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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矿产资源开发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
究较少。本书依据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结合内蒙古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案例，分析了矿产
资源开发利益在不同权益主体间分配份额，为政府树立合理有效的分配制度，做出使利益主体的收益
率接近社会平均收益率决策提供一些参考，并就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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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解读煤老板一夜暴富的书，值得一读。
2、矿产资源现在不景气，国家去产能，企业偷偷的开，矿难不断。
3、对中国未来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提供政策参考
4、Everybody's very readable book, read more book he has written.
5、作者是这一方面非常有见地的专家
6、人人都学点经济学吧。
7、少 给穷人，多给富人的政策能振兴中国的经济吗？
8、在北大的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我也正好要写这方面的论文，就读了。
9、资源越来越少，富人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穷！
10、通过对西方资源经济的梳理，向普通读者掀开了矿产开发领域的暴富内幕。
11、中纪委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的。
12、经常听说山西、陕西、内蒙古的矿主极尽奢侈的生活，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挣钱的。
13、中国的资源经济研究教落后，本书由很多创新的内容。
14、内蒙古大学
15、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的一本论著
16、不得见的好书。
17、想当矿主。
18、网上和坊间都流传很多关于中国矿主如何奢华生活的段子，但一直没有相关的研究证明煤矿主究
竟能挣多少钱，这本书可能填补了中国的空白。
19、一夜暴富的煤老板，现在不行了，钱已经挣了。
20、读后感动有点怵目惊心。
21、一部研究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书。
22、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经济理论也符合逻辑。
23、煤老板挣那么多的钱，现在不行了，但以前挣的钱几辈子花不完的，穷人会越来越穷的，富人们
挣了很多钱，开始抱团，形成寡头，这些寡头由经济部门逐步向政治部门演进，这需要政府当前注意
的大事。
24、读后怵目惊心，原来矿主是这样赚钱的。
25、看过有点不想活了，为什么自己就没有一个煤老板的父亲。
26、论据很充分，结论很一般。
27、在网上看到，就去亚马逊上买了一本，过去都过他的书，资料比较翔实，比较严谨。
28、资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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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达林太的新书《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诠释了以下六大内容：（一）要
重新研究矿产资源的价值和价格 ；（二）矿产资源开发要体现国家所有者的权益 ；（三）研究矿产
资源合理的有偿使用制度 ；（四）加大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分配比例 ；（五）加大地方政府对资
源管理和控制责任；（六）农牧民要参与矿产资源开发的剩余分配。
2、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用一次性使用、不均匀分布资源形成的工业化。不均匀分布，资源出产地就
既是福地又是险地，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就怀璧其罪，美国的航母就老在那里转悠，精确制导炸弹钻地
弹就老招呼那里。一次性使用，能支持 二三百年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到煤炭、石油、核能快没的时候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现在全球仍在运行的440座民用核反应堆每年需要1.65~1.85亿磅的铀。按照
这一消耗速度，可用的铀还够支撑40年，与石油煤炭期限差不多），“ 和平与发展”就快到头了。工
业化靠一次性资源加上不均匀分布支撑，谁的胳膊粗谁的刀子快谁就分得多，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现
代化”。
3、近几年来，人们谈起山西的煤老板，无不想到他们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开，买群楼，包“二奶
”——“煤老板”与“金钱”似乎已成了同义词。煤老板究竟是怎样发迹的?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他
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是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奢华下的忐忑煤老板的“二奶”，一
般都比较难见。她们闭门享受，足不出户，偶尔出门，大都带着自己的小保姆。在吕梁，记者通过各
种关系，总算找到一个。她叫(化名)，年芳二十九。广西人，一头黑发披在身后，粉红色的背心外，
套着一件白线衣。刚刚被王老板包养了半年多的，天真、直率，十分健谈。她告诉我们，她这位老板
听说很多煤老板被人绑架的消息，总想弄一支手枪用来防身。一次，他听说河北白沟有卖枪的。于是
，连夜驾车而去，殊不知，他们前脚买上枪，刚出街口，就被查住没收了，每人还罚了几千元。后来
，他通过各种关系弄来一支手枪，不知怎么让公安发现了。结果他还被拘留了几天。为了预防不测，
枪买不到，他只好买些钢丝鞭、以及一些刀具别在裤腰上或放在自己的里。一旦遇有险情，掏出来总
能应付一阵子。她说，她的老板，自己有七八个保镖，出门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还给上高中的儿
子雇了一个保镖。他们村西头的魏老板害怕盗贼入室，在3米高的围墙上，又加了一圈铁丝网。据说
，这个老板家的地下还有3个暗道。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不久，一位跟随煤老板多年的保镖曾
对我说:“别看煤老板有钱，可他们常常提心吊胆的，活得很累，到哪儿也不放心，就像做贼似的。一
次，山西的一位煤老板进京办事，刚刚落脚，半夜听说附近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赶紧带着随从回
家了。”“那你在这里生活得还愉快吧?”看着眼前这位天真烂漫的姑娘，记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谁想
到，这句话却刺到了她的痛处。顿时，她低下了头，半晌没有开口。我们从她那纯净的眼神中，看到
一丝忧伤。
4、内蒙古矿产资源开发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单纯的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必然会导致资源的减
少和产地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输出地群众不仅无法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收益，同时还要承担生态
保护的成本和资源开发的代价，丧失发展机会。一旦资源和能源开发耗尽后，后续产业如果没有接续
好，未来的前景不堪设想。需要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民族地区开发资源进而运用于制定和调整法
律与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
5、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根是一次性和不均匀分布资源。西方主导的工业化从开始到现在就伴随着一
次性和不均匀分布资源，这种资源秉性决定了充分市场交换的必要性，同时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合理
性。大规模生产决定了科层体制的必要 性。而科层体制减弱了互惠机制的功能。这才形成主流世界的
基本构架。
6、近几年来，人们谈起山西的煤老板，无不想到他们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开，买群楼，包“二奶
”——“煤老板”与“金钱”似乎已成了同义词。 　　 　　 煤老板究竟是怎样发迹的?他们是怎样的
一种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是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 　　 　　 奢华下的忐忑 　
　 　　 煤老板的“二奶”，一般都比较难见。她们闭门享受，足不出户，偶尔出门，大都带着自己
的小保姆。在吕梁，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总算找到一个。 　　 　　 她叫(化名)，年芳二十九。广西人
，一头黑发披在身后，粉红色的背心外，套着一件白线衣。 　　 　　 刚刚被王老板包养了半年多的
，天真、直率，十分健谈。她告诉我们，她这位老板听说很多煤老板被人绑架的消息，总想弄一支手
枪用来防身。 　　 　　 一次，他听说河北白沟有卖枪的。于是，连夜驾车而去，殊不知，他们前脚
买上枪，刚出街口，就被查住没收了，每人还罚了几千元。 　　 　　 后来，他通过各种关系弄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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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手枪，不知怎么让公安发现了。结果他还被拘留了几天。 　　 　　 为了预防不测，枪买不到，他
只好买些钢丝鞭、以及一些刀具别在裤腰上或放在自己的里。一旦遇有险情，掏出来总能应付一阵子
。 　　 　　 她说，她的老板，自己有七八个保镖，出门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还给上高中的儿子
雇了一个保镖。他们村西头的魏老板害怕盗贼入室，在3米高的围墙上，又加了一圈铁丝网。据说，
这个老板家的地下还有3个暗道。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不久，一位跟随煤老板多年的
保镖曾对我说:“别看煤老板有钱，可他们常常提心吊胆的，活得很累，到哪儿也不放心，就像做贼似
的。一次，山西的一位煤老板进京办事，刚刚落脚，半夜听说附近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赶紧带着
随从回家了。” 　　 　　 “那你在这里生活得还愉快吧?”看着眼前这位天真烂漫的姑娘，记者忍不
住问了一句。谁想到，这句话却刺到了她的痛处。 　　 　　 顿时，她低下了头，半晌没有开口。我
们从她那纯净的眼神中，看到一丝忧伤。
7、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主要分配观点是“穷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收入高，富人不工作是因为他
们没有足够的收入。靠少给穷人、多给富人来扩大振兴经济”的。这也是所谓的“麻雀理论：——如
果你给马足够的燕麦吃，总有些燕麦洒在地上可以供麻雀吃。在中国其实管理马者，将掉在地上燕麦
也拿着了，大部分的麻雀只能靠马的排泄物（马粪）去维持生计，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层（断层）
，这极有可能抵消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看一看达林太的新作《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以
内蒙古为例》，你就明白了什么是发展，什么是保证所谓的就业，什么是矿产资源开发。
8、中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保护与合理开发，维护国
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补偿费应属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权益体现，是从1994年可是开征的。
最近政府报告中公布中国2013年征收了200多亿的资源补偿费。全国200亿元的补偿费相比内蒙古非国
有资本赚取的480多个亿的净收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矿产资源费依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
管理规定》第11条又规定其主要用途为矿产资源勘查，实际上该费成为了地方经费的补助来源，因此
其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国家所有权人的权益。而且，中国矿产资源补偿费率极低，基本上体现不了国家
的矿产所有权人的权益。
9、实际上在中国，矿山生态破坏、就得加工的冶炼厂污染问题，这几年群众反映极多，但是一直没
有得到解决和重视。当出事了，在媒体上曝光，惊动了上级政府，成为热点问题时，政府才出政策解
决，地方政府这种治理污染的逻辑即是“热点回应性决策”。这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
式，地方政府只解决热点暴露出来的冶炼厂产生的污染问题，而不解决普遍的污染下乡问题，更不解
决产生污染的根源问题。如果按照这样的治理逻辑下去，大量没有成为热点的问题无法得到治理，等
待我们的，就是“小事”演变成为热点事件，就是下一次的规模更大的污染事件，损害的是更大范围
和更深层的人民生命健康。我们长期在外面生活，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的父母亲友邻居都将成为矿
产开发污染下乡的牺牲品。
10、当不再遥想白云深处，还有人家，那一刻，我风干了所有的记忆。你说今年夏季要嫁我，只是高
通胀、高房价，凯恩斯主义加失业，誓言变为谎言。我知道桃花会醉少年，但马歇尔说：代际相传的
贫困，“组织”和利息率，导致木马只能犁田。只是在盼，新自由主义能指点江山，那时候，市场将
消除了规律，娶不上老婆，还可以向富人出售自己的生育权。
11、　　为了子孙后代保存收益，各国往往通过设立矿产资源利用信托基金来完善对矿产资源利润的
管理，促进持续的发展。基金的出发依据以下几点：储蓄基金为可耗竭资源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替代经
济基础进行融资，从而保证子孙后代可继续享受资源带来的利益。如美国的阿拉斯加从1976年开始从
某些资源中收取一部分作为储蓄基金，科威特也从1976年开始从政府总收入中提取10%作为储蓄基金
