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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煤思维评报字【2018】第 055号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方：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对象：（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申请采矿权整合变更（扩

大矿区范围及规模），该矿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的矿产地，曾于 2013年 8月进行过采矿权价

款评估，评估后企业因长期停产和生产改造未缴纳价款。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

有关规定，需处置整合后矿区范围内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

供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允的出让收益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8年 9月 30日（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年 9月 30日）。

评估日期：2018年 8月 13日至 2018年 11月 6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文号(滇)矿复[2010]第 294 号，批复（云南省）镇雄县

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矿区面积 1.89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2120米至 1700米

标高；划定矿区范围包括原有 3个煤矿及新扩区，其中原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

坪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 5300000830206，矿区面积 1.2923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2020

米至 1500 米标高；原镇雄县岭兴煤矿（已被整合关闭）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证号

5300000410496，矿区面积 0.1723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2020米至 1720米标高；原镇雄

县田荞地煤矿（已被整合关闭）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证号 5300000410526，矿区面积

0.428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1970米至 1760米标高。本次评估范围为(滇)矿复[2010]第

249号文批准的变更后矿区范围，延续预留批复的有效期截止 2018年 12月 5日。

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2011年 3月 31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11b+122b+

331+332+333）765.70 万吨；评估采用的（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的保有资源储量

（111b+122b+331+332+333）771.24 万吨；（333）可信度系数取值 0.9，评估利用的资源

储量 763.77万吨；采区回采率薄煤层 85%、中厚煤层 80%，非永久煤柱回采率 40%；可

采储量 479.56万吨，其中非永久煤柱回收的可采储量 12.13万吨；生产能力 21万吨/年，

储量备用系数 1.4；评估计算年限 17.31年（含基建期 1年）；产品方案为原煤（WY03）；

原煤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49.14元/吨（含税400.00元/吨）；固定资产投资为10170.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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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关于《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2］281号）；

附件十四 《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评审意见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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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审查意见；

附件十九 委托方提供的财务资料及评估所需的的其他资料。

评估报告附图

附图一 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地形地质图；

附图二 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 21勘探线剖面图；

附图三 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 1-1′纵线剖面图；

附件四 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 C5b煤层底板等高线及资源储量估算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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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接受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根据国家有关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对 “（云南省）镇

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在

2018年 9月 30日的采矿权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 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四区 23号楼 7A；

法定代表人：王全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110105000958522；

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19号。

2. 评估委托方

评估委托方：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镇雄县赤水源镇布丈村。

3. 采矿权人概况及以往评估史

3.1.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镇雄县赤水源镇布丈村；

法定代表人：胡思做；

注册号：530627100002415；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加工、销售。

原罗坪煤矿始建于 2000年 6月罗坪煤矿于 2004年底月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核定

年产量 3万吨；技改扩建后变更为年产 6万吨，2008年 4月取得新的采矿权，矿区面积

1.2923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6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13年 4月。

原岭兴煤矿始建于 1997年, 2004年 11月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设计产能 3万吨/年，

实际年产约 0.8万吨，回采率约 75%。

甜荞地煤矿煤矿始建于 1998年 2004年 12月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设计产煤 3万吨

/年，实际年产约 0.8万吨，回采率约 75%。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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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兴、甜荞地二矿井采矿证有效分别 2006年 11月及 2006年 12月，到期后未办理

采矿证延续，已于 2006年年底关闭。

云南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云煤整合【2008】41 号）《云南省煤炭整

合工作小组关于镇雄县煤炭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及评审意见中决定，镇雄县同鑫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为相邻重组型矿井，原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为

整合主体，整合原镇雄县岭兴煤矿和田荞地煤矿。

3.2以往评估史

该采矿权以往曾进行过采矿权权价款评估工作，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价款处置。

4. 评估目的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申请办理采矿权整合变更（扩大

矿区范围及规模），该矿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的矿产地，曾于 2013年 8月进行过采矿权价

款评估，评估后企业因长期停产和生产改造未缴纳价款。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

省有关规定，需处置整合后矿区范围批复区内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

述目的而提供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允的出让收益价值参考意见。

5.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5.1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

5.2 评估范围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煤矿为整合矿山，整合前由原镇雄县同鑫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原镇雄县岭兴煤矿和原镇雄县甜荞地煤矿三个煤矿组成。整

合前各煤矿概况如下：

镇雄县罗坪煤矿

镇雄县罗坪煤矿采矿许可证号：5300000830206；

采矿权人：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权人地址：云南省镇雄县；

矿山名称：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煤；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6万吨/年；

