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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十四五”时期是无锡全面开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先行示范区建设、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篇章的关键阶段。

为统筹部署无锡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提

高对无锡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与保障能力，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江苏

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自然

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

的通知》《无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文件和规划，编制《无锡市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2021-2025年）》。 

规划是指导无锡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

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与保

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管理宏观调控的基

本手段；是所辖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 

规划适用于无锡市所辖行政区范围内除石油、天然气以

外的矿产。 

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期为 2021-2025年，展望到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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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与形势 

一、矿产资源与矿业发展现状 

（一）矿产资源概况 

无锡市共发现矿产资源 28 种，能源矿产有煤和地热，

金属矿产有铁，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有水泥用灰岩、陶瓷

土、耐火粘土、水泥配料用粘土、饰面用大理岩、泥炭等，

水气矿产有矿泉水。陶瓷土、水泥用灰岩是无锡的优势矿产，

地热资源分布广泛，资源潜力大。 

无锡市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有 11 种，主要有煤、水

泥用灰岩、陶瓷土、水泥配料用粘土等，上表矿产地 39处。

按勘查程度划分：勘探 18处、详查 12处、普查 9处；按矿

床规模划分：大型 12处、中型 7处、小型 20处。 

无锡市矿产资源地域分布相对集中。煤主要分布在江阴

市和宜兴市，泥炭分布在锡山区，铁、陶瓷土、水泥用灰岩、

饰面用大理岩、水泥配料用粘土等主要分布在宜兴市。宜兴

出产的紫砂陶器享誉中外，被誉为“中国陶都”，陶瓷土资

源储量 5368万吨，在全省占比 68.6%，是省内陶瓷土的重要

产地。 

（二）矿业发展现状 

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取得显著进展。“十三五”期间，启

动无锡市城市地质调查工作。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综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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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查有序推进，已完成无锡主城区、江阴市、宜兴市 1:5

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有力支撑了江苏省耕地土壤环境

质量类别划分试点工作。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地热勘查，在无

锡滨湖、新吴区及宜兴张渚等地实施地热勘查，为地热开发

奠定了资源基础。 

开发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为了加快推进水泥行业整合发

展要求，采取关闭矿山、控制开采量等措施，开发总量明显

下降。2020年，无锡市矿山数 6个，年开采量 0.9万吨，完

成“十三五”开采总量控制目标。矿山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

大型矿山 1个、中型矿山 2个，大中型矿山占比 50%。积极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完成绿色矿山建设规划目标，全市唯一

1个固体矿产矿山已列入省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十三五”期间，全

市投入资金近 1.4亿元，组织实施了江阴市鹅鼻嘴公园鹅山

北坡、宜兴市丁蜀镇丁山服务区 G104 治理工程等露采矿山

治理项目，治理面积约 539.7万平方米，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效果显著，生态环境效益进一步彰显。 

矿产资源管理效能得以提升。全面实施矿业权人勘查开

采信息公示制度，公示率 100%。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全面推进城市建设用地范围、重要矿产资源贫乏

县（市、区）及省级以上开发园区等区域性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调查评估，实现符合条件地区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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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势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无锡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新使命新要求的重要时期，是全面开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先行示范区建设、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新篇

章的关键阶段。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

情时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对无锡矿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质量发展需要稳定矿产资源供给。长江经济带、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实施，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的推动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仍

将维持在高位。各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水泥用灰岩、建筑

砂石等资源需求量增加，然而随着环境保护力度加大，一些

资源潜力较好、规模达到中型以上的矿床因受制于环境因素

而不能开发利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此形势下，必须保

持一定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模，引导和促进矿业重组与资

源的高效配置，对开发利用条件较好的区域进行集约化、规

模化生产，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美丽无锡建设要求构建矿业绿色发展格局。紧紧围绕建

设“强富美高”新无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的目标

要求，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深化“矿地融合”示范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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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探索矿产开发利用新模式，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

升绿色矿山建设水平，开创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创新地质矿产管理工作机制。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要求，提升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切实履行

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大力推进矿产资源

管理领域创新，推动无锡地质矿产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

走在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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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导思想、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紧扣“强富美高”总目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资源