，挪威从1995年开始将政府的净石油收入（预算盈余）作为储蓄基金。截止到现在，以上的基金运行
的非常成功。稳定基金避免自然资源利润大起大落，使支出平稳。智利从1987年开始将铜的参考价格
以上的部分作为稳定基金，科威特从1960年开始将剩余预算盈余作为稳定基金，以上的两国的稳定基
金运行基本良好。预防基金建立规则，确保将部分资金预留并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并保证资金优先
用于共同确定的重点项目。阿塞拜疆从1995年就开始将分红和国家利益份额的指定石油收入用作预防
基金。从以上的国外案例可以看出：预算程序完善、财政制度稳健的国家，通常都将储蓄和跨代际的
转移作为更为重要的目标，如阿拉斯加常设基金和挪威石油基金。而预算程序和宏观经济管理不成熟
的国家，可以依靠基金订立财政规则，促进稳定，并确保资金使用在优先项目上，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以稳定基金和预防基金为主。[世界银行，国家民委项目课题组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
发社区受益机制研究》，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尽管以上基金的首要目标是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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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战略。Robinson，Pretes，Wuttnee在1989年提出：现有的自然资源利润基金
可分为两种模式：信托型和发展型。信托型基金注重本金的安全和稳定，强调规避风险和盈利。根据
这些要求，基金经理就要严格按照金融标准来选择投资项目，而不需要考虑投资范围。相反，发展基
金必须注意社会标准，即“发展基金将项目投资选择在当地，以促进就业或为当地提供资本为目标，
这类投资可能无法带来资金回报，但将为社区带来无形的利益”。[Robinson等：《针对北部大量资金
涌入的投资战略：从阿拉斯加取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虽然长期看设立基金可以令支出
更加平稳，并根据达成的共识分配矿产资源利润，但基金又不能代替良好的政府机制，要实现合理的
储蓄和保持稳定，更为理想的长期方案是完善总体财政制度和公开开支管理。[世界银行，国家民委项
目课题组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社区受益机制研究》，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06页。  ]而中国连什么人可以分配，怎样分配都不清楚，致使本该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租金被
企业占有。出现了富人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穷的局面，确实有点不应该。
12、本世纪初，有关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资源开发者奢华
的生活一直纷扰着大众的视野，一夜暴富的神话越来越引发了公众的猜测。也有一些学者加入了以上
的讨论，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提出，资源收益的实现应当包
括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国家管理者权益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三个层次，但中国目前没有做到。微观上自
然资源收益的分配，应该是各权益主体根据权益来分配剩余收益，做到分配公平。其实来自于自然资
源的公共财政收入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地方政府只赚取了一个虚高的GDP。并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存在中央和政府之间的不统一，影响了地方对资源转化增值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没有摆脱粗放式
经营模式。周瑞金（2012）指出，矿山资源产业，政商勾兑，以公权力为靠山，赚取超额利润和寻求
非法资本回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2009）分析近些年来中国在资源开发的案例，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少地方，资源开发的正面成果（财富）被少数人得到，而资源开发的负作用
却由当地农牧民来承担。资源越来越少，富豪越来越多，农牧民越来越穷”。
13、在煤炭市场最火爆的年景里，整个煤炭产运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分享了煤炭带来的利益。一
个夸张的说法是，那时各大煤矿的门卫，都是人人羡慕的肥差，保安队长嫁女儿，宴席上全是货运公
司老板和煤炭贸易商。而反思山西在煤焦领域内十多年的重拳反腐。山西实业家协会会长刘道玉告诉
经济观察报记者，煤炭作为重要的资源，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其历史性的紧缺，每次的出让就是一次
财富的转让和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有权力的官员，在资源调配过程中随意性很大。
14、　马克思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前期着重阐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共产党宣言》等
论著主要进行历史线性进路的表述；而后期则着力揭示历史演化的多样性，展现历史网状演化图景，
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更高的层级上探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
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
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
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
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
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 
15、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现代化与他看到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说的现代化虽然“万物并作”，“夫物芸
芸”，但根本是工业化。什么是根？抽调了不影响事物存在的不是根，抽调了事物就不存在的是根。
不科学的中国，没民主的沙特，计划经 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情绪摇滚”就要被石头砸死的伊拉克，
这几十年经济都长足发展了，因此他们都不是现代化的根。如果抽调了工业化，恐怕你找不到什么现
代化进程。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身影相随的只有工业化，民选，世俗化都 是后来有的。
16、本书在对国外资源开发的一些文献梳理后发现，西方有关对“资源价格学”的研究是以“资源稀
缺论”和“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这样就形成了以权利金为主的分配机制，避免了利用资本获取超
额利润。本研究在对内蒙古资源开发案例研究后发现，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业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推
动了当地GDP的大幅增长。然而在对2010年采矿业收益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是，非国有资本净收益、
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分别约为466.27679亿元、388.6244亿元、218.9593亿元
和48.1412亿元，这表明非国有资本获取了除了资产收益以外的租金收益，其净收益是内蒙古自治区全
民收入的总和。究其原因，因此，对合理有效的矿山权利金制度进行研究，调整整个采矿业的利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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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使利益主体收益率接近社会平均收益率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迫切的课题。
17、榆林当地有学者分析指出，神木出现“鬼城”现象，是曾经煤炭经济狂热、当地急速扩容的后遗
症。尽管多数楼盘都牵扯到一些投资者不理性投资，但当地有关部门在那个狂热的时期亦缺乏相应举
措对民间资本进行疏导，从而造成目前的“鬼城”深套数百亿资金的难题，以及背后高利贷、三角债
烂局。2013年神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25.54亿元，而2012年该县实现GDP1003亿元。从2013年煤炭价格
大幅下滑以后，神木县的大部分煤矿已经停产，让昔日号称中国“科威特”的神木县各个行业也受到
拖累。
18、达林太老师的新书《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矿产资
源开发中的剩余分配过程中的资本占有、国家占有、劳动占有的悬殊，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导致的
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等。
19、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到凯恩斯和哈耶克一路下来，他们的精神是不变的，他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心
，在物质计算之外有一颗高傲的面向人性更高境界的心。 时常遇得着郎咸平等知名经济学家的经纪人
，出场费六万到八万吧，说什么话都行，酒店机票订好会后立马买单就行。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就是
觉得这些经济学家们吃相难看了点。管球行不行，先扔出个观点惹个争议，争议就是吸引眼球，吸引
了眼球就产生效益，接着就可以接活了。我太阳！ 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经济学家，他们和娱乐界没有区
别。　　 　　　　　 　　
20、对农民来说，“土地是特殊的资本，是最可靠的‘投资’，它带来最大的情感满足。因此，土地
仍然有一种庇护价值”。这也就解释了农民存在的“个人主义和土地恋”。对于那些不愿意失去自己
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内心深处相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
”。作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往往把“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
。如此一来，这样的农民往往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土地。
21、近几年来，人们谈起山西的煤老板，无不想到他们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开，买群楼，包“二奶
”——“煤老板”与“金钱”似乎已成了同义词。煤老板究竟是怎样发迹的?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他
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是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带着这些问题，我从煤老板“二奶”
的角度，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他们的发迹史小张，刚刚20出头，四川人，娇小、漂亮，有一双会笑的
大眼睛。但一说起自己的遭遇，她的眼里就噙满了痛苦与悔恨的泪水⋯⋯2002年8月，她来到山西大同
打工。初来乍到，也不知该干什么好。在几位老乡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理发店。后来，一位煤老板
光顾该店后看中了她。在物欲的刺激下，一来二去她便开始投怀送抱。“真是后悔死了!”她长长地叹
了口气，闪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我原以为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谁想到，他当了真，非要娶我不
可。可他有老婆，又离不了。于是，在外边给我租了一套房。几次打胎后，我怕以后再不能生育了，
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最可气的是,他出口就是脏话，而且还经常喝很多的酒。回来后，稍有不顺，就
拿我出气!我真受不了!”我见她怨恨满腹，想找个轻松的话题，问道:“那他是怎样发家的呢?”小道:“
因我们这里离火车站比较近，来我们这里的煤老板较多。据说，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煤老板中，大部分
是初中毕业，有的连小学都没念完。但他们经常走南闯北，脑筋灵活，能说会道。一般在村里都算是
‘精明人’。”接着，她又告诉我们:“我家这一位，早年并不做煤炭生意，而是和老婆一起在县城里
开了个火锅店。上世纪90年代初，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运输，挣了一些钱。上世纪90年代末
，煤价下跌，大部分煤炭企业都在亏损。于是，县里对煤矿生产经营权进行拍卖，他就把自己几十万
元的积蓄全部投入到经营煤矿上。从2003年开始，山西煤炭生产进入了‘黄金岁月’，他也就发了家
。”后来，她还和我提起了她的表妹小王。原来，小王正被蒲县的一位煤老板包养。据表妹讲，这位
老板真有钱!家里家外长工二三十个，男男女女一大堆。有护院的，有做饭的，有烧茶炉的，有当保姆
的，还有专门喂狗的饲养员。前年，他给儿子娶亲，场面十分壮观。两位新人高达10米的婚纱喷绘照
，挂在办公楼的正面，异常鲜艳夺目。结婚那天，迎亲队伍就有3里多长，3辆呈三角形开道，12辆车
紧随其后，龙凤彩车上的锣鼓队、鞭炮队震耳欲聋。据一位司机讲，每辆彩车的装修费就高达六七万
元。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她表妹傍的这个煤老板竟然“一点也没有，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一些
需要签字的财务报表，为了不失面子，简单行事，他随身带着一枚私章和印盒。在需要他签字的地方
，盖一下即可。需要与外商谈判时，他们一般都带着翻译、秘书、财务总监，还请了不少法律顾问。