矿区面积：1.2923km2；

- 2 -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开采标高：2020-1500m；

有效期限：2008年 4月至 2013年 4月。

镇雄县罗坪煤矿矿区范围坐标表

拐点坐标（1954北京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东坐标 点号 X坐标 Y东坐标

1 3048822.00 35495985.00 5 3048937.00 35494732.00
2 3047368.00 3549594.00 6 3048875.00 35494693.00
3 3049010.00 35494277.00 7 3048605.00 35494805.00
4 3049153.00 35494622.00 8 3048856.00 35495185.00

开采深度 2020—1500m标高

矿区面积 1.2923km2

镇雄县岭兴煤矿

采矿许可证号：5300000410496
采矿权人：镇雄县岭兴煤矿

采矿权人地址：云南省镇雄县

矿山名称：镇雄县岭兴煤矿

经济类型：私营企业

开采矿种：煤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万吨／a
矿区面积：0.1723km2

开采标高：2020-1720m
有效期限：2004年 11月至 2006年 11月。

镇雄县岭兴煤矿矿区范围坐标表

拐点坐标（1954北京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3049723.00 35494547.00 3 3048820.00 35494805.00
2 3049131.00 35495000.00 4 3049590.00 35494490.00

开采深度 2020—1720m标高

矿区面积 0.1723km2

镇雄县甜荞地煤矿

采矿许可证号：5300000410526

采矿权人：镇雄县甜荞地煤矿

采矿权人地址：云南省镇雄县

矿山名称：镇雄县甜荞地煤矿

经济类型：私营企业

开采矿种：煤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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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万吨／年

矿区面积：0.4284km2

开采标高：1970-1760m

有效期限：2004年 12月至 2006年 12月。

镇雄县甜荞地煤矿矿区范围坐标表

拐点坐标（1954北京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3048650.00 35493700.00 3 3048200.00 35494420.00
2 3048870.00 35494290.00 4 3048080.00 35493650.00

开采深度 1970—1760m 标高

矿区面积 0.4284km2

整合后的矿区范围（评估范围）

镇雄县罗坪煤矿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滇)矿复 [2010]第 249 号《云南省划定矿区

范围批复》，矿区范围由 1.2923km2变更为 1.8923 km2（增加 0.60 km2，增加部分为被整

合对象岭兴煤矿面积 0.1723 km2，甜荞地煤矿面积 0.2514 km2 和矿业权空白区 0.1763

km2）。变更矿区范围后, 矿区范围由 15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2120m至 1700m标高，

矿区面积 1.89 km2，延续预留期批复有效期截至 2018年 12月 5日（详见附件十 P20）

矿区范围坐标如下表：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拐点坐标表

划定拐点坐标（1980西安坐标系) 划定拐点坐标（1954北京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东坐标 点号 X坐标 Y东坐标
1 3049650.24 35494460.85 1 3049707.40 35494540.70
2 3049777.84 35494698.15 2 3049835.00 35494778.00
3 3049762.84 35494705.15 3 3049820.00 35494875.00
4 3049642.84 35494488.15 4 3049700.00 35494568.00
5 3048972.84 35495010.15 5 3049030.00 35495090.00
6 3048788.88 35495370.15 6 3048846.00 35495450.00
7 3048764.83 35495905.16 7 3048822.00 35495985.00
8 3047310.83 35494514.15 8 3047368.00 35494594.00
9 3048142.83 35494340.15 9 3048200.00 35494420.00
10 3048022.83 35493570.14 10 3048080.00 35493650.00
11 3048297.83 35493595.14 11 3048355.00 35493675.00
12 3048507.83 35394210.15 12 3048565.00 35494290.00
13 3048952.84 35494197.15 13 3049010.00 35494277.00
14 3049095.84 35494542.15 14 3049153.00 35494622.00
15 3049532.84 35494434.15 15 3049590.00 35494514.00

标高(m) 2120—1700
面积(km2)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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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范围即以上述整合后的矿区范围为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采矿权范围

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为 2011年 4 月由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的《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年）》，报告中资源储量的计算

范围为新划定的矿区范围，本次评估即以该资源储量为依据。

6. 评估基准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

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基准日确定为 2018年 9月 30日。评估中的取价标准均为评

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选取 2018年 9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与评估委托时间较近；二是该时点为月末，便于评估委

托人准备评估资料及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合理选择评估参数。

7. 评估依据

（1）1996年 8月 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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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 1994年第 152号令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国务院 1998年第 241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5）《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国土资发[1999]205号）；

