，宽度 9.5m，线路坡度一般 7%左右，最大不超过 9%，最小转弯半径 15m。项目

区西侧及南侧紧邻万福路，运输道路可直接与万福路相接。运输道路大部分在现有道路

基础上修整而来，现有道路已使用多年，路线基本可以满足要求，通过修整后，可以满

足后续的生产需要。

（3）厂址选择

按照矿山设计规范要求，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应布置在靠近运输道路，地形较为

平坦的地方。本次将办公生活区布置于项目区西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设置办公室、

材料库等，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设计办公生活区占地面积约 766m2。设计工业场地破

碎站位于项目区西北侧，万福路东南方向，占地面积 2230m2，项目用地使用前需办理

相关用地手续。各开采水平通过运输道路运至工业场地及破碎站。

（五）建设规模、产品方案

1．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 130 万 t/a。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规模为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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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年。按矿山服务年限计算综合利用的废石生产规模为 39.35万 t/年。

2．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最终产品为不同粒度的建筑石料及综合利用废石（抛填料可

用于采坑回填和路基、地基修筑）。

（六）开采技术指标

1．设计损失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量 1402.99万 t，损失矿量约 203.51万 t，损失资源

量主要为设计最终边坡角小于储量估算边坡角的边坡压覆资源量及因地形狭窄，底盘宽

度不足而无法动用的资源量，本次评估设计损失量为 203.51万 t。

2．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本矿山开采运输损失率取 5%，开采回采率 95%。评估根

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矿山开采回采率为 95%。根据设计采矿损失量为 70.15万吨。

（七）可采储量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

量

=1606.5-203.51-70.15

=1332.84（万 t）

矿区范围内综合利用废石可采量=评估利用的资源量×采矿回采率

=424.66×95%

=403.43（万 t）

经上述计算，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储量为 1332.84万 t、综合利用废石可采量 403.43

万 t。

可采储量计算详见附表 3。

（八）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能力与矿山服

务年限之间的关系，确定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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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A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矿山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计算期内可采储量为

1332.84万 t，矿山生产规模 130万 t/年，代入上式：

T=1332.84÷130

=10.25（年）

（九）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使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确定矿产品

市场价格：定性分析，是在获取充分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经验对价格总体趋势

的运行方向做出基本判断方法；定量分析，是在对获取充分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上，运

用一定的预测方法，对矿产品市场价格作出数量判断。本次评估主要基于充分的市场调

查，对当地的矿产品价格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进行价格的判定。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结合项目特点，对当地的矿产品市场价格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种因

素需要考虑：1、矿产品产地，产地不同矿产品价格不同，因为不同地区的矿产品价格

受运输费用的影响较大。2、矿产品价格的税收调整，矿产品价格含税价与不含税价，

主要涉及增值税，当调查的市场价格为含税价格时，应调整为不含税价格。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建筑用灰岩骨料含税销售价格为 62.00元/吨，矿山生

产原矿石作为生产建筑石料用，其价格是随建材行业形势而变化的。随着我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保障房、安居房建设、棚户区改造速度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快

速发展将继续拉动需求。

博山区及淄博周边区县全面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建设绿色矿山、美化自然环境

的政策不断出台。管理力度加大，小型开采矿山已基本关闭，前几年淄博市及周边地区

建筑行业已出现建筑石料紧缺局面，石料价格涨幅较大。为了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2019

年至 2025年上半年已新出让部分石料用矿权项目，随着建筑石料矿山的增加，销售价

格市场出现回落；随着矿山整合、新设矿山的增加骨料价格会相对平稳。

矿山生产矿石主要为周边供给建筑用骨料、石粉。建筑用骨料近几年销售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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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2014—2015年骨料及石粉销售价格相对较稳定，价格大约在 25-28元/t；2016年