奢华下的忐忑煤老板的“二奶”，一般都比较难见。她们闭门享受，足不出户，偶尔出门，大都带着
自己的小保姆。在吕梁，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总算找到一个。她叫(化名)，年芳二十九。广西人，一
头黑发披在身后，粉红色的背心外，套着一件白线衣。刚刚被王老板包养了半年多的，天真、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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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健谈。她告诉我们，她这位老板听说很多煤老板被人绑架的消息，总想弄一支手枪用来防身。一
次，他听说河北白沟有卖枪的。于是，连夜驾车而去，殊不知，他们前脚买上枪，刚出街口，就被查
住没收了，每人还罚了几千元。后来，他通过各种关系弄来一支手枪，不知怎么让公安发现了。结果
他还被拘留了几天。为了预防不测，枪买不到，他只好买些钢丝鞭、以及一些刀具别在裤腰上或放在
自己的里。一旦遇有险情，掏出来总能应付一阵子。她说，她的老板，自己有七八个保镖，出门浩浩
荡荡，前呼后拥。他还给上高中的儿子雇了一个保镖。他们村西头的魏老板害怕盗贼入室，在3米高
的围墙上，又加了一圈铁丝网。据说，这个老板家的地下还有3个暗道。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
不久，一位跟随煤老板多年的保镖曾对我说:“别看煤老板有钱，可他们常常提心吊胆的，活得很累，
到哪儿也不放心，就像做贼似的。一次，山西的一位煤老板进京办事，刚刚落脚，半夜听说附近发生
了一起入室杀人案，赶紧带着随从回家了。”“那你在这里生活得还愉快吧?”看着眼前这位天真烂漫
的姑娘，记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谁想到，这句话却刺到了她的痛处。顿时，她低下了头，半晌没有开
口。我们从她那纯净的眼神中，看到一丝忧伤。
22、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有些国家资源贫乏，经济却发展的很快;也有一些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却长期
落后，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资源的丰裕
度源上，而在于草原生态以及畜牧业生产上，因而，不能将鄂尔多斯作为学习的榜样，盲目崇拜其增
长带来的财富积聚和物质生活的提高，则应当审视和观察其由资源开发而带来负面影响，在通过分析
和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本地区的有利于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最佳发展战略或模式。开发是为了
发展，如果只是浪费资源，无发展的开发和盲目追求一时的增长，耗费过多资源的开发和只有增长而
无发展的开发，是一种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无效率的行为。必须强调资源的有效投入和能源低耗的发
展道路。应该把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以开发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新的经
济增长方式，可以降低能耗和资源浪费，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和高效利用资源。
23、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发展并不均衡，导致局部出现扭曲，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李兆会、邢利斌依托资
源开发获利等人的悲喜剧。如今经济再度面临下行压力，对于决策层来说，放开信贷可能免于刺破泡
沫，但更大、更危险的泡沫又将形成。
24、　　书在对国外资源开发的一些文献梳理后发现，西方有关对“资源价格学”的研究是以“资源
稀缺论”和“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这样就形成了以权利金为主的分配机制，避免了利用资本获取
超额利润。本研究在对内蒙古资源开发案例研究后发现，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业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
推动了当地GDP的大幅增长。然而在对2010年采矿业收益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是，非国有资本净收益
、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分别约为466.27679亿元、388.6244亿元、218.9593亿元
和48.1412亿元，这表明非国有资本获取了除了资产收益以外的租金收益，其净收益是内蒙古自治区全
民收入的总和。究其原因，由于在中国有关资源经济理论的滞后，国家在管理中混淆了矿产资源所有
权和政治权，导致了资源开发的利润被资本拿走，而负外部性成本却留给了整个社会。因此，对合理
有效的矿山权利金制度进行研究，调整整个采矿业的利润水平，使利益主体收益率接近社会平均收益
率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25、看达林太老师的新书《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矿产
资源开发中的剩余分配过程中的资本占有、国家占有、劳动占有的悬殊，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导致
的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等。
26、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必然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定利益与追求。在现代性过程中，民族
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也应是积极实现自身转型的主体。在民族实际互动中，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利
益群体，每一个民族都有争取本民族合法利益的权利。经济利益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关系
中的最基本因素，经济利益处理得好，可使民族关系和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国家
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并根据少数民族的
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总纲，第四条规定。]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各民族之间
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平等、团结、互助合作与共同发展也仍将是中国民族关系
主流。因此，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对民族和
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对民族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上分配不均衡，东
西合作中出现的利益矛盾等。在区域经济上，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都为了各自的
经济发展而强调地方利益，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利益冲突。而且，这些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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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格局变化和重组而产生的问题，在非民族地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但在民族地区却
转变成为民族问题。这些利益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和谐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65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地区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资源开发带来经
济的不均衡发展，民族经济差距也将会继续拉大，民族和谐发展也将受到制约。正如总书记同志所说:
“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因此，
研究如何加大对最底层居民利益倾斜的力度，结合其他方面的扶贫保障措施,使得内蒙古在自然资源开
发能够改善最底层居民的社会福利，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牧民的福利意义非常重大。　　
27、　　内蒙古采矿业2010年非国有资本收益是内蒙古全区农牧民纯收入总和的5.45倍，是内蒙古自治
区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的1.29倍；非国有资本2010年净收益为466.138亿元，相当于内蒙古自
治区全民2472.2万人的全部收入的总和。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2000年为7.2%，2010年
增加到14.89%，增幅为107%，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的纯收入总和占GDP的比2000年为18%，2010年下
降为4.92%，下降幅度为266%；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2000年为33%
，2010年下降为20.82%，下降的幅度为59%。公众的质疑矿产资源开发的财富哪里去了。　　邓小
平1993年9月16日提出：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
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
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28、　　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业中的利益分配格局，上交中央财政税费约为388.6244亿元，央企国
有资本收益约为81.5056亿元。地方财政税费收入约为218.9593亿元，其中地方国有资本收益约
为81.5056亿元。其中非国有资本收益为466.28亿元，为采矿业产业链全部净收益的37.70%，其净收益
为内蒙古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的26.83%，为全区1099.2万乡村人口的纯收入总额85.51亿元的5.42倍，为
全区1372.9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61.84亿元1.29倍。为内蒙古全民2472.2万人的全部收入477.35亿元
的1.04倍。2010年采矿业的劳动者报酬为48.14亿元，资本收益的为劳动者10.14倍。　　　
29、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基本强调充裕的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通常认
为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边际贡献，相对于资源
贫乏的地区，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资源繁荣期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但
是有些经济学家在反思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绝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并没有通过这些
自然资源（manna from hezven）发展起来，尤其是经历资源繁荣后，其发展速度反而低于自然资源贫
乏的国家。萨克斯与沃纳（1995）对自然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在控制
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
增长速度成反比。应证了奥迪（Auty,1993）提出的“资源诅咒”。由于内蒙古地区资源型产业以向东
部输出资源型初级产品为主，资源型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将自身十分有限的资本及其它
经济要素集中投向资源型产业领域，必然会导致在经济中形成了资源型经济体系的内部循环机制。传
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资源行业缺乏制造业部门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在生产要
素既定的前提下，大量生产要素转移到矿产资源开发上，将直接排挤了其它具有增长能力的产业的投
入，而且资源产业的投入，包括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都具有很强的行业专属性，且很难转型。因此，
会导致其它产业的萎缩或者难以发展。资源产业的繁荣对资本的吸引以及在整个过程出现的大量短期
行为，导致了对其他部门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同时，资源产业繁荣期间容易形
成丰厚的资源租金，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了生产性的投入。而在新增长
理论中，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恰恰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样，不仅内蒙古自治区资源
型产业难以实现资本与技术的递进性积累，以及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的任务，内蒙古地区其他产业也
难以培育和发展，并对区域经济的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种现象在内蒙古地区的一些
资源城市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这是否会走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的路径？所以有人质疑
这种发展的背后是靠低价矿产资源、环保低成本和压缩劳工薪金的支撑取得的。达林太教授的《矿产
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正好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30、目前理论界对中国矿产资源开发批评最多。认为其收益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份额微乎其微；资源越