（6）《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8）《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9）《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0215-2002）；

（10）《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 50215-2005）；

（11）《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2009版）；

（12）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年第 1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

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13）国土资源部 2008年第 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14）国土资源部 2008年第 7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的公告》；

（1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估算基

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

（16）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资源税改革实施办

法的通知》（云财税〔2015〕13号）；

（17）《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2016年 3月 23日 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 财税[2016]36号）；

（1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的公告（2016年第

15号）；

（19）《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 号)；

（20）《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 号)；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2）《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

知》（云国土资〔2016〕85 号，2016 年 6 月 24 日）。

（23）《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2017]29 号)；

（24）《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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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规[2017]5 号）；

（25）《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综[2017]35 号）；

（26）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 年第 3 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试行）》；

（27）《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28）《委托方承诺书》；

（29）原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许可证》（5300000830206）；

（30）《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镇雄县阿令德煤矿等 22个煤矿开拓工程超越矿区范

围申请变更的批复》（云国土资［2012］第 78号）；

（31）2017年 12月 15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

坪煤矿划定矿区范围延续预留期的批复》；

（32）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4月编制的《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年）》；

（33）关于《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2］281号）；

（34）《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年）》评审意见书（云国土

资矿评储字［2012］142号）；

（35）云南省地方煤炭设计研究院 2012年 11月编制的《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36）云南省矿业协会 2013年 1月 14日出具的《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罗坪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3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3年 7月 12日出具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

案登记表》（云）矿开备【2013】0049号；

（38）现场核实收集和调查的其他资料。

8.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概况

8.1 位置及交通

镇雄县罗坪煤矿核实区位于云南省镇雄县城北东 33°方向，直线距离约 11km处，地

处镇雄县尖山乡境内。地理坐标东经：104°56′09″～104°57′34″；北纬：27°32′19″～

27°33′39″，矿区面积 1.892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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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紧邻镇雄县城，有 2km简易公路与镇雄至赤水源镇的县乡级公路相通，矿区至

镇雄公路里程 33km，至昭通 279km；至昆明公路里程 648km，镇雄东至贵州毕节 78km；

距贵（阳）昆（明）铁路水城（西）站 220km；南距赫章 75km；北经威信至四川珙县

火车站 190km，西至昭通市 280km，交通较为方便。

8.2 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滇东北乌蒙山区，总体地形中部高，南北两侧低，中部为陡峭山脊、山峰，

南北两侧为缓坡、台地、沟谷。最高点为核实区南西侧边缘 8号拐点与 9号拐点之间的

无名山峰，标高 2139.6m，最低点为核实区北西角 1号拐点与 2号拐点之间沟谷，标高

约 1655m，最大相对高差 484.60m，属构造剥蚀低中山地貌。地形切割强烈，“V”字形谷

发育，悬崖较多，地形较复杂。

该区气候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冬季低温阴雨连绵，夏季雨水充沛。全年气温不

高，晴天较少，雨日较多，湿度较大，冬季寒冷，有霜、雪和凌冻，夏季不明显，有“终

年无夏半年冬，春秋两季略相同，三伏不热三九冷，春秋遇雨便如冬”的概说。多年平均

气温 11.3℃，历史最高气温 34.8℃，历史最低气温-11.9℃。年降雨量 688.9～1427.7mm，

平均 923.6mm，日最大降雨量 153.4mm。5～10月为雨季，雨季降水量 772.1mm，占全

年降雨量的 83.6%，降雨多集中在 6～8月，降雨量占雨季降雨量的 60%以上，每年均有

大雨、暴雨天气。11月至次年 4月为旱季，降水量 151.5mm，占全年降水量的 16.4%。

历年平均降雨日 230d，最长连续降雨日 33d。年日照时数 1304.8h，年相对湿度 84%，

年蒸发量 1092.1mm，无霜期 217d，年雷暴日数 57d。主导风向为北北西风和西北风，

次为东南风，平均风速 2.1m/s，最大风速 14m/s。

镇雄县远离主要地震带，历史破坏性地震震中均位于区外。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5001-2001）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本区抗震设防烈度

为 6度，设计地震为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近期野外调查，未发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但局部有少量小型崩塌。

镇雄县属国家级贫困县，工矿企业不发达，人多地少，土地贫脊，是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人口大县。当地主产玉米、水稻、马铃薯和少量荞麦，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居民