骨料及石粉大约在 27-35元/t；2017年属于跳跃式上涨骨料及石粉销售价格平均在 80元

t/左右；2018年骨料、石粉平均在 65-75元/t左右。2019年至 2021年价格相对平稳，骨

料、石粉平均在 60-70元/t左右。2022年建筑骨料平均在 50-55元/t左右。2023年至 2024

年上半年受市场行情影响，建筑用石子价格进一步下降，骨料平均在 45元/t左右。查询

了周边市级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公开出让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产品销售价格在

40~50元/t（不含税）、而剥离物对外出售时，价格基本在 15～21元/t，基本与剥离成

本平衡。

由于近几年价格波动较大，结合本矿的实际，考虑废石等因素后，确定建筑用灰岩

骨料含税销售价格为 50.00元/吨、折合不含税 44.25元/吨；综合利用废石不含税销售价

格 18.00元/吨，产品综合不含税销售价格 38.15元/t。

十三、收入权益法评估

（一）权益系数

根据 2008年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类矿产权益系数

取值范围为 3.5%～4.5%。具体取值可在分析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矿体埋深、开采方式、

开采技术条件、矿山选冶（洗选）难易程度等后确定。该矿地质构造简单，该矿水文、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中等，露天开采，总体看其采矿权权益系数宜高值取

值范围内取值，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高值为 4.5%。

（二）折现率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 18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

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

（三）收入权益法评估结果

经过认真计算，采用收入权益法，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价值为人民币 1983.35万元。

十四、可比销售法评估

（一）相似参照物的概况

1.山东省兰陵县西石良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照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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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兰陵县城东南 9km处，行政区划属兰陵县磨山镇管辖。矿区极值地理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为：X：3854468.03～3855559.43，Y：39604153.93～39604888.34，

面积 0.2902km2。矿区西距 S229省道约 3.5km，北距 206国道约 5.4km，东北距京沪高

速临沂南出口约 12km。矿区至公路干线有简易公路相通，交通便利。

（2）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

矿区属鲁南丘陵区，区内地形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海拔最高点为区内东侧凤凰山，

海拔约+120.1m，最低点为华岩寺村东河道底部，海拔约+25.0m，相对高差 95.1m。

区内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春季多风，气候干燥；

夏季高温多雨，降水集中，灾害性天气较多；秋季天高气爽，气候宜人；冬季寒冷，雨

雪稀少。多年平均气温 13.9℃（1991～2022年），多年平均降水量 828.79mm（1991～

2022年），年最大降水量 1250.10mm（2008年），日最大降水量 308mm（2012年 7月

8日）。年降水分布不均，7～9月份为降水集中期，占全年降水的 58.3%。年平均蒸发

量 1380.6mm，历年（1991～2022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428.8h。11月至次年 2月为降

雪期，最大积雪深度 22cm。结冰期平均从 11月开始，至次年 4月止，平均结冰期 150

天，最大冻土深度 31cm。

矿区地表水系不甚发育，多为季节性冲沟及人工塘坝。位于矿区东侧的燕子河为区

内最大的地表水体。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矿区位于地震烈度Ⅶ度区，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为 0.15g。据中国地震资料记载，本区为地震多发区，除 1668年 7

月 25日郯城-莒县 8.5级大地震对本区造成严重破坏外，区内曾发生过多次有感地震，

但均未造成大规模破坏，最近的地震为 1995年 9月 20日在兰陵县北部发生的 5.1级地

震，受伤 86人，房屋损坏 2万余间。

矿区及周边灰岩矿开采历史较长，形成了大量的露天采坑，虽然矿山企业及相关部

门都在积极治理，但仍有部分露天采坑边坡高陡，岩石裂隙发育、风化破碎，局部存在

崩塌隐患。区内目前尚未发生崩塌等地质灾害现象。

当地人口稠密，劳动力充足，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大豆、花生、

地瓜等。工业以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为主，主要有石灰岩、石英砂岩等。区内电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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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劳动力资源充足。

（3）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华北板块（Ⅰ）鲁西隆起区（Ⅱ）鲁中隆起（Ⅲ）枣庄断隆（Ⅳ）磨山凸起