来越少，富豪越来越多，农牧民越来越穷。本文在对国外资源开发的一些文献梳理后发现，西方有关
对“资源价格学”的研究是以“资源稀缺论”和“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这样就形成了以权利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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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分配机制，避免了利用资本获取超额利润。本文在对内蒙古资源开发案例研究后发现，内蒙古自
治区采矿业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推动了当地GDP的大幅增长。然而在对2010年采矿业收益进行计算
得出的结果是，非国有资本净收益、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分别约为466.27679亿
元、388.6244亿元、218.9593亿元和48.1412亿元，这表明非国有资本获取了除了资产收益以外的租金收
益，其净收益是内蒙古自治区全民收入的总和。究其原因，由于在我国有关资源经济理论的滞后，国
家在管理中混淆了矿产资源所有权和政治权，导致了资源开发的利润被资本拿走，而负外部性成本却
留给了整个社会。因此，对合理有效的矿山权利金制度进行研究，调整整个采矿业的利润水平，使利
益主体收益率接近社会平均收益率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迫切的课题。
31、　　　　从内蒙古产业结构的优化角度看，产业之间的比较利益是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动力
。目前资源开发行业的利润率大大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例如，2010年内蒙古规模以上采矿业主营业
务利润率达到21.6％，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8.15％的利润率高出1.65倍。其中，煤炭开采业和石油天
然气业的利润率分别高达23.76％和33.77％，相当于制造业平均利润率的3-4倍。行业暴利吸引着生产
要素向资源开发产业过度流入，客观上形成了对其它产业的“挤出效应”，这是内蒙古长期难以改变
产业结构“一煤独大”状况的根本原因。
32、　　在中国,由于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影响，长期不承认矿产资源本身有价格。矿产资源无偿开发、
使用，造成国家财富大量损失和浪费，并使矿产资源产出地的利益受损和环境恶化。对于资源稀缺或
难以再生的产品,单凭供求关系的刺激可能导致掠夺性开采。当需求刺激价格上升后,人们觉得有利可
图,在没有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资源将濒临枯竭。中国某些矿产资源都曾因此而遭受过盲目的掠夺性开
发和经营。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33、　　国外政府对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利益体现主要是对资源开采者征收权利金(租金)，也有些国
家采用征税的方式。但国外多数矿业大国税费种类较少，世界上多数国家对矿业不实行增值税制度，
主要实行权力金制。【张永平：“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政策分析”，《国土资源经济》
，2007(08)。]　　前苏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1955年提出矿床是否可以用货币值进行评价，赫鲁绍夫和
阿戈什科夫等1980年提出了多种矿产资源储量价格的计算公式，即著名的储量批发价格等于探明储量
可回收的价值减去资金平均利润与开采储量的成本的总和，也结束了一直实行矿产资源的无偿使用制
度。　　美国的矿产资源税费主要有三种：权利金、租金、红利。美国的权利金制度规定，采矿人因
开采矿产资源而向所有权人（联邦）逐年支付权利金，权利金标准为计征收益的8%—12%。美国除了
交纳税费以外，还对开采的矿产实行竞争性投标，并需交纳红利，红利是中标人一次性支付超过法律
规定的权利金的那一部分标金，近几年美国的红利收入在5亿—10亿美金之间。租金是矿业权人为获得
矿地的使用权而每年按照面积支付的土地租金，租金在美国的矿产税费中较少，一般前五年每年支
付2.5美元/英亩，在第6—25年每年支付5美元/英亩。从财政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完整的税、费、租
联动机制。[3]　　澳大利亚的权利金有三种征收方式，从价权利金、专门权利金和以利润为基础的权
利金。从价权利金主要是对一些珍稀的矿产如金红石、钻石、独居石、石榴石、石油从价征收权利金
。利润为主的权利金主要是适用北部的一些大矿山。专门权利金主要是以生产数量（重量体积）为征
收基础的权利金，主要是对煤、铁矿石等征收的一种权利金。澳大利亚的租金，主要是矿业权人按年
度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矿地地租，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都需缴纳。1975澳大利亚年首次提出了
“资源租金税”，是对资源特别的好能产生级差地租的矿床开采所得的附加利润。从近十年的情况看
，澳大利亚的矿业税负中，权利金占矿业公司总税负的30%—50%，所得税占20%—50%，间接税
占20%—30%。　　从近年来国际案例看，至少有102个国家调整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有关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绝大多数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了权利金制度、资源附加利润税制度、矿业权制度、耗
竭补贴制度以及一般的工商税费制度。[高小萍：“价、税、费、租联动：矿产资源分配体制改革的思
考”，《理论前沿》，2007，（07）。  ]
34、适用于中国的也不是英国经验中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英格兰的土 地资源禀赋虽然和“
新大陆”的美国有一定的距 离，但与日本和中国相比，仍然明显是个相对地 多人少的国家。但中国
的矿产资源开发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煤老板一夜暴富，农民一夜破产，可悲呀。
35、In China,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labor value theory, for a long time does not admit of
mineral resource itself has a price.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use free of charge, causing huge loss and wast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make the output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damage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China's embrace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at natural resources are pric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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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of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have been considered priceless, in addition to when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assets yield, also received assets income outside of the rental income should be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this book may be to fill the gaps in the field.
36、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必然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定利益与追求。在现代性过程中，民族
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也应是积极实现自身转型的主体。在民族实际互动中，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利
益群体，每一个民族都有争取本民族合法利益的权利。经济利益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关系
中的最基本因素，经济利益处理得好，可使民族关系和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国家
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并根据少数民族的
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总纲，第四条规定。]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各民族之间
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平等、团结、互助合作与共同发展也仍将是中国民族关系
主流。因此，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对民族和
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对民族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上分配不均衡，东
西合作中出现的利益矛盾等。在区域经济上，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都为了各自的
经济发展而强调地方利益，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利益冲突。而且，这些由经济
利益格局变化和重组而产生的问题，在非民族地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但在民族地区却
转变成为民族问题。这些利益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和谐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65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地区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资源开发带来经
济的不均衡发展，民族经济差距也将会继续拉大，民族和谐发展也将受到制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因此
，研究如何加大对最底层居民利益倾斜的力度，结合其他方面的扶贫保障措施,使得内蒙古在自然资源
开发能够改善最底层居民的社会福利，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牧民的福利意义非常重大。　
37、《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剩余分
配过程中的资本占有、国家占有、劳动占有的悬殊，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导致的社会严重的贫富悬
殊和社会分化等。既然这样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还一直在倡导市场配置资源呢？市场配置资源就是：
没有良心的经济学+黑心矿主=带血的煤
38、都知道中国的煤老板非常的富有，生活都非常的奢侈，但他们究竟一年能挣多少钱，没有人计算
过，达林太老师通过缜密的计算，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2010年矿老板们一年就挣了钱超过了全内
蒙古2400万人的全部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39、而在新增长理论中，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恰恰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样，不仅内
蒙古自治区资源型产业难以实现资本与技术的递进性积累，以及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的任务，内蒙古
地区其他产业也难以培育和发展，并对区域经济的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种现象在内
蒙古地区的一些资源城市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这是否会走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的路径
？
40、作为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国家通过税收等调节手段收取大部分收益用于全体国
民福利的改善和提高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同时矿产资源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普遍的稀缺性，在其
价格上涨和主要外部性由地方承担的大背景下，应适当强化其开发过程中对地方的贡献。
41、财产权利是基于财产的一套行为规范，其权利（被许可行为）的边界（bundle of rights)，是怎样确
定的呢？罗马法和法兰西《民法》关于所有权：“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事物的权利”
。(discretionary power)。哈耶克的评论：“对这种权利所做的任何特定界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
的或天赋的’品格，例如罗马人将财产权界定为一种随便使用或滥用某物的权利，⋯但事实上完全按
此界说的权利去行事，却是极不可行的”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1997年译本，第197页）普通
法的不同处理（p78.)There is no (ownership) box.There are merely various sets of interests. 