以汉族为主，杂居少数彝族，居民人均经济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充足。

区内已架通南方高压输电网，乡、镇及村民委员会均开通程控电话，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均在该区开通移动电话，通讯极为便利，南方电网从矿区旁侧通过。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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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前后，昭通地质队曾在本区做过煤矿普查工作。

1974年，云南省第二区域地质调查队开展了 1：200000镇雄幅区域地质测量，提交

了《云南省镇雄幅 1：200000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76年 5～8月，云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队对本区正式开展地质普查工作。

1977年 3月～1983年 5月，在本区外围的南部，云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队在原普查

工作基础上，进行了勘探工作，并于 1983年 11月提交了《云南省镇雄县镇雄煤矿南部

井田中段（北）初步勘探地质报告》。

1973年 12月～1982年 3月，云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队（体改后合并为云南省地质

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在原普查工作基础上，进行了详勘工作，并于 1987年 7月提交了

《云南省镇雄县镇雄煤矿区北部井田西段详细勘探地质报告》。获 A+B+C级储量 20575

万吨，D级储量 3388万吨、表外储量 3099万吨、氧化带储量 959万吨。

1975年 6月～1981年 9月，云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队（体改后合并为云南省地质矿

产局第一地质大队）在原普查工作基础上，进行了详勘工作，并于 1982年 8月提交了《云

南省镇雄县镇雄煤矿区煤矿北部井田东段详勘地质报告》。经云南省矿产储量委员云储决

字（1987年）第 6号（总 180号），审查批准《云南省镇雄县镇雄煤矿区煤矿北部井田

东段详勘地质报告》决议书，批准工业储量 A+B+C级储量 22721万吨、其中 A+B级储

量 10520万吨，C级储量 12201万吨。

2007年 11月，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二大队对罗坪煤矿采矿权范围内可采煤层

消耗资源量及保有资源量进行核实，其目的是核实矿区范围内消耗、保有、占有之煤炭

资源储量，为矿山《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提供相关地质资料，2007年 11月下旬提交

的《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07年 12月 18日经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

心评审，文号为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07]124号，截止 2007年 12月 18日止，矿区采

矿权范围内占保有 122b+333类煤炭资源量 473.81万吨，占有 122b+333类煤炭资源量

473.81万吨，采空区消耗煤炭资源量 110.3千吨。

2011年 3月至 4月，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利用镇雄煤矿北部井田东

段详细勘探地质报告成果资料，全面详细实地收集了矿区生产及勘查现状资料，对民窿

老窿进行了调查，通过修测 1:5000地质图 1.8923km2、编制勘探线剖面图、修编核实区

C5b、C6a二层煤层底板等高线及资源量计算图等基础地质工作，最终编制完成《云南省

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经核实（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 C5b、C6a 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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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b+122b+331+332+333）煤炭资源 765.7万吨，其中（111b）256万吨，（122b）366

万吨，（331）31万吨，（332）38万吨，（333）74.7万吨）。

保有量中，原采矿权范围内有（111b+122b+331+332+333）煤炭资源 765.7万吨，其

中（111b）256万吨，（122b）366万吨，（333）74.5万吨，新扩区（含已关闭的岭兴煤

矿、甜荞地煤矿原矿区范围）保有（331+332）煤炭资源 69.2万吨，其中（331）31万

吨，（332）38万吨，（333）0.2万吨。

8.4 矿区地质

8.4.1 区域地质概况

矿区所处区域构造位置属扬子准地台、滇东台褶带、滇东北台褶束的、镇雄复式向

斜北西翼。构造的总体展布方向以北（北）东向为主，南北向和近于东西向展布的次之。

区域出露地层较为齐全，自震旦纪以来，各地质时代均有沉积，以下仅将二叠系以上各

组地层岩性特征简述如区域地层简表。区域矿产以煤、硫为主，零星分布有铁矿点和铅

锌矿点，铜矿化点较多，但均不具规模。

区域地层简表

系 统 组
地层

代号
厚度

(m)
岩性特征

第四系 Q 0-140 冲积、残积、洞穴堆积及滑崩积层。

白垩系 K 536 砖红色砂岩夹砾岩，与下伏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遂宁组 J2sn 340-985 泥岩、泥质粉砂岩，含钙质结核。
中统

