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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落实能源资源安全战略，加强矿

产资源管理，促进全市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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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发〔2020〕43 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

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47 号）和《济南市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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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了《规划》。该《规划》以 2020 年

为基准年，2025 年为目标年，展望到 2035 年。 

二、编制过程 

2021 年 7 月，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2021 年 8 月，

征求了各区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发改委等市直单位的意

见。2021 年 9 月，通过市级评审论证。2021 年 9 月 27 日，

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报送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审批。2021 年 9

月 29日，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省级审查。2022年 11月，

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实施的《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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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年）》和自然资源部正式启用的“三区三线”划

定成果，对该规划进行了调整完善，并再次征求了有关部门

意见。2022 年 11 月 19 日，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省级复

审。2023 年 1 月 12 日，省自然资源厅函复市政府，原则同

意《规划》。2023 年 2 月 28 日，市政府印发了《关于组织

实施济南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的通知》（济

政字〔2023〕13 号）。 

三、主要内容 

《规划》包括总则、指导思想和原则、规划目标、矿产

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绿色

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规划保障措施等内容。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结合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矿

产资源管理实际，明确了《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确定

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优化布局、突出特色，总量管理、

科学配置，深化改革、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 

（二）规划目标。落实省基础地质、公益性地质调查部

署，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力争在莱芜铁矿深部及外围勘查实

现新突破；实施矿产资源开发总量管理；进一步优化开发和

保护格局，到 2025 年，全市固体矿产大中型矿山占固体矿

山总数比例力争不低于 65%；全面落实矿业权人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主体责任。 

（三）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明确全市重点、限制、

禁止勘查开采矿种；划定北部地热区、东部铁矿煤炭及非金

属区和西部石料建材区等 3个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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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家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勘查区、金属矿

产重点开采区各 1 处，非金属矿产重点开采区 7处。 

（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实施基础性地质

调查工程、城市地质调查工程等地质勘查项目；提升重要矿

种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在落实省规划基础上，部署本级

发证权限勘查、开采规划区块，新设矿山从绿色勘查、开采

规模、开发利用水平、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保护修复等

方面严格规划准入管理，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规划期

内有序投放。 

（五）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深入推进绿色矿

山建设，到 2025 年底，全市绿色矿业格局基本形成；完成

平阴县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形成可复制、能推广的绿

色矿山建设新模式、新机制。针对新建矿山、生产矿山、历

史遗留矿山提出生态保护修复要求。 

（六）规划实施与管理。包括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实施

监督检查、规划实施评估调整、规划管理信息化建设、宣传

引领等方面，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