（Ⅴ）北部，区域地层以古生代地层为主，出露广泛，分布面积大，其次为元古代、古

生代和新生代地层，现由老至新为：新元古代土门群佟家庄组、浮来山组、石旺庄组；

古生代寒武纪长清群李官组、朱砂洞组、馒头组，九龙群张夏组、崮山组、炒米店组，

马家沟群东黄山组、北庵庄组及新生代第四纪山前组等。自元古代到新生代。区内发育

2条小型断裂构造（F1 断裂、F2 断裂）。对矿区其他矿石质量基本无影响。区内岩浆

岩不甚发育，仅见沿 F2断裂出露的煌斑岩脉，该煌斑岩脉规模较小，宽约 0.5m~2m，

长约 480m。在矿区中部被北东向 F1断层截成两段。岩脉总体走向约 160°，倾向南西，

倾角约 76°。岩石呈浅灰色、灰黄色，细粒结构，块状构造。矿物组成主要为钾长石

（70%）、斜长石（10%）、角闪石（10%）及少量黑云母等。

（4）矿石类型

矿石的自然类型：矿石自然类型鲕粒灰岩、藻灰岩。

矿石的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5）生产规模、可采储量及矿石品位

根据山东度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31日提交的《山东省兰陵县西石良

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度量衡矿评报字〔2023〕第 049

号，兰陵县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4日公开），山东省兰陵县西石良矿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采矿权生产规模 100.00万 t/a、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储量 1003.02万 t。矿石化学成

分 CaO含量 44.33%～51.65%，平均值 49.37%；MgO 含量 1.24%～3.68%，平均 2.73%。

（6）产品价格

根据山东度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31日提交的《山东省兰陵县西石良

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度量衡矿评报字〔2023〕第 049

号，兰陵县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4日公开），该矿产品方案为建筑用骨料，建筑骨料

不含税销售价格 45.00元/t。

（7）公示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

根据山东度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31日提交的《山东省兰陵县西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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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度量衡矿评报字〔2023〕第 049

号，兰陵县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4日公开），评估结果为 4041.23万元。

2.山东省平邑县才家庄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照物 B）

（1）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平邑县城西南约 5km、才家庄村西南约 1.1km处。行政区划隶属平邑县

平邑街道和丰阳镇所辖。矿区南距日兰高速（G1511）公路平邑出入口约 9km，东距 G327

国道约 3km。区内有县乡级公路相通，交通较为便利。

（2）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

矿区地貌属丘陵区。地形起伏较大，区内海拔最高点位于矿区西南部，海拔

+372.95m，最低点位于矿区东部，海拔+209.44m，相对高差 163.51m。区内基岩大部分

裸露地表。

本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据平邑县气象统计资料（2000～2022

年），年平均气温为 13.5℃，最高气温 41.9℃（2002年 7月 15日），最低气温-17.0℃

（2021年 1月 7日）。降水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平均年降水量 782mm，年最大降水

量 1236.4mm（2003年），日最大降水量为 236.8mm（2017年 8月 20日），降水多集

中在 7-9月份，占全年的 70%。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大风日数年平均 8天，多发生在

夏季。干热风平均每年发生 6天，最多 15天。历年平均相对湿度 69％，平均日照时数

2350.7小时，日照率 53%。全年太阳总辐射量 118.6kc/cm2。初霜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10

月 20日前后，终霜多在 4月初，无霜期平均 198天，最大冻土深度 39cm。

位于矿区西侧约 0.60km的吴家庄水库为矿区附近最大的地表水体，水库水位标高

+193.86m，控制流域面积 21km2，水库总库容 1660.8万 m3，兴利库容 1370万 m3。

矿区位于山东省郯城、聊考两大强地震带之间的临沂—济宁中强地震活动带内。

据平邑县地震办资料，自有地震记录以来，该区共发生地震 20次。总的特点是：频

率低、强度小，未造成破坏。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

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地震设防烈度为Ⅶ度区，属于基本稳定区。

（3）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北板块（Ⅰ）鲁西隆起区（Ⅱ）鲁中隆起（Ⅲ）尼山－平邑