42、全球评估将利用来自各种知识体系的数据和资料，关注概念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探索自然、自
然的益处、驱动因素和人类福祉的相互关系。评估进程将与平台的区域性/次区域性评估和其他全球性
评估进行互动，探索、整合和解读有全球意义的跨区域新问题。根据平台的数据和信息管理计划，将
注意通过开展互操作性进程，确保各项评估的可比性，从而保证对元数据和相应基础数据（如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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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用。此外，数据和知识工作队还将制定建议和流程，确保在全球评估中使用的数据和资料可广
泛用于未来平台评估和其他用途。评估还将确定并努力获取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其他有全球意义的数据
和资料来源。这些来源包括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家级机构和组织、科学文献和土著和地方知识。将广
泛通报评估进程的要求，以便确定和鼓励共享相关数据和资料。
43、　　利益是人类社会中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重要社会现象，按照权属可以分为个
人利益、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中国,国家是资源的所有者,但国家实际上并不直接占有
资源,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占有资源,通过向国家缴纳税收和利润的方式体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占有资源，地方政府通过允许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企业采矿的形式，
收取税收和管理费来获得利益。由于，目前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混乱，三权（所有权、行政权和经营权
）混淆，以行政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代替所有权。国家所有权由于受到多样化的条块分割，国家作为
所有权代表地位模糊，产权虚置并弱化，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协调，造成权益纠纷迭起
。在这一利益分配格局中，如果“一些人靠剥夺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得到了发展
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就会产生利益矛盾、利益纠纷和利益冲突。由此可以看出矿产资源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私
人产品，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必须纳入公共财政的管理范围进行调控。
44、内蒙古各级政府利益分配机制，考虑生态要素的利润分配机制，收入与分配机制等。各级政府利
益分配机制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的，其中有一部分制度尚未法制化，缺少透明性，无法监
督，没有可诉性。如何保证被征地农牧民、矿区农牧民生活水平随企业效益的增长而相应提高；保证
依法足额和及时支付土地（草牧场）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和草原植被恢
复费；征用农牧民土地草场履行征地告知、听证和确认程序，认真听取农牧民意见和建议，确保被征
地农牧民的知情权、诉求权、参与权。
45、　　　　（一）要重新研究矿产资源的价值和价格　　　　中国由于受马克思资源无价论和建国
以来国家垄断经营的影响，中国资源价格研究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提
出了关于资源价格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的，并在当前的中国资源定价实践中
有重要的影响力。　　　　矿产资源是有价值的，建议政府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去研究资源的价格。
（1）矿产资源开采或获取的合理成本。（2）与开采、获取、使用有关的环境成本。（3）由于当代人
使用了某项矿产资源而不可能为后代人利用的效益损失，即用户成本。产品销售价格则应是这些成本
加上利税及流通费用的总和。　　　　（二）矿产资源开发要体现国家所有者的权益　　　　1.确立
矿产资源“法定的全民所有”的法律地位　　　　矿产资源所有权在法律制度转换上，应该是从全民
所有到国家所有，再从国家所有到政府所有，最后从政府所有制通过众多的矿业权人组成或服务的“
法定的全民所有”。矿产资源在经济上主要体现国家通过设立矿业权制度，出让矿业权，将财产所有
权他物权的分离并变现，其性质类似不动产的出租，以获得矿产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的收益，以此来
提高全民的福利。以此来解决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　　　　2.区分国家在矿产资源
上的所有权和政治权　　　　中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矿产资源的政治权利和所有权就同属政府，
政府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向矿产资源的开采者收取权利金是天经地义的，是资源开发利益再分配的
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中国目前将作为所有者权益的级差地租（权利金）采用资源税的方式来实现
，将所有权错位成为政治权利。资源税应属于国家通过政治权利无偿取得的收益，但现行资源税是按
矿山企业销售产品的数量计征，反映却是国家通过出让其矿产资源获取的利益。由此看资源税不应该
作为一种税收,而应该作为权利金组成的一部分。又由于资源税计量征收的税额幅度差别极大并极低，
造成了政策的寻租的空间，也造成了不同经济体不同的征收标准，致使国家税收浪费。资源税既不反
映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及权益，也不能调节资源丰度差别，政府应研究将资源税改征权利金，以此来
区分国家在矿产资源上的政治权和所有权。　　　　（三）研究矿产资源合理的有偿使用制度　　　
　中国矿产资源的“三个有偿”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有偿。中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
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保护与合理开发，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补偿费应属于矿产资
源国家所有权的权益体现，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主体是国家。矿业权使用费以年度计算，逐年缴纳，其
实质的主体是政府、矿地所有者（集体）和使用者（农牧民）。矿业权价款的主体是探矿出资人，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社会组织。《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11条又规定，国家征收矿产资源补
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和寻找新的矿产资源。由于矿产资源、土地和资产（资本）产权的属性和
价值不同，矿产资源的三个有偿就显得非常的混乱。　　　　因此，规范目前的有偿使用制度、研究

Page 15



《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

新的征收机制应该是目前重中之重的课题。可以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储量批发价格来解决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　　　　（四）加大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分配比例　　　　资源开发机制的关键是建立公平
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矿产资源开发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主要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1）国家以极低
的政府税率和价格控制使得资源价格低于国际水平；（2）资本索取了大部分的利润和资源租金；（3
）国企或单位消耗或分薄了收入盈余；（4）非国有资本获取资产收益、资产收益以外的租金收益；
（4）国有资源开发企业常常逃避向国家缴纳利润。这种低税率、低价格和低租金的情况造成了非国
有资本、国有企业、或地方部门可以以非正式的“税收”形式获得大量的资源收入，对地方财政的贡
献很小。　　　　因此，国家应探索资源开发的租金制度，加大税收留归地方的比例，建立中央直属
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新型的协作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地方政府以资源、农牧民以土地入股的方
式，企业的就地登记制度，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解决现有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
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社区利益的问题。借鉴国际成功的经验，研究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地方
获得充足的资金，补偿资源开采大量的环境破坏， “遗产”损失，以及社会分层等问题。　　　　（
五）加大地方政府对资源管理和控制责任　　　　1.地方政府要加大资源的控制权　　　　矿产资源
控制和利用行为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权力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权力行使的正当性。由于矿产资源开发
的相关研究滞后，地方政府在矿产资源控制的方面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使得企业以矿产资源的独占
为依托、以初级加工产品为最终产品、以矿产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利润大量外流，
滋生了腐败，导致了矿产资源地区的“资源诅咒”和社会分层。针对以上的资源开发现象，国务院代
表国家通过法定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权,进而通过不同主体依照各自权限的共同行为来实现矿产资
源的控制和利用。具体主要体现以下的几个方面：（1）国务院要加大地方政府管理资源的控制权，
同时国家应支持内蒙古自治区理顺资源产权关系，探索和建立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资源性产品价
格改革；（2）内蒙古自治区要积极探索资源地方国有资本化的经营方式；（3）积极争取探索开征矿
产资源“资源租金税”的试点；（四）对资源特别好能产生级差地租的矿床开采所得的附加利润进行
二次征税。　　　　2. 需要尽快建立地区之间合理的贸易协同关系　　　　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原因形
成了内蒙古和东部贸易的关系扭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内蒙古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
贸易结构上的不对等；（2）东部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西移；（3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效益牺牲为代价东部的发展。又由于内蒙古和东部发达地区在
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竞争能力、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地区间的贸易关系
日趋复杂，使内蒙古资源输出地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建议国务院要建立协调各地区贸易关系
的统一规则就显得十分的紧迫。
46、　　大多数原住民依赖于其特定的地域。他们发展出了稳定的、能源友好型的、可持续的生产体
系，且这些生产体系能很好的适应其环境。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减少或土地的退化，
这可能导致这部分人的贫困。由于他们几乎没有维持其生计的其他选择，最常见的选择是加强对剩余
部分资源的开发，结果是导致环境退化。由于在进行开发计划的设计与评估时并未将当地可持续生产
体系纳入考量范围，结果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与当地原住民的贫困。　　全球化进程给原住民带来了
很大压力，这种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遗产不仅仅是恢复和提升他们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丰富和
通过文化渗入进程提升不同社会特性的机遇。认可原住民对于其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不仅对于确保
其生计活动十分重要，而且对确保其领地对于其生理与文化意义上的生存所必须的文化和社会空间非
常重要。同时，原住民的文化对提升自然资源开发的产品中价格的“文化租”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
，原住民文化既要在现代化中获得合法性，又不失去它应有的文化深度和民族自主性，这可能才是民
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
47、内蒙古矿产资源丰富与贫困人口集中,经济迅速发展与地方财力紧张,资源开发带来的巨大收益与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贫困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在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通过调研发现，民族地区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生态问题极其严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反映出矿业
发展是建立以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的围绕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制度来探
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48、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必然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定利益与追求。在现代性过程中，民族
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也应是积极实现自身转型的主体。在民族实际互动中，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利
益群体，每一个民族都有争取本民族合法利益的权利。经济利益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关系
中的最基本因素，经济利益处理得好，可使民族关系和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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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并根据少数民族的
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总纲，第四条规定。]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各民族之间
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平等、团结、互助合作与共同发展也仍将是中国民族关系
主流。因此，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对民族和
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对民族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上分配不均衡，东
西合作中出现的利益矛盾等。在区域经济上，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都为了各自的
经济发展而强调地方利益，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利益冲突。而且，这些由经济