侏罗系 沙溪庙组 J2s 761-915 下部泥质粉砂岩、泥岩与砂岩互层,上部泥岩夹砂岩

中下统 自流井组 J1z 210-250 泥岩、粉砂岩，底部泥质粉砂岩。

上统 须家河组 T3x 210-250 砂岩夹泥质粉砂岩及薄煤层。

法兰组 T2f 0-72 白云质灰岩、白云岩。

三叠系

中统
关岭组 T2g 220-346

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夹白云质泥岩，底部为黄绿色粘

土岩(绿豆岩)。

永宁镇组 T1y 195-441 泥质灰岩，顶部夹白云岩与白云质泥岩。

下统 飞仙关组 T1f 330-480 粉砂岩、细砂岩夹泥岩，下部夹鲕状灰岩。

卡以头组 T1k 16-70 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

长兴组 P2c 38-52 泥灰岩与细砂岩、泥质粉砂岩互层夹薄煤层。

龙潭组 P2l 130-170 粘土岩、细砂岩、粉砂岩夹可采煤层 1～3层。
上统

二叠系

峨眉山玄

武岩组
P2β 10-400 致密块状玄武岩，下部为凝灰岩(6～15m)，其底部赋存

黄铁矿。与下伏地层呈平行不整合。

茅口组 P1m 197-390 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

下统 栖霞组 P1q 126-320 厚层状灰岩。

梁山组 P1l 8-50 粘土岩，石英细砂岩夹煤层与炭质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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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矿区地质

矿区位于镇雄煤矿北部井田东段的 20～23勘探线之间，地处北东～北东东向镇雄复

式向斜北翼，该向斜被北东向断裂切割，出露地层与区域地层基本一致，地层走向北北

东～北东，总体倾向南东，倾角较缓，一般小于 10°，仅局部受断层影响，产状变陡。

地层

矿区在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之上，以平行不整合沉积了上二叠统龙潭组、长兴

组，以及连续沉积了下三叠统卡以头组和飞仙关组。现由老到新分述如下：

（峨眉山玄武岩组（P2β）

仅出露于矿区外围北西部，地层厚度 40～73m，一般厚 50～60m，厚度稳定。岩性

为深灰色致密块状、杏仁状玄武岩夹碳酸盐化玄武岩、紫红色凝灰岩。顶部 3～8m为杂

色凝灰岩，灰色凝灰岩。与下伏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龙潭组（P2l）

在矿区内出露较差，仅出露于矿区北西角，厚 101～199m，一般厚 140～150m。为

一套湖泊～沼泽相为主的地层，由陆源细碎屑岩夹煤层煤线组成，共含煤 10～22层，其

中 C5b 全区可采，C6a 大部可采，C5a 、C6c 在矿区外围局部可采。均分布于龙潭组（P2l）

上部，根据含煤性与含煤性特征，将龙潭组（P2l）含煤地层划分为上段（P2l3）、中段（P2l2）

下段（P2l1）三段，分述如下：

下段（P2l1）

该段地层厚度 35～70m，一般 50～60m。岩性为灰色泥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

粉砂岩、细砂岩及 2～4层薄煤。含分散状菱铁矿球粒、黄铁矿结核、植物化石。底部夹

C10煤层，煤层厚 0.05～0.30m，常分叉为 C10a 、C10b 两层。C10a 中夹 0.02～0.05m高岭

石泥岩。C10层位普遍存在，说明煤系开始接受沉积的时间大体一致。

中段（P2l2）

该段地层厚度 30～61m，一般 45m。岩性由灰色泥岩、粘土岩夹粉砂岩，细砂岩与

1～5层薄煤组成，泥岩与粘土岩中含较多的分散状菱铁矿和球粒状菱铁矿集合体。

上段（P2l3）

该段地层厚度 36～68m，一般 45m左右。岩性由浅灰、灰色泥岩、粘土岩、粉砂质

泥岩与粉砂岩、细砂岩互层夹煤层（线）7～15层组成，可采 2～4层，其余为薄煤层或

煤线，除C5b煤层顶板含海相化石外，其余煤层顶板均为植物化石，C6a 煤层以下的泥岩、

粘土岩中含较多的球粒状菱铁矿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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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组（P2c）

仅出露于矿区北、西部边缘，为一套多旋回海陆交替相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沉积，

厚 36～57m，一般 42～45m。为一套海陆交替相含煤沉积。岩性为深灰色泥质灰岩与灰、

深灰色粉砂质泥岩、粉砂岩、细砂岩互层，夹 4～7层薄煤层。仅顶部 C1煤层在矿区外

围局部可采，本组灰岩主要有四层，上部两层各厚 3～6m，中部一层厚 6～11m，底部一

层厚 1～3.5m。底界以Ⅰ5标志层底界与龙潭组分界，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卡以头组（T1k）