保障能力，提高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构建矿业绿色发

展新格局，全力服务于无锡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二、基本原则 

（一）坚守底线、强化保障 

落实国家能源资源安全要求，夯实资源保障基础。统筹

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空间布局和发展方

向，稳定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提高矿产资源资源保障能力。 

（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统筹部署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以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绿

色矿业，实现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共赢局面。 

（三）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坚持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理念，优化矿产开发结构，

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方法、装备，不断提升矿产

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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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创新、完善机制 

发挥改革创新的引领作用，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方式转

型，深化矿产资源储量、矿业权管理、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保护等制度建设，探索构建管

理新机制。 

三、规划目标 

(一)2025年规划目标 

力争找矿取得新进展，资源保障能力得到提升，开发利

用水平显著提高，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 

1.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 

调整和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布局，力争在水泥用灰岩、陶

瓷土、地热等资源勘查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资源保障能力有

所提高。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2025年开采总量在 740万吨以内，其中水泥用灰岩开采总

量控制在 700万吨以内，地热开采总量不超过 30万吨、矿泉水

开采总量不超过 3万吨、陶瓷土开采总量不超过 7万吨；矿山

总数在 11个以内；制定主要矿种最低开采规模指标，逐步达到

开采规模与矿区的矿产储量规模相适应。 

3.矿业绿色发展 

绿色矿山建设实现开采矿种全覆盖，新建矿山应全部按

照绿色矿山标准要求建设，大中型、小型在采矿山绿色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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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比例预期达 100%和 50%以上，构建矿业绿色发展新格局。 

专栏 1：主要规划目标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目标值 指标属性 

矿产资

源开发

利用与

保护 

开发强

度调控 

年开采总量 万吨 

全市总量 ≤740  预期性 

水泥用灰岩 700 约束性 

地热 30 预期性 

矿泉水 3 预期性 

陶瓷土 7 预期性 

矿山数量 个 ≤11  预期性 

结构优

化 

大中型矿山

比例 
 

全部矿种≥30% 

固体矿产 100% 
预期性 

矿业绿

色发展 

绿色矿

山建设 

绿色矿山建

成比例 

大中型 100% 
预期性 

小型 ≥50% 

(二)2035年展望目标 

地质找矿取得新成果，矿业空间布局更加科学，矿山规

模结构优化合理，资源供给保障能力稳定，综合利用水平全

省领先，矿业绿色发展质量水平全面提升，形成矿业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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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强矿产调查勘查 夯实资源保障基础 

开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提供找矿新线索、新靶区；加

强水泥用灰岩、陶瓷土、地热等资源勘查，提高矿产资源保

障能力；深化矿地融合，继续推进城市地质调查相关工作，

提升地质工作的支撑和服务功能。 

一、配合实施重要成矿区资源评价 

配合落实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部署，以页岩气战略性

矿产为重点，划定 1 个句容-南通页岩气重点调查评价区，

综合分析以往地质资料基础上，通过物探、化探等手段圈定

找矿靶区，并以钻探、物探相结合评价资源潜力，为勘查选

区提供依据。 

二、统筹设置勘查规划区块 

根据无锡市矿产资源禀赋和开发需求，以水泥用灰岩和

陶瓷土为勘查目标，划定勘查规划区块 2个。 

三、积极推进城市地质调查工作 

围绕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统筹城市地上地下

空间、合理开发利用地质资源以及解决地质环境问题提供技

术支撑，重点实施地质结构与区域稳定性调查、地下空间开

发难易性评价、地下水资源调查、水土环境调查、浅层地热

能调查、地质安全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地质信息服务平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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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项目，支撑城市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无锡市高质

量发展。 

四、强化勘查准入管理 

探矿权申请人的资金能力应当与申请的勘查矿种、勘查

面积和勘查工作阶段相适应。严格限制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或者失信记录的探矿权申请人参与交易活动。外商投资企业