利益格局变化和重组而产生的问题，在非民族地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但在民族地区却
转变成为民族问题。这些利益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和谐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65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地区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资源开发带来经
济的不均衡发展，民族经济差距也将会继续拉大，民族和谐发展也将受到制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江泽民:“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
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因此，研究如何加大对最底层居民利益倾斜的力度，结合其他方面的扶贫保障措施,使得内蒙古在
自然资源开发能够改善最底层居民的社会福利，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牧民的福利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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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的笔记-第17页

        　　　　　　　　　　　　　导          言
　　本世纪初，有关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资源开发者奢华
的生活一直纷扰着大众的视野，一夜暴富的神话越来越引发了公众的猜测。也有一些学者加入了以上
的讨论，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提出，资源收益的实现应当包
括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国家管理者权益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三个层次，但中国目前没有做到。微观上自
然资源收益的分配，应该是各权益主体根据权益来分配剩余收益，做到分配公平。其实来自于自然资
源的公共财政收入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地方政府只赚取了一个虚高的GDP。并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存在中央和政府之间的不统一，影响了地方对资源转化增值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没有摆脱粗放式
经营模式。周瑞金（2012）指出，矿山资源产业，政商勾兑，以公权力为靠山，赚取超额利润和寻求
非法资本回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2009）分析近些年来中国在资源开发的案例，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少地方，资源开发的正面成果（财富）被少数人得到，而资源开发的负作用
却由当地农牧民来承担。资源越来越少，富豪越来越多，农牧民越来越穷”。综合以上的观点并结合
作者的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后发现：资源所带来的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收益被少数人拿走，伴随而来的
还有生态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城乡分化、族群矛盾激化和资源诅咒等社会问题。资源开发也反
映了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所产生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目前，学术界对资源开发理论研究较多，实
证研究的文献较少。本研究依据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结合内蒙古的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案例，
分析矿产资源开发在不同的权益主体之间的分配份额，为政府确立合理有效的分配制度，使利益主体
的收益率接近社会平均收益率的决策提供一些参考，并就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一、国内外“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理论比较
　　　（一）国外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研究
　　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和研究自然资源，他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国家繁荣、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早期
的自然资源的形态主要是土地、农田、矿山，现代的经济学家把可再生资源(renewable resources)、不
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以及环境作为研究的主题。对开发一词也有不同见解，Schech
和Haggis（2000）认为开发的定义包括以下基本要素：过程、期望的目标，与欠发达人群的物质进步
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相关。关于利益分配理论，西方着重研究取得收入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对收入
及价值的贡献，揭示社会生产成果或商品价值在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之间进
行合理分配的原理和方式。
　　1.国外矿产资源开发的收益理论
　　最初的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经济学，社会收入分配的有关伦理问题，不仅取决于社会的安定，而
且取决于产业对矿山所有者支付的地租（李嘉图，1817）。而对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及其分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矿山的地租、要素收入、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财产收入（权）上。古典经济学家（斯密
，1776；马尔萨斯， 1798；萨伊，1803；、李嘉图，1817）等人的分配理论是工业社会早期自由市场
经济的分配理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和国家税收是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穆勒（1848）
认为自然资源还具有游憩价值，地租不同于其它生产要素收益，它受制于一定的自然资源供给。新古
典经济学家Sorly借用穆勒在分析采矿业时使用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他提出李嘉图农业地租的理论不能
用来分析采矿业，他把矿藏的所有者的收益分为三类：固定地租、单位收益和特许经营权。L·C·格
雷(1914)通过对煤炭之类的资源地租的研究，发现了挖掘矿藏可耗竭储量的内在稀缺性，第一次提出
了租金的概念。霍特林在1931年所著的《可耗尽资源的经济学》一文中，第一个提出矿产资源在开采
成本不变时，租金随时间变动的方程，也就是在开采成本不变时，租金的增长率等于利息率。新制度
经济学强调“组织”的作用，认为矿山的收益分配的比例由要素的边际贡献决定，讨论主要集中在（
产权中的）所有权与收益权上。 
　　20世纪70年代随着后备技术概念的出现，理论界对矿藏的租金提出了新的依据。租金的形成可以
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某一时点的质量的变化，这是静态的李嘉图租金；二是在不同时期中，同样一
吨矿石由于利率的上升所产生的租金，这是一种动态的霍特林租金。Roumasset等建立了可耗竭资源开
发、定价和地租的数学模型,侧重从理论上探讨“租”和“价格”的变化规律。之后，随着对采矿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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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评价的出现，人们开始质疑GDP的账户仅仅记录下了矿石的收入和开采矿石的成本,而对当地
居民有利多的生存性的农业却没有被计入GDP中，当地的原住民如何参与矿山开发剩余分配开始进入
到研究者的视野。托维克（Torvik，2001）和穆尔希德（Murshed，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规模收益递
减和寻租行为的静态模型，讨论了资源开发或资源繁荣对生产效率和福利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为
了获取资源租金而进行浪费性寻租博弈会导致宏观经济增长崩溃。标志着国际上矿业税费制度正在以
利润为基础的税费制度转变。
　　2.权利金是国外体现矿山国家所有权的主要手段
　　世界上多数国家对矿业不实行增值税制度，主要实行权力金制，也有些国家采用征税的方式，但
国外多数矿业大国税费种类较少。
　　前苏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1955）提出矿床是否可以用货币值进行评价，赫鲁绍夫和阿戈什科夫
等（1980）提出了多种矿产资源储量价格的计算公式，即著名的储量批发价格等于探明储量可回收的
价值减去资金平均利润与开采储量的成本的总和，结束了一直实行矿产资源的无偿使用制度。
　　美国的矿产资源税费主要有三种：权利金、租金和红利。美国的权利金制度规定，采矿人因开采
矿产资源而向所有权人（联邦）逐年支付权利金，权利金标准为计征收益的8%—12%。美国除了交纳
税费以外，还对开采的矿产实行竞争性投标，并需交纳红利，红利是中标人一次性支付超过法律规定
的权利金的那一部分标金，近几年美国的红利收入在5亿—10亿美金之间。租金是矿业权人为获得矿地
的使用权而每年按照面积支付的土地租金，租金在美国的矿产税费中较少，一般前五年每年支付2.5美
元/英亩，在第6—25年每年支付5美元/英亩，从财政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完整的税、费、租联动机
制。
　　澳大利亚的权利金有三种征收方式，分别是从价权利金、专门权利金和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
从价权利金主要是对一些珍稀的矿产如石油等从价征收权利金。利润为主的权利金主要是适用北部的
一些大矿山。专门权利金主要是以生产数量（重量体积）为征收基础的权利金，主要是对煤、铁矿石
等征收的一种权利金。澳大利亚的租金主要是矿业权人按年度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矿地地租，
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都需缴纳。1975澳大利亚年首次提出了“资源租金税”，是对资源特别好能产生
级差地租的矿床开采所得的附加利润。从近十年的情况看，澳大利亚的矿业税负中，权利金占矿业公
司总税负的30%—50%，所得税占20%—50%，间接税占20%—30%。
　　从近年来国际案例看，至少有102个国家调整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绝
大多数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了权利金制度、资源附加利润税制度、矿业权制度、耗竭补贴制度以及一
般的工商税费制度。
　　　（二）国内学者关于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观点
　　　中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矿产资源的政治权利和所有权就同属政府。中国对矿产资源开发
及利益分配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显得有些薄弱。
　　1.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收益理论
　　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理论源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从古典学派继承了劳动价值理论，
他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本质是一种价值标准，他认为劳动是价值。同时他提出自然资源无价的观点：
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藏中的铁等自然资源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作用只
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等（马克思，1875）。由于受马克思资源无价论和建国以来国家垄
断经营的影响，中国资源价格研究较晚（达林太，郑易生，2010）。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环境保
护科学研究所提出了关于资源价格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的，并在当前的中国
资源定价实践中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理论界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一直处于摸索阶段。导
致矿产资源无偿被使用，这种粗放型的资料利用模式导致科技进步缓慢，从而加快了矿产资源的枯竭
速度。
　　关于对自然资源的价值的认识，现在基本达成了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共识。这是因为自然资源自
身的客体特征，即效用性、稀缺性及所有权垄断性（沈振宇、王秀芹，2011）决定了它具有价值。对
于自然资源的价格，近年来的研究也有所突破，胡昌暖（1993）等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是资金化
的地租”，宗寒（1994）也持这种观点。李金昌（1995）认为，资源价格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的
统一，即人类劳动和自然效用的结合。郑建斌等（2000）从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及其实现出发，探讨了
探矿权、采矿权及所有权之间的分配关系。而更多的学者主要从资源勘探和开采过程中，以经济主体
的经济产权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矿产资源收入与分配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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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内资源开发的税收制度
　　中国当前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分三个部分：资源税、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使用
费。矿山企业应缴的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所得税、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排污费等。其中增值
税是主要税种，由于增值税主要是对矿产加工企业征收的一种税种，但对开采原矿的企业基本是征不
上税的。例如笔者在对矿山企业做田野调查时，发现矿山企业一般会把矿石卖给一些流通企业，因此
不缴纳增值税，这也是企业规避增值税附带的其它税费的一种主要手段，这也是目前理论界没有触及
到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当前有关矿业税费制度的讨论中，对资源税的批评最多。目前的资源税征收的
范围仅限于采掘业，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并按照资源种类划分收入归属。征税范围仅包括7种矿
产品和盐，“普遍征收”的主要宗旨 体现在绝对地租或资源补偿原则上；“级差调节”的对象是级差
地租。资源税应属于国家通过政治权利无偿取得的收益，但事实上，现行资源税是按矿山企业销售产
品的数量计征，反映的一部分内容却是国家通过出让其矿产资源获取的利益。也有学者提出，资源税
收入应该称为“金”而不是税。有学者提出，资源税既不反映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及权益，也不能调
节资源丰度差别，应废除资源税。
　　中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保护与合理开发，维护国
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补偿费应属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权益体现，但《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