断隆（Ⅳ）尼山凸起（Ⅴ）北部。矿区内出露的地层由老到新主要为古生代寒武纪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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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馒头组洪河段、九龙群张夏组下灰岩段、上灰岩段。赋矿地层为张夏组下灰岩段、上

灰岩段。矿区内地层总体走向北西，倾向 20°～80°，倾角 10°～32°，矿区内的构

造主要以断裂构造为主。矿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4）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为鲕粒灰岩、云斑藻屑灰岩。

矿石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5）生产规模、可采储量及矿石品位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18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才家

庄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5〕第 17号，

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 4月 18日公示），生产规模 200.00万 t/年，可采储量

2578.28万 t。矿石化学成分 CaO含量 51.76%～53.96%，平均 52.86%；MgO含量 0.47%～

0.95%，平均含量 0.71%。

（6）产品价格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18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才家

庄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5〕第 17号，

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 4月 18日公示），该矿产品方案为建筑用骨料，不含

税销售价格 44.25元/t。

（7）公示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18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才家

庄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5〕第 17号，

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 4月 18日公示），评估结果为 10972.85万元。

3.山东省平邑县泉子峪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照物 C）

（1）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平邑县城西约 13km，行政区划属平邑县平邑街道。东北距 G327 公路约

6km，东南距日兰高速平邑出入口约 17km，东南距鲁南高铁蒙山站 24km，矿区至公路

干线有简易公路相通，至矿区有生产路，交通便利。

（2）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

矿区属低山丘陵区，区内海拔一般在+255m～+491m，相对高差 236m。地形切割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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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沟谷发育，基岩出露良好。山体总体走向近东西，地势南高北低。本区属暖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据平邑县气象统计资料，年平均气温为 13.5℃，最高气温

41.9℃（2002年 7月 15日），最低气温-17.0℃（2021年 1月 7日）。降水多集中于夏、

秋两季，年平均降水量 740.5mm，年最大降水量 1236.4mm（2003年），日最大降水量

为 236.8mm（2017年 8月 20日），降水多集中在 7-9月份，占全年的 70%。年主导风

向为东南风，大风日数年平均 8天，多发生在夏季。干热风平均每年发生 6天，最多 15

天。历年平均相对湿度 69％，平均日照时数 2350.7小时，日照率 53％。全年太阳总辐

射量 118.6kc/cm2。初霜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10月 20日前后，终霜多在 4月初，无霜期平

均 198天，最大冻土深度 39cm。11月至次年 2月为降雪期，最大积雪深度 19cm。

黄荫河：是矿区附近最大河流。位于矿区西北侧 1300m处，由西南向东北径流，是

灌溉、排污和行洪的主要干道，流量随季节性变化较大。

矿区位于山东省郯城、聊城两大强地震带之间的临沂—济宁中强地震活动带内。据

平邑县地震办资料，自有地震记录以来，该区共发生地震 20次。总的特点是：频率低、

强度小，未造成破坏。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区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为 0.10g，地震设防烈度为Ⅶ度区，属于基本稳定区。

当地人口稠密，劳动力充足，以农业为主，工业较薄弱。小麦、花生、地瓜、姜等

为主要农作物，以盛产金银花、黄梨、山楂闻名。矿产资源有黄金、水泥石灰岩、建筑

用砂、建筑石料等矿产。黄金、石材等矿山企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国家电网平

邑街道变电站至本区建有 10KV供电线路，供电可靠，容量能满足要求；区内地下水资

源丰富，可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业用水需要。

（3）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北板块（Ⅰ）鲁西隆起区（Ⅱ）鲁中隆起（Ⅲ）尼山－平邑

断隆（Ⅳ）尼山凸起（Ⅴ）北部。矿区内出露的地层由老到新主要为古生代寒武纪长清

群馒头组洪河段、九龙群张夏组下灰岩段、上灰岩段、崮山组、炒米店组。赋矿地层为

张夏组下灰岩段、上灰岩段。地层总体走向北西向，倾向北东，倾角 7°～22°不等。矿

区内地层总体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 7°～22°，整体构成了单斜构造。矿区内的