应当遵循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产业规定，从事矿产勘查活动。 

一个勘查规划区块原则上只设置一个勘查主体。矿产勘

查部署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管控要求。地热矿业权投放

原则上应当保持 2千米以上间距。 

勘查项目按照相关规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与措施。 

五、严格矿产资源勘查管理 

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勘查预审制度，新设探矿权应在勘查

规划区块范围内。切实履行对矿产资源勘查行政管理职能，

及时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推进探矿权竞争性出让，

统筹协调好各级政府、矿山企业及地勘单位出资的地质找矿

工作，加快资源勘查市场化步伐。 

加强地质资料管理，贯彻落实《江苏省地质资料管理办

法》（苏政办发〔2020〕12 号），推进地质资料应交尽交，持

续完善地质资料汇交共享机制，实现地质资料成果社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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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推进矿产合理利用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按照“优化矿业布局，提高综合利用水平，保障能源资

源需求”的总要求，遵守准入制度，实行分区管理，提高矿

产资源开发与保护水平。 

一、加强资源开发与保护管控 

（一）开山采石禁止开采区 

贯彻落实省人大《关于限制开山采石的决定》，将城市

规划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遗迹保护区、铁路、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和重要旅游线路至两

侧直观可视的范围内等区域地段列为开山采石禁止开采区。 

无锡市共划定 15个开山采石禁止开采区（带），面积约

3283.6平方千米，开山采石禁止开采区（带）内不得开展露

天采矿活动。 

（二） 重点开采区 

落实省级规划部署，以水泥用灰岩矿产为重点，在宜兴

资源较为丰富集中的地区划定 1个宜兴市新芳水泥用灰岩重

点开采区，稳定资源供给保障能力。 

二、科学调控开发利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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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强度调控 

2025年全市矿产开采总量在 740万吨以内，矿山数量在

11个以内。水泥用灰岩年开采量定为约束性指标，地热、矿

泉水等矿种年开采量定为预期性指标。 

加强各县（市、区）矿山总数和年开采量的科学调控（专

栏 2），促进矿产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

合理资源需求。 

专栏 2：无锡市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强度指标规划表 

行政区 矿种名称 

2020年 2025年 

年开采量

（万吨） 

矿山数量

（个） 

年开采 

量（万吨） 

矿山数量

（个） 

宜兴市 

地热 0.6 1 20 4 

水泥用灰岩 0 1 700 1 

制灰用石灰岩 0 1 0 0 

陶瓷土 0 0 7 1 

锡山区 地热 0.2 1 3 1 

惠山区 
地热 0 1 3 1 

矿泉水 0.1 1 3 1 

滨湖区 地热 0 0 2 1 

新吴区 地热 0 0 2 1 

总计 0.9 6 740 11 

（二）提高矿山规模结构 

按照集约高效的原则鼓励引导矿山企业规模化开采，进

一步优化大中型矿山比例结构，合理控制矿山数量，禁止建

设技术落后、浪费资源严重、矿区环境问题突出、安全无保

障的矿山。到 2025年，全市大中型矿山比例达 30%以上，固

体大中型矿山比例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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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划定开采规划区块 

在落实省级规划基础上，结合无锡实际情况，共划定了

4个开采规划区块，分别是水泥用灰岩 1个、陶瓷土 1个和

地热 2个。 

四、严格矿山准入要求 

严格按照国家矿业权出让规定出让采矿权，保护正当合

法竞争。外商投资企业应遵循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产业规定，

从事矿产采选活动。 

一个开采规划区块设置一个开采主体。采矿权投放应符

合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管控要求。贯彻落实省人大《关于限制

开山采石的决定》要求，开山采石禁采区内禁止开展露天采

矿活动。 

严格落实矿山设计开采规模与矿区资源储量规模、矿山

服务年限相适应的要求。对全市涉及矿种制定新建矿山最低

开采规模准入要求（附表 6），不符合规模准入要求的不得建

设开采。新建矿山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应按

照绿色矿山要求进行建设。 

严格执行国家、省关于矿产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产业结

构调整鼓励、限制、淘汰、禁止等规定，禁止采用落后的、

破坏和浪费资源的开采技术。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革

新，矿山企业应当保障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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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约高效利用矿产资源 

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绿色

矿山的示范作用，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 

1.水泥用灰岩 

合理、限量开发利用水泥用灰岩，鼓励充分利用矿山开

采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废石，实现矿山固体废弃物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障水泥用灰岩