本组连续沉积于长兴组之上，一般出露于沟谷两侧坡脚，组成平缓山坡，厚 40～68m，

一般厚 55m。岩性上部为灰绿色泥质粉砂岩夹粉砂岩、细砂岩；中部为灰绿色泥质粉砂

岩，下部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灰岩。底界以Ⅰ7标志层下界与长兴组分界。

飞仙关组（T1f）

大面积分布于矿区内，并形成高差较大的山峦和悬崖峭壁，厚度 360～549m，一般

厚 440m。岩性主要为紫红、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及黄绿色泥质粉砂岩等，夹有少量细砂岩。

按岩性组合和化石特征共分为六段，其中本次工作范围内出露第一段（T1f1）、第二段

（T1f2）、第三段（T1f3），分述如下：

第一段（T1f1）

该段厚 40～77m，一般厚 55m；上部 20～50m为浅灰、灰色中～厚层状细晶鲕状灰

岩夹灰绿、紫红色泥质粉砂岩、细砂岩；下部 20～32m为灰绿、紫红色细砂岩与泥质粉

砂岩、粉砂质泥岩呈互层夹薄层鲕状灰岩，顶部鲕状灰岩具缝合线构造，含大量小个体

海相动物化石，厚 18m左右，全区连续分布，地表出露较好，常呈陡立悬壁，是矿区划

分第一段与第二段的重要可靠的Ⅰ8标志层。底部以灰绿色中厚～厚层状钙质细砂岩之底

界面与卡以头组分界。

第二段（T1f2）

该段厚 49～87m，一般厚 60m。顶部 0.50～1.00m为灰绿色粉砂岩、细砂岩夹紫红

色泥岩条带；上部 25～45m为紫红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灰绿色粉砂岩条带；中部 0.8～

2.5m（一般厚 1.40m）为灰绿色泥质粉砂岩夹灰绿色粉砂岩、细砂岩；下部 20～42m为

灰绿、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夹细砂岩，近底部夹 1～3层鲕状灰岩。

第三段（T1f3）

该段厚 90～140m，一般厚 115m，厚度变化较大。主要由紫红色薄至中厚层状泥质

粉砂岩、粉砂岩夹细砂岩与薄层生物灰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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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Q）

为坡积、滑坡崩积、冲～洪积物堆积层，厚 0～141.60m，一般 15m。

构造

褶皱

矿区范围内见五条褶皱，分别为 B52、S55、B55、S74、B74，现将 S74、B74特征叙述

如下，其余规模及影响较小。

S74向斜

为北部井田的主干构造，南西自北部井田西段于 ZK1606进入北部井田东段，横贯

井段中部，北东由椅子寨北西 150m延出井段，井段内长 7200m，其轴向自南西向北东

16～25线为 N48°E，25～27线转 N10°～15°E，27～29线转 N32°E，构成“S”型展布，

为一南南西、北北东仰起的对称向斜；幅度大于 433m，两翼地层倾角 4～10°，与井田

西段 S1主向斜呈左列式雁行排列，核部和两翼由飞仙关组第六段至茅口组地层组成，被

伴生的 F381、F585和后期东西向的 F354等断裂所切，最低点在 22线，主煤层标高为 1476m。

S74向斜在划定矿区范围内延伸长度约为 1300m，呈北北东向延伸，轴部及两翼地层

均为卡以头组、飞仙关组第一至第三段。

B74背斜

呈北北东向延伸，在矿区范围内延伸长度约为 1150m，在矿区南部被 F351断裂切割，

矿区北部被第四系残坡积层掩盖，轴部及两翼地层均为卡以头组、飞仙关组第一、二、

三段。

断层

勘探区断层分为北东、北西、北北东、北北西及东西向五组断层，现矿区范围内地

表所见的断层仅有 F351、F357二条，现将其特征叙述如下：

F351逆断层

为北北东向断层，位于详勘区东部，北起大坪村，南至朱场村、大坪上一带掩盖

1350m，在申请的矿区范围内长 550m，最大断距在 24线上为 65m，北段消失于茅口灰

岩中，为一走向 N5°～13°E、倾向 SEE、倾角 55°～70°的压扭性断裂。见断层角砾岩宽

0.65～4.00 m，自生胶结紧密，构造透镜体发育，局部见糜棱岩，该断裂发生于 B74两翼

并切割了 B74轴线与煤层，ZK2308控制浅部断距 60m，ZK2309控制深部断距 15m，

ZK2202控制深部断距 13m，切煤断距为 19～27m。

F357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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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矿区中部，北起南角树，南至 20线，一般断距 40余米，为一走向N15°～20°E、