构造主要以断裂构造为主。矿区内未见岩浆岩。

（4）矿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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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鲕粒灰岩、藻灰岩、微晶灰岩。鲕粒灰岩主要分布于 KC01矿

层中，藻灰岩主要分布于 KC02矿层中。

矿石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5）生产规模、可采储量及矿石品位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16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泉

子峪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3〕第 76

号，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10月 28日公开），生产规模 100.00万 t/年，可

采储量 1023.04万 t。矿区内矿层组分 CaO含量 44.99%～50.96%，平均 48.02%；MgO

含量 1.00%～3.32%，平均 1.95%。

（6）产品价格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16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泉

子峪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3〕第 76

号，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10月 28日公开），该矿产品方案为建筑用骨料，

不含税销售价格 44.25元/t。

（7）公示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16日提交的《山东省平邑县泉

子峪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鲁大地矿评字〔2023〕第 76

号，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10月 28日公开），评估结果为 4611.03万元。

（二）评估参数确定及计算

1.参数确定

本项目评估根据待评估矿业权的特征，对于所选择的 3个参照均为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均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成矿类型相同或相似，评估对象与参照物用于相比较的

参数均可搜集到，具有可比性。评估对象及参照物基本情况见下表。

根据《市场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300-2008）》《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2023）》《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对象与相似参照物的可采储量、生产规

模、矿石品位（CaO、MgO含量）、产品销售价格、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赋存条件、开

采技术条件、采选（冶）技术指标）、区位与基础设施条件（与矿区相邻公路类型、与

矿区相邻公路距离、距火车站、高速公路站点距离、地形、矿区供水供电状况）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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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见表 12-1可采储量、品位、生产规模及产品价格相似参照物对比表。详见

评估附表 2。

表 12-1可采储量、品位、生产规模及产品价格相似参照物对比表

分类 评估对象

相似参照物

A B C

1 可采储量调整系数（μ）
可采储量

（矿石量，万 t）
1736.27 1003.02 2578.28 1023.04

2 品位调整系数（ω）
矿石品位

（石灰石质量）

55.15% 52.10% 53.57% 49.97%

3 生产规模调整系数（t）
生产规模

（万吨/年）

169.35 100.00 200.00 100.00

4 产品价格调整系数（θ）
产品价格

（矿石量，元/t）
38.15 45.00 44.25 44.25

5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万元） 4041.23 10972.85 4611.03

2.参数调整

根据《市场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300-2008）》，本次评估对相似参照物参

数进行调整。结合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项目特点和各项调整系数对采矿权评估价值

的影响，本次评估确定各项调整系数权重分别为：可采储量调整系数占 20%、矿石品位

调整系数占 25%、生产规模调整系数占 15%、产品价格调整系数占 20%、矿体赋存开发

条件调整系数占 10%、区位与基础设施条件调整系数占 10%。

（1）可采储量调整系数（μ）

根据以下公式估算：

μ= 可比因素的权重）
（矿石量）参照的矿业权可采储量

（矿石量）待评估矿业权可采储量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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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物 A可采储量调整系数μA=1.146

参照物 B可采储量调整系数μB=0.935

参照物 C可采储量调整系数μC=1.139

（2）矿石品位调整系数（ω）

ω= 可比因素的权重）
（矿石质量）参照的矿业权矿石品位

（矿石质量）待评估矿业权矿石品位
（  11

参照物 A矿石品位调整系数ωA=1.015

参照物 B矿石品位调整系数ωB=1.007

参照物 C矿石品位调整系数ωC=1.026

（3）生产规模调整系数（t）

t= 可比因素的权重）
年）（万吨参照的矿业权生产规模

年）（万吨待评估矿业权生产规模
（ 

/
/11

参照物 A生产规模调整系数 tA=1.104

参照物 B生产规模调整系数 tB=0.977

参照物 C生产规模调整系数 tC=1.104

（4）产品价格调整系数（θ）

θ= 可比因素的权重）
吨）（元参照的矿业权产品价格

吨）（元待评估矿业权产品价格
（ 

/
/11

参照物 A产品价格调整系数θA=0.970

参照物 B产品价格调整系数θB=0.972

参照物 C产品价格调整系数θC=0.972

（5）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

参考《市场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300-2008）》，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