的可持续利用。 

2.陶瓷土 

坚持保护与节约的原则，严格按照矿山数量和开采总量

指标要求审批投放采矿权，科学合理开发紫砂陶土资源。新

建矿山应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对开采过程中产生的

废土、废石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统一。 

3.地热 

通过技术创新，扩展地热资源在城乡采暖、温泉旅游、

浴疗保健、农业开发等领域的利用，提高地热资源梯级综合

利用效率。 

六、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全面实行采矿权竞争性出让，强化出让前期准备工作，

健全“净矿”出让工作机制。规范采矿权登记，加强采矿权

登记信息管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推进采矿权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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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管理精细化、标准化、公开化。                     

实行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度，强化对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与保护的监管。进一步推动区域性压覆重要矿产

资源调查评估工作，实现符合条件地区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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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进一步提高

建设质量水平，有效保护和修复矿区生态，构建矿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格局。 

一、积极推进绿色勘查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调整优化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

工作布局。把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勘查立项、设计、实施、

恢复和验收全过程，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勘查相关要

求。 

坚持技术创新，探索、总结和推广绿色勘查新理论、新

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加强管理创新，通过规划源头管控、

项目设计编审把关、项目实施监管等措施，将绿色勘查要求

和责任落实到具体勘查工作。 

二、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进一步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质量

水平，建设对象覆盖所有在采矿种，2025年末实现绿色矿山

建设规划目标，即大中型、小型在采矿山绿色矿山建成比例

预期分别达 100%和 50%。新建矿山应全部按照绿色矿山要求

进行建设。推广绿色矿山建设经验，加强绿色矿山监督管理。 



 

 ·17· 

三、强化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矿地统筹管理要求，加强新建矿山

和生产矿山管理，探索建立“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

偿、责任追究”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制度体系。 

对新建矿山强化源头管理。落实规划分区管理，严格新

建矿山开发空间准入。实行矿产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步实施 “三

同时”和矿山企业地质环境保护信息公示。 

对生产矿山加强事中监管。开展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情况监测评估，将责任落实情况作为矿山企业信

息社会公示的重要内容和抽检的重要方面。引导生产矿山因

地制宜优化矿区国土利用格局，为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创造

条件。 

强化和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缴存、提取和

使用监管，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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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 

一、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规划管控落实 

构建政府领导下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发改、工信、

生态环境、水利、应急等协调配合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明确

职责，形成推进规划实施的共同合力。 

严格矿业活动规划审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等

项目立项以及矿业权设置必须符合规划，对不符合规划要求

的不得批准立项，不得审批、发证，不得批准用地。 

创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管方式，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和

矿业权人信用约束，实施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管理。对

违反矿产资源规划，擅自批准进入规划禁止开采区、生态空

间管控区进行开发的，要予以查处，责令改正，并进入信用

档案。 

二、完善运行机制，提升规划实施效能 

健全完善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制度，强化矿产资

源规划在矿产资源管理中的管控作用。 

完善规划年度实施制度。对开发强度调控、结构调整等

目标任务提出规划年度实施安排；编制矿业权年度出让计

划，有序推进矿业权投放。 

完善规划实施动态评估机制。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和

期末评估，掌握开发强度调控、布局结构优化等主要目标任

务的完成情况，分析相关新形势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

规划管理决策、调整修订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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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程序。确需调整的应由原编制机

关向原批准机关提交相应材料，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后进行规

划调整。 

三、拓展经费渠道，强化资金投入保障 

积极争取国家资金，重点保障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

勘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重点开采

区相关矿产的开发利用。 

积极探索构建矿区生态保护的新途径、新机制，按照谁

治理、谁投资、谁得益的原则，鼓励矿山企业、社会加大资

金投入，推进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四、加强数据融合，提高规划管理水平  

按照国家标准，建立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切

实做好市、县两级规划信息与数据的融合。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以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为基础，完善市、县级矿产

资源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做好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信息数据与相关信息资源的整

合，实现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储量、矿业权等基础

数据库的衔接和共享，以规划管理信息化带动规划管理科学

化，提高矿产资源监督管理的效率和服务社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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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1、规划经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审批后，由无锡市人民政

府发布实施。 

2、规划由文本和规划图、附表组成，具有同等效力。 

3、规划由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