倾向 SEE、倾角 50°～69°的压扭性断裂。见断裂角砾岩宽 0.20～4.80 m，自生胶结紧密，

局部见糜棱岩，该断裂受早期东西向 F365压扭性断裂的制约，产生复合关系，构成反接

形式，致使该断裂断距加大到 60m，切割了煤层。ZK2210控制中深部断距 15.21m，切

煤断距 15～20m。

矿区外围尚有 F355、F356、F357、F365、F367、F370、F399、F600等断层。

矿区内 ZK2210内见 f547、f548两条隐伏断层，外围工作区内 ZK2001见 f553、f554、f555，

ZK2002见 f557、f558，ZK2102内见 f549、f550、f551，ZK2302内见 F542、F612等隐伏断层，

规模均较小，且离矿区较远。

8.4.3 煤层特征

煤层赋存情况

矿区内含煤地层为长兴组和龙潭组地层，为一套连续沉积的含煤建造。

长兴组（P2c）

含煤线、煤层 4～7层。由上至下有编号的煤层为 C1、C2、C3和 C4共 4个煤层，除

C1煤层在矿区外围局部可采外，其余 C2、C3和 C4均不可采。煤层厚度一般 0.95～1.46m。

本组煤层平均累计厚度约 1.26m，含煤系数 2%左右。

龙潭组（P2l）

含煤线、煤层 10～18层，由上至下有编号的煤层为：C5a、C5b、C 5c、C6a、C6b、C6c、

C7、C8、C9、C10共 10层煤。其中 C5b为全区稳定的可采煤层；C6a为大部可采煤层；C5a

和 C6c煤层为局部可采；C 5c、C6b、C7、C8、C9、C10煤层均为不可采煤层。可采煤层厚

度一般 0.8～3.59m，不可采煤层厚度一般为 0.3～0.5m。本组煤层平均累计厚度约 7.85～

10.25m，平均 8.10m，含煤系数 5～7%。

可采煤层

C5b煤层厚度 0.82～2.23m，为全区可采煤层。C6a煤层厚度 0.64～1.29m，出现局部

不可采点。C6c煤层厚度 0.35～0.77m，小于最低可采厚度 0.80m，因此C6c煤层在划定矿

区范围内为不可采煤层。现将核实区可采煤层 C 5b、C6a特征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Cb 5煤层

位于龙潭组上段上部，为矿区主要可采煤层。下距 C6a煤层一般为 0.54～20.31m，

煤层厚度 0.88～4.67m，平均 2.85m。

煤层除局部受断层影响使煤层断失变薄至可采厚度以下外，其余全区可采，属中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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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稳定型煤层。