数是指待评估采矿权与参照采矿权具备的赋存条件、开采技术条件、采选冶技术指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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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类差异因素。由评估人员对比评判，得出差异要素评判值的加权平均值。

因每项差异要素都会影响采矿权价值，但影响的幅度却不相同，因此，本次评估各

类要素设定权重为：赋存条件权重为 40%，开采技术条件权重为 30%，采选冶技术指标

条件权重为 30%。赋存条件、开采技术条件及采选（冶）技术指标差异要素评判及调整

系数计算表见表 12-2。

表 12-2赋存条件、开采技术条件及采选（冶）技术指标差异要素评判

及调整系数表

差异要素 分类

待评估

采矿权

相似参照物 A 相似参照物 B 相似参照物 C

赋存条件（γ1）

矿体埋深 3 4 3 3

矿床勘查类型 5 3 5 5

小计 4 3.5 4 4

开采技术条件

（γ2）

矿床开采方式 5 5 5 5

矿体顶、底板稳固程度 5 5 5 5

断层构造发育程度 3 5 3 3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 5 5 5 5

小计 4.50 5.00 4.50 4.50

采选（冶）技术指

标（γ3）

采矿回采率 95.00% 98.00% 98.00% 98.00%

小计 95.00% 98.00% 98.00% 98.00%

赋值总计 3.24 3.19 3.24 3.24

差异调整系数 1.001 1.000 1.000

（6）区位与基础设施条件调整系数（δ）

参考《市场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300-2008）》，区位与基础设施条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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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是指待评估采矿权与参照采矿权具备的交通条件、自然经济环境条件、基础设施条

件三类差异因素。由评估人员对比评判，得出差异要素评判值的加权平均值。

因每项差异要素都会影响采矿权价值，但影响的幅度却不相同，因此，本次评估各

类要素设定权重为：交通条件权重为 40%，自然经济环境条件权重为 30%，基础设施条

件权重为 30%。交通条件、自然经济环境条件及基础设施条件差异要素评判及调整系数

计算见表 12-3及附表 2。

表 12-3交通条件、自然经济环境条件及基础设施条件差异要素评判及调整系数表

差异要素 分类

待评估

采矿权

相似参照物

A

相似参照物

B

相似参照物

C

交通条件

（γ1）

与矿区相邻公路类型 5 4 5 4

与矿区相邻公路距离 5 5 5 5

距火车站、高速公路站点

距离

5 4 5 4

小计 5.000 4.333 5.000 4.333

自然经济环境条

件（γ2）
地形环境 5 5 5 5

基础设施条件

（γ3）

供水状况 5 5 5 5

供电状况 5 5 5 5

小计 5.000 5.000 5.000 5.000

赋值总计 5.000 4.733 5.000 4.733

调整系数 1.006 1.000 1.006

（7）参照物总调整系数

综上所述，各参照物总调整系数见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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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总调整系数表

分类

相似参照物

A B C

1 可采储量调整系数（μ） 1.146 0.935 1.139

2 品位调整系数（ω） 1.015 1.007 1.026

3 生产规模调整系数（t） 1.104 0.977 1.104

4 产品价格调整系数（θ） 0.970 0.972 0.972

5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 1.001 1.000 1.000

6 区位与基础设施条件调整系数（δ） 1.006 1.000 1.006

7 总调整系数 1.253 0.894 1.262

（三）待评估采矿权评估价值

在与 3个相似采矿权参照物类比以后，获得各项调整系数，再与参照的 3个采矿权

出让收益公示价进行类比计算评估对象与相似参照物的对比价值：

PA=5065.64万元

PB=9813.23万元

PC=5817.73万元

待评估矿业权评估价值 P=（PA+PB+PC）÷3=6898.87（万元）

评估结果见附表 2。

十五、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

的公允价值意见：

1、评估对象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其内外部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3、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4、评估设定的矿山企业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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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现有的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6、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十六、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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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收入权益法评估，对应评估值为 1983.35万元。