管理规定》第11条又规定其主要用途为矿产资源勘查，实际上该费成为了地方经费的补助来源，因此
其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国家所有权人的权益。而且，中国矿产资源补偿费率极低，基本上体现不了国家
的矿产所有权人的权益。有的学者主张取消补偿费和资源税，代之以权利金。政府作为矿产资源的所
有者向矿产资源的开采者收取权利金，是资源开发利益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但中国的资源开发
恰恰没有征收权利金（达林太，郑易生，2010）。
　　从2002年开始，还出现了一批对国外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研究成果。目前，国内高校现有的环境资
源法研究机构多侧重于环境保护的研究，而对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研究较少。研究人员以立法
、行政及实践部门人员为主，学院、研究机构对此研究略少。理论研究的较多，实证研究的较少。由
于缺乏实证研究的佐证，也就导致理论很难为国家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提出建设性建议。本研究对
内蒙古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填补目前对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的实证研究不足
这一空白。
　　　二、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业中的利益分配
　　“十一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资源型产业如原煤和电力都保持了较快增长，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2012）。   
　　　（一）采矿业成为规模以上工业的主导产业
　　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由2006年的4041.0亿元，
增加到2010年的1340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1.2%。工业企业利润由2006年的348.7亿元，增加到2010年
的1668.2亿元，年平均增长48.3%。
    2000年以后，采矿业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导产业。其中采矿业工业总产值由2000年的105.18亿元，
增加到2010年的3487.5亿元，占规模工业企业比重由2000年的14.04增加到2010年的26.01。
　　规模以上的采矿业的利润由2000年的1.6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74.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
比重由2000年的9.94增长到2010年的45.89。
　　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
维系在50%上下，但占工业总产值为26%的采矿业，其利润构成占规模工业利润构成的45%。
　　内蒙古2010年规模以上采矿企业从事采矿的从业人员为356600人（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2011）
。非国有企业的产值约为采矿企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非国有企业实现的利税也约为国有及国有控股
和集体企业的1.5—2倍。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规采矿企业完成产值为3776.5943亿元，实现利润
为808.9972亿元。
　　（二）内蒙古采矿企业利益分配链
　　中国在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实施18年期间，先后对这些税、费分配比例进
行了多次的调整，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政府间的分税体系。
　　1.主要税费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链
　　矿山企业目前直接分配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和资源税。除了这些税种外还有政府性
收费，和税收相比，政府性收费不是很高的。在管理方式上比较特殊，有参照税收方式在征收环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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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划分的，也有地方政府征收后，定期在政府间按规定比例进行结算的。由于是由地方政府的相关部
门去征收，其随意性很大。
　　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配比例是中央与省、直辖市5:5分成，中央与自治区（包括贵州、云南、青海
）为4:6，这是国家税费政策中唯一明确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分享机制的优惠政策。矿产资源补偿费
率按矿产资源种类进行分档，大体为矿产资源品销售收入的1%-4%，平均为1.18%，由地质部门会同税
务部门征收，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和寻找新的矿产资源。
　　探矿权使用费以勘查年度计算，逐年缴纳。第一个勘查年度至第三个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
缴纳100元；从第四个勘查年度起，每平方公里每年增加100 元，但最高不得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500元
。探矿权使用费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价款，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管理。
　　煤矿维简费是为了确保煤炭简单再生产而由地方政府收取的非税款项，内蒙古依据不同的企业收
取不同的煤炭维简费，地方企业按每吨收取10.4元，央企为4元。
　　在县、乡煤炭公路维改费方面，财政部规定，煤炭企业每吨原煤不超过2元，对通过铁路等方式
运输而不经县、乡煤公路运输的煤炭产品不计提。
　　排污费是用于污染治理的专项性收费。以上五项政府性收费企业作为管理费用计入开采成本。
　　 2.主要的分配环节
　　按照现行的税费制度，这一环节主要包括中央、省、企业所在地和企业。
　　中央企业所得税。由当地国税部门代征，直接进入中央库，全部归中央所有。其税后利润，通过
报表汇总的方式，上缴给总部，由总部缴入当地税务部门。
　　地方企业向当地国税部门上缴的企业所得税。这部分税收中央地方按照6:4的比例分成，企业一般
不向地方上缴利润。
　　股东收益。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和《财务通则》，企业出资人通过在税后的股权取得股东收
益。
　　税后留利。按照《会计准则》与《财务通则》，企业税后利润扣除股东分配收益后的收获，作为
企业发展资金，这部分收益属于企业所有。
　　　（三）内蒙古各利益主体采矿业利益分配
　　内蒙古矿山企业过去主要以国有为主，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一些小型私营个体采矿企业，90年代
末，地方一些国企和乡镇矿山企业开始转制，使国有资本在采矿业中下降。本世纪初央企进驻后，不
断的整合个体、私营矿山企业；同时，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内蒙古一些非资源性企业都开始圈占资源
进入矿产开发行列，使得国有资本在采矿业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 
　　　目前，内蒙古国有或国有控股采矿企业股权非常的复杂，国有或国有控股采矿企业大都是上市
企业，国有资本占有率大约为51-70%，随着股市的变化，国有资本占有率也在变化，这里还是按照保
守原则最大值推算，国有资本占有率为最大值70%。
　　依据调查时地方政府部门推算，如果按照资本占有推算，央企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所占的比
例可能在70%以上，如果按照企业个数推算，央企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的比例应该在60%以上，
这里还是采用保守原则最小50%推算的，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结论
　　在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链中，非国有资本收益包括统计年鉴中按所有制划
分的非国有采矿企业的资本收益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国有资本收益主要是统计年鉴
中按所有制划分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
　　主营业务和税收附加主要是城市建设税、消费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消费税央企和地方企业
都100%的划归了中央财政，资源税中的盐税100%划归中央财政，根据实地调研和部分统计数据按照最
保守原则计算，按照全部采矿企业的20%，划拨到中央财政。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全部采矿企业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为92.9589亿元，本年应交增值税为304.8754
亿元，本年度应缴所得税209.7493亿元。
　　企业的利润一般不在地方政府间分配，按照税费收缴、实现利润等实际的统计数据、和国有或国
有控股企业的央企和地方企业以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占比来推算的，这里的劳动者报
酬企业作为工资计入了生产成本。
　　分析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企业的各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排在第一位是非国有资本净收益，
其净收益为466.28亿元，第二位是中央财政税费收入为388.62亿元，其后依次为地方财政收入218.96亿
元、央企和地方国有资本净收益分别81.51亿元，劳动力报酬48.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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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内蒙古采矿业利润和全社会收入比较 
　　国外主要矿产大国，自然资源利润被并入了总体预算。在绝大多数国家，自然资源利润都在中央
（联邦）政府之间分享，但在少数情况下，地方原住民也会以土地最初居住者的身份，获得自然资源
所有权和享用权的要求。例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解决法》中有关原住民对利益的分享，俄
罗斯联邦总统签署的《少数民族权益法令》明确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还有与地方社区分享的案例，
如加纳和纳米比亚这两个国家建立了矿物发展基金，从中拨出部分自然资源使用费，返还给直接受到
采矿活动影响的社区居民。同时预算程序完善、财政制度稳健的国家为了子孙后代保存收益，通常都
将储蓄和跨代际的转移作为更为重要的目标。各国常常通过设立自然资源利用信托基金来完善对自然
资源利润的管理，促进持续的发展。基金的出发依据以下几点：储蓄基金为可耗竭资源建立一个可持
续的替代经济基础进行融资，从而保证子孙后代可继续享受资源带来的利益。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2009)对鄂尔多斯的资源开发活动调研后提出：“目前的中国经济分配制度
并不完美，许多领域的分配方式还正在探索过程之中，在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方面，更处于一个初级的
阶段，连什么人应当分配、在多大范围内分配都还认识不足，更不用说完美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生态补
偿制度”。
　　内蒙古采矿业2010年非国有资本收益是内蒙古全区农牧民纯收入总和的5.45倍，是内蒙古自治区
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的1.29倍；非国有资本2010年净收益为466.138亿元，相当于内蒙古自治
区全民2472.2万人的全部收入的总和。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2000年为7.2%，2010年增加到14.89%，增幅为107%，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民的纯收入总和占GDP的比2000年为18%，2010年下降为4.92%，下降幅度为266%；内蒙古自
治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2000年为33%，2010年下降为20.82%，下降的幅度为59%。
公众的质疑矿产资源开发的财富哪里去了。
　　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提出：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
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
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三、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一些简单的讨论
　　经济利益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各种利益。矿产资源
开发应该兼顾资源当前利益和以后的发展，也应该考虑代际间的分配关系。詹姆斯·S·科尔曼各阶
层对国家的认同时指出：“从国家或其他组织中获利最多的人认同感最强，获利较少的人认同意识淡
薄”。因此，公平不仅是每个公民实得利益程度的准绳，也是人民时时处处约束自己的准则。
　　　（一）经济理论延后使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没有实现
　　　西方多年来以“资源稀缺论”和“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资源价格学”的研究，形成了“效
用可量化”和“收入均等化”两个经济学命题。同时认为矿产资源是一种资产,参加生产过程应该和其
它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一样获得报酬。该报酬应归资源所有者（国家）所有，故又称为租金，而
且还包括“级差地租”即权利金，资源价格的“补偿理论”学说对完善西方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提供
了完整的理论依据。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了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长期以来，由于矿产资源价格形
成机制理论的不完善，造成资源价格的扭曲、低价甚至无价利用资源和环境，造成中国矿产资源价格
偏低，是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根源。无偿开采矿产资源，无偿占有地勘成果，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
所有权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更没有达到全民共享其成果。
　　　（二）资源开发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
　　国外的矿业权人即企业生产资料所有者借助于资本份额获取资产收益，而中国的资源开发的矿业
权人除了凭借资本金份额获取投资收益——资产收益，同时又由于法律不完善赋予的垄断性，使矿业
权人又获得了资本收益以外的租金收益（达林太，郑易生，2010）。一方面是有些矿山企业以低价取
得矿业权，特别是采矿权之后，获得了其正常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国家所有资源的收益为企业所占
有。这两种情形都反映出资源收入分配中国家与企业利益的不平衡性，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
与市场的联接性不强，导致企业可能将应由国家获取的资源收益归为己有。由于利益获得渠道，利益
资源分割的规则和利益占有方式的变迁，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
会政治稳定状态， 这在中国的一些资源性大省表现的相当明显。
　　　（三）中国资源价格扭曲危害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
