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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

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

．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二、资料 (1)我国现已发现171种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的

有158种；有矿产地1．8万处，其中大中型矿产地7000余处。

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是：资源总量较大，矿种比较齐全

；人均资源量少，部分资源供需失衡；优劣矿并存；查明资

源储量中地质控制程度较低的部分所占的比重较大。 资料显

示，我国优势矿产的查明资源利用程度高于短缺矿产，资源

利用程度与市场配置资源原则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因

短期利益而对优势资源进行的超强度开发，导致部分优势矿

产资源储量利用程度过高，后备资源严重不足，资源优势地

位岌岌可危。我国钨矿、锑矿、锡矿、萤石、重晶石、石墨

、滑石等传统优势矿产，整体查明资源储量的服务年限都

在10年左右。同时，过度和无序地开发利用所形成的超大产

能和产量又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供应严重过剩，不仅没能

正常发挥资源效益，取得相应经济利益，而且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负效益。短缺矿产资源供需形势严峻与呆滞查明资源储

量过多的状况并存，以铁矿、铜矿、铝土矿为代表的大宗短

缺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利用程度低，与产峻的供需形势形成

了鲜明对比。 ’ 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近10年，特别是1998年



以来，房地产、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超高速发展，引

起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为主的重化工工

业重新高速增长，最终导致煤炭、电力、石油等重要资源供

应紧张，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的约束更为明显，一些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今后15～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也是矿产资源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凸显期，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相当长时

期内，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供需形势仍将十分严峻

。到2020年我国短缺的矿产资源将增至39种，对外依存度将

居高难下。 我国矿产资源利用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一

是资源产出率低，利用效率低，消耗高，综合利用水平低。

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的回采率仅为30％，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对共、伴生矿进行综合开发的仅

有1／3，而其采选综合回收率及综合利用率也分别只有30％

。资源的低效利用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制约。 (2)我国土地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贫乏。根据国土资源

部公布的数据，我国耕地、林地、牧草地总量2004年分别高

达12244．43万公顷、23504．7万公顷和26270．68万公顷，分

列世界第4位、第5位和第2位，但人均分别约为当前世界平均

水平的38％、3l％和35％。以耕地为例，我国一直以不到世

界1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从1996年到2004年，全

国耕地面积由19．51亿亩减至18．37亿亩，是世界上耕地资

源消耗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我国人

均耕地面积迅速下降。 在人口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人们食

物消费结构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很大改善，这加剧了当



前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的粮食安全问题。以人均400公斤计算，

在当前生产技术未取得重大突破前提下，必须保证在2010年

和2020年有1．11亿公顷和1．18亿公顷耕地用于粮食生产，

而2004年全国耕地才1．22亿公顷。粮食安全压力长期存在并

可能加剧，对耕地利用提出更高要求。 工业化迅猛发展导致

工业用地规模不断扩张，尤其是“重型工业”的加快发展进

一步增大了土地资源消耗。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继续挑战

耕地资源保护。由于未来十几年中我国城镇人口将净增约3亿

，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直接带动城镇住宅用地和各类公

共基础设施用地需求迅猛增加，而城镇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侵占耕地来实现，耕地资源保护面临极大挑战。基础设

施和消费用地需求因“投资率”和“消费率”调整而高涨。

区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将使我国土地利用面临许多新问

题。生态建设对既定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有目标构成强烈冲击

。根据测算，以2000年为基期，我国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

补充耕地的全部潜力为2．1亿亩，但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重束缚下。后备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当前高强度的耕地

消耗起到缓冲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抵消耕地持续锐减态势

，今后我国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

同时，土地利用浪费严重加剧了资源“瓶颈”效应。显性和

隐性抛荒普遍使得有限耕地资源更显短缺，建设用地增长无

序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的土地利用浪费。 (3)在“十一五”

规划纲要中，“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成为8项约束性

指标之一。依靠本国的力量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决定

了1．2亿公顷耕地保有量这个约束性指标是绝对不能突破的

。我们要继续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按照



“依法依规、从严从紧、有保有压、节约集约”的原则，在

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努力使耕地减少过多的状况得

到有效控制；要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特别是占用耕

地的数量；要严格保护耕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

量不降低；要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