2.通过可比销售法评估，对应评估值为 6898.87万元。

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对应的评估值偏低，且低于出让收益基准价。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结论采用可比销售法的评估结果。

（二）评估结论

我事务所评估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

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

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可比销售法，经过计算和验证，在资产持续使

用并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确定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在评估计算期 10.25年，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储量 1332.84万 t、

综合利用废石可采量 403.43万 t，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价值为 6898.87万元，大写：人

民币陆仟捌佰玖拾捌万捌仟柒佰元整。

（三）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根据 2022年 12月 2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关于公布山东省矿业权市场基

准价的通告》（鲁自然资规〔2022〕5号），淄博市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市场基准价

为 4.50元/t·矿石。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可采储量 1332.84万 t，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5997.78万元。因剥离的废石是综合利用资源，不属于单独矿种，

按评估进行计算，本次评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6898.87万元，高于淄博市建筑

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市场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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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评估结论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

结论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论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

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有效期，此评估结论无效。

（二）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家和地

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本次评估在

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期之前未发生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

估结论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若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采

矿权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产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

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三）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基本假设而提出的公

允价值意见：

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件下，没

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

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

评估价值的影响。若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若用于其他评估目

的时，该评估结论无效。

本所只对本项目的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的价值咨询意见，而非市场交易价

格，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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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响。

（四）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所及参加本次评估

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受让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评估工作中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地质储量报告、

开采设计资料等），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

的法律责任。

（3）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及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金额不必然相等。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经评估委托人许可、

未征得本项目签字矿业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6）本评估报告经本所法定代表人、评估项目负责人和评估报告复核人签名，并

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五）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适用范围

本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

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

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本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

所有。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43

十八、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 2025年 5月 12日。

十九、评估机构和评估责任人员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

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 5月 12日


	淄博市博山区两平-安上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一、评估机构
	二、评估委托人
	三、评估对象、范围、历史沿革、评估史
	（一）评估对象
	（二）评估范围
	（三）历史沿革
	（四）评估史及价款处置情况

	四、评估目的
	五、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原则
	七、评估依据
	（一）法规依据
	（二）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八、评估过程
	九、矿业权概况
	（一）位置与交通
	（二）自然地理与经济
	（三）地质工作概况
	（四）区域地质概况
	1．地层
	2．构造

	（五）矿区地质概况
	2.构造
	3.岩浆岩

	（六）矿产资源概况
	（七）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
	2．工程地质
	3．环境地质
	4．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八）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十、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十一、评估方法
	十二、评估技术、经济指标及参数的选取原则
	（一）待评估采矿权相关资料
	1．资源储量资料评述
	2．开发利用方案资料评述

	（二）相似参照物的确定
	（三）保有、评估利用资源量
	1．保有资源量
	2．评估利用资源量

	（四）采矿方案
	（五）建设规模、产品方案
	1．生产规模
	2．产品方案

	（六）开采技术指标
	1．设计损失量
	2．开采技术指标

	（七）可采储量
	（八）矿山服务年限
	（九）销售价格

	十三、收入权益法评估
	（一）权益系数
	（二）折现率
	（三）收入权益法评估结果

	十四、可比销售法评估
	（一）相似参照物的概况
	（二）评估参数确定及计算
	2.参数调整

	（三）待评估采矿权评估价值

	十五、评估假设
	十六、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果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结论采用可比销售法的评估结果。
	（二）评估结论
	（三）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十七、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评估结论有效期
	（二）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三）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四）特别事项说明
	（五）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适用范围

	十八、评估报告日
	十九、评估机构和评估责任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