　　很多学者研究后认为，如果自然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其价值，则自然资源各权益主体的权益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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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朱学义（1998）论述了国有矿产资源的价值性、价值所具有的主体性、主体所具有的权益性
。因此，自然资源收益的分配有三个层级的问题：一是自然资源的价格；二是自然资源成本补偿；三
是权益主体的收益分配。路卓铭（2007）指出，资源价格扭曲危害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在
宏观层面,目前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混乱，国家所有权受到多样化的条块分割，产权虚置或弱化，各个利
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协调（王春秀，2008）， 影响了宏观经济的运行。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增
长方式粗放，高能耗、高污染；资源行业门槛低，资源基础市场秩序混乱，掠夺式开采普遍存在，资
源浪费严重，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下（郑石桥2008），唐本佑（2004）等一些学者指出，矿山生产中
环境资源的投入和服务没有计入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之中，吴元元(2006)认为矿产资源作为资产的存
量未被加以记录，矿产资源的流量也没有被反映，最终导致矿产资源产品成本不真实，新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难以实施。尽管目前出台了一系列调整矿产领域分配秩序的政策，但由于这些政策没有一个完
整的改革方案，政策部门化、地方化现象普遍（高小萍，2007）。 
　　　（四）公共财政中来自自然资源的份额微乎其微
　　国家民委和世界银行课题组（2009）调研后认为：自然资源收入在众多国家的公共财政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目前的三项财政工具，由于开征时间较早，存在着理论依
据不足、征收对象重复、征收税(费)率不合理等问题，与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快速发展的形势难以适应
。众多指标都显示采矿业效率极低，低廉的井口价吸引了大量非法采煤的煤窑(国家民委和世界银行课
题组,2009)，导致了税费流失和矿难不断。国家作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代表，而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
最大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要目标在于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从完善的经济分配制度来
说，不管是否是资源型企业，只要履行了法定义务，那么就没有附加的额外义务。当地的扶贫、社会
管理、环境保护、资源的涵养等等，都应由政府从企业履行义务中的相应分配中来组织完成。由于地
方政府在资源开发中获利较少，将这一责任又交给了企业，实际企业并没有去履行这一再分配的任务
，结果造成了环境管理的缺失，由当地的老百姓去承担这一不该承担的责任；由于最基层的政府资金
匮乏，致使矿区社会管理缺失，导致恶性案件层出不穷。
　　　（五）矿产资源开发负外部性成本却留给了整个社会
　　李世涌认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环境外部性是由于政府失灵和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制度
的缺失和滞后,造成了过度的开发极有可能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一些资源型城市的不可持续发展。
一些学者（王学军，1996；张智玲，1997；黄锡生，2006；刘劲松，2006；）提出：矿山企业开采利用
矿产资源的行为，给矿区周围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矿业城市丧失可持续发展机
会。矿产资源是一种不可更新资源，矿产资源的开采必将造成这种物质资源的耗竭，从而影响到后代
对此类资源的使用价值。由于现行制度缺失，致使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没有给地方带来应有的收益，反
而留下沉重的社会负担。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投资者拿走的是超额的利润，留下的是破坏了的矿山
环境、生态、资源枯竭了的矿业城市、大批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牧民；刺激的是不合理的消费需
求，及对资源“疯狂掠夺式”开发。
　　　（六）矿产资源开发中农牧民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
　　在现有土地法律制度下，一旦开采矿产资源，农牧民的土地就会被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征收或征用
，但是资源开采所带来的利益却和农牧民没有关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2009）。资源开发
地居民不仅不能从矿产资源开发中获得利益，甚至要为矿产资源开发支付额外的成本。根据《矿产法
》，土地地下资源的产权是归国家所有的，在承认《矿产法》有效的前提下，为保护土地占有者的利
益，根据所有权分解理论，应该承认土地所有者对地下资源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即拥有产权。国家开发地下资源，土地的所有者以占有者的身份参与其生产经营，并索取部分收入，
这是产权制度所必须的要求。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必然带来环境利益的损害，所在开发区域的居民
取得相应利益是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导致的农牧民的劳动力和土地分离，农牧民的劳动力生产和劳
动力再生产不能保障，很有可能会演化成政治问题。如果资源开发地的居民没有从矿产资源开发中获
得应有的物资利益，从而获得应有的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会影响边疆地区
的稳定。
　　　　　　　　　　　　　 四、简单的建议
　　理想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应当在法律和经济上保障国家或全民的利益，这也是矿产资源法律制
度中的核心理念。研究并改革目前的税费制度和分配制度，推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的研究，是矿产资
源开发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建立新型的资源利益体系已成为目前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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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在法律上体现全民的利益
　　国家通过设立矿业权制度，通过出让矿业权，其性质类似不动产的出租，以获得矿产资源所有权
在经济上的实现；完善矿业权管理体制，改革权属不明晰的制度，例如矿产资源税费中的政治权和所
有权等，做到各权益主体公平分配剩余收益，解决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分配不公问题，提高全民的福
利。
　　　（二）分配上体现税、费、租等财政工具的组合，来降低负外部性
　　研究资源开发和收入分配机制和支出方向，加大地方的分成比例，并重点向资源原产地倾斜；提
高资源开发的准入门槛，加大地方国有企业的资源开发扶持力度，增加地方的财政实力；建立央企在
地方登记注册制度，将央企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留在地方，以利于地方解决环境破坏等负外部
性问题；政府通过行政干预，选择如计划、规划、投资、财政等不同调控工具，形成最佳的税、费、
租等财政工具的组合，来调整矿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降低负外部性。
　　　（三）矿区的农牧民变补偿为剩余索取
　　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企业投入了资金、设备等有形有直观价值的资本，而当地农牧民在开发中
失去的土地、水、林木等等资源（尚且不说直接开采的资源）也完全应当认为是当地农牧民投入的成
本。从投入与收益理论来讲，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同样应当体现在这些农牧民身上，而不应当由资
金投入者独享资源利益。因此，对农牧民的补偿应变为剩余索取，给他们平等发展的机会，改善他们
的境遇，让他们共享资源开发带来的好处，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
　　　（四）通过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来实现生态文明
　　尽快研究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使矿业权的取得成本、环境成本等在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中得
到完全体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按照“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治理谁收益”的原则
进行动态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加强环境监管，提高生产环节的废弃成本、排污成本和消费环节的废
弃成本的补偿，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五、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学术界对解决问
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致使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显得有点单薄，对于如何建立和谐的开发和分配机
制，是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课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于矿产开发是一个暴利产业，而且企业的内部股权非常的复杂，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数据
少之又少，企业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财务报表，致使微观案例数
据少之又少。
　　在矿山企业调查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企业会雇佣一些非常资深的专家研究如何避税，其科研
力量绝对超过了国家设立的专门科研院所。所以，非国有资本现实中的净收益比研究中的收益要多出
很多，地方政府获得的收益可能比研究中的收益要少的多，但不排除对GDP的贡献。
　　本研究对政府性收费，没有单独的进行计算，一是缺乏相关的数据；二是地方政府把政府性收费
基本都用在了矿山维护的公益性支出上了；三是企业会把这些政府性收费计入管理成本从而作为了开
采成本。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获取相关的数据，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课题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研究所采用的很多数据都是公开发表的统
计数据，并结合矿山调查和国资委的部分文件保守计算而来的。因此更接近实际的收益分配，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但这不会影响本研究整体的结论。

2、《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的笔记-第163页

        　　内蒙古矿山企业过去主要以国有为主，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小型私营个体采矿企业。
上世纪90年代末，地方一些国企和乡镇矿山企业开始转制，使国有资本在采矿业中下降。本世纪初央
企进驻后，不断地整合个体、私营矿山企业；同时，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内蒙古一些非资源性企业都
开始圈占资源进入矿产开发行列，使得国有资本在采矿业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
　　目前，内蒙古国有或国有控股采矿企业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国有或国有控股采矿企业大都是上市
企业，国有资本占有率大约为51-70%，随着股市的变化，国有资本占有率也在变化，这里还是按照保
守原则最大值推算，国有资本占有率为最大值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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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调查时地方政府部门推算，在资本占有上，央企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可能
在70%以上，如果按照企业个数推算，央企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的比例应该在60%以上，这里还
是采用保守原则最小50%推算的，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结论
　　非国有资本收益包括统计年鉴中按所有制划分的非国有采矿企业的资本收益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
业的非国有部分，国有资本收益主要是统计年鉴中按所有制划分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收
益。
　　主营业务和税收附加主要是城市建设税、消费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消费税央企和地方企业
都100%的划归了中央财政，资源税中的盐税100%划归中央财政，根据实地调研和部分统计数据按照最
保守原则计算，按照全部采矿企业的20%，划拨到中央财政。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全部采矿企业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为92.96亿元，本年应交增值税为304.88亿
元，本年度应缴所得税209.75亿元。
　
　　企业的利润一般不在地方政府间分配.上表是按照税费收缴的，实现利润等实际的统计数据是按照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央企和地方企业以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占比来推算的，这里的
劳动者报酬作为工资计入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非国有资
本净收益466.2767亿元，中央税费收入388.6244亿元，地方税费收入218.9593亿元，央企国有资本收益
和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别我81.5056亿元，81.5056亿元，劳动者报酬48.1412亿元。
　　分析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采矿企业的各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排在第一位的是非国有资本净收益
，第二位是中央财政收入，其后依次为地方财政收入、国有资本净收益和劳动力报酬，非国有资本获
得了采矿企业中的超额利润。

3、《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研究——以内蒙古为例》的笔记-第254页

        开发是为了发展，如果只是浪费资源，无发展的开发和盲目追求一时的增长，耗费过多资源的开
发和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开发，是一种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无效率的行为。必须强调资源的有效投入
和能源低耗的发展道路。应该把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以开发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较
高阶段或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降低能耗和资源浪费，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和高效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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