煤层结构简单，含夹矸 0～4层，全区较稳定。夹矸岩性多为高岭石泥岩（Ⅰ4标志

层，厚 0.02～0.03m）、水云母泥岩（Ⅰ3标志层，厚 0.04～0.05m）、炭质泥岩、水云母

泥岩及黄铁矿，厚 0.02～0.03m。

煤层顶板为深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一般厚 1.5～2m；底板为粘

土质泥岩、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一般厚 0.5～1m。

C6a煤层

位于龙潭组上段上部，为矿区次要可采煤层。下距 C 6c煤层一般 1.08～11.74m；煤

层厚度 0.83～1.61m，平均 0.98m，属薄煤层。

煤层结构简单，含夹矸 1～2层。夹矸位于煤层中部，其岩性为泥岩、炭质泥岩，局

部为高岭石泥岩，一般厚 0.04～0.11m。

煤层顶板为深灰色中厚层状粘土质泥岩、泥岩、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一般厚

1～2m；底板为粘土质泥岩、泥岩，局部为细砂岩，含菱铁矿结核及炭化碎屑，一般厚

1.2～1.5m。

8.4.4 煤质

煤的物理性质

本矿区各可采煤层多呈线理状及均一状结构，水平层状构造，仅 C5b煤层中稍见有

垂直节理。根据六件筛分试验结果，各煤层各级块度比例相差不大。

煤岩类型

肉眼煤岩类型

C5b煤层以光亮型和半光亮型为主；C6a煤层则为半亮型夹半暗型。从整个井田层面

上看，垂直方向上有明显的由光亮至暗淡型的变化规律。

显微煤岩组分

根据对 C5b、C6a煤层的镜下鉴定，煤岩显微组分较简单，常见的有凝胶化组分、丝

质组和半丝质组，偶见有角质层，矿物质主要为泥质和黄铁矿，本矿区不可采的 C6c煤

层有碳酸盐矿物赋存。

有凝胶化组分：主要为无结构凝胶体，少量木质镜煤，除呈基质外，常呈条带状、

透镜状和线理状，显微内生裂隙不发育。

丝质组：主要为木质镜煤丝炭，少数镜煤丝炭，前者常呈透镜状、条带状、少数呈

碎块状，后者主要呈碎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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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丝质组：主要为半木质镜煤丝炭，少数镜煤丝炭，主要呈碎块状，少量呈透镜状，

线理状等。

角质层：仅在 C6c煤层中偶然见到，保存较好。

泥质：主要呈浸染状和充填于残存胞腔中，少数呈条带状、透镜状等。

黄铁矿：主要呈星点状、结核状，有的充填于残存胞腔中。

碳酸盐矿物：为方解石，主要呈脉状和充填于胞腔中，在 C 6c煤层中赋存较多。

煤的化学性质

水分（Wad）

C5b煤层原煤水分一般为 0.64～1.71%，平均 1.38%，属特低～低全水分煤。

C6a煤层原煤水分一般为 0.73～1.46%，平均 1.07%，属特低～低全水分煤。

C 5b、C6a煤层均属特低全水分煤。

灰分（Ad）

C5b煤层原煤灰分一般为 11.73～23.89%，平均 18.16%，属低～中灰煤。C 5b原煤洗

选后灰分平均降低约 55%。

C6a煤层原煤灰分一般为 25.27～35.38%，平均 28.74%，属中～中高灰煤。C6a原煤

洗选后灰分平均降低约 60%。

上述二煤层洗选后灰分降低均大于 50%。

硫分（St，d）

C5b煤层原煤硫分一般为 1.64～2.95%，平均 2.38%，属中高硫煤。C5b原煤洗选后硫

分平均降低约 64%。

C6a煤层原煤硫分一般为 0.18～1.11%，平均 0.53%，属特低硫煤。C 6a原煤洗选后硫

分平均降低约 10%。

综上所述，原煤硫分较高的，洗选后降硫效果显著，而低硫煤则洗选效果不明显，

部分反而有所增高。

磷（Pd）

矿区煤层磷含量在 0～0.011%之间，属特低磷煤。

氧化砷（As2O3）

砷含量在 12.5～19.6（ppm）之间，属三级含砷煤。

8.4.5 煤的可选性

C5b属中～良～优可选煤；C 6a煤层属低等很难选煤或优等可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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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分（Vdaf）

C5b煤层原煤挥发分一般为 5.86～11.50%，平均 9.30%，属低挥发分煤。

C 6a煤层原煤挥发分一般为 9.61～10.71%，平均 10.26%，属低挥发分煤。

煤层挥发分均在 5.86～11.50%之间。

胶质层（Ymm）

胶质层最大厚度为零。可采煤层均属无烟煤三号（WY3）。

煤灰成分

除 SiO2和 Fe2O3的平均值相差较大外，其余平均值相差较小。

灰熔点

C5b煤层为低熔灰分，C6a煤层为高熔灰分。

发热量（Qnet，ar、Qgr，ad）

矿区 Cb 5煤层未进行发热量测定。C6a煤层原煤分析基低位发热量（Qnet，ar）为

21.94MJ/kg，平均为中低～高热值煤；干燥基高位发热量（Qgr,d）为 34.46MJ/kg。煤的

发热量与原煤灰分呈明显的反比关系。根据 CB/T15224.3—2004，为高热值煤。

固定炭（Fcad）

C5b原煤固定碳（Fcad）为 61.07～82.59%，平均 71.52%，为低～中高固定碳煤。

C 6a原煤固定碳值为 56.46～69.13%，平均 63.16%；为低～中高固定碳煤。

8.5 开采技术条件

8.5.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处区域地表分水岭地带，主要资源量分布于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地势

高峻陡峭，冲沟发育且切割较深，地形高差较大，有利于地表水、地下水的排泄。矿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无规模大的地表水体，仅见多条季节性小溪沟，对开采影响不大。

主要可采煤层赋存于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2l）顶部，富水性极弱；长兴组裂隙——岩溶

含水层本身为煤系，构成主要可采煤层的直接顶板，浅部富水性和导水性中～强，深部

富水性和导水性弱，地下水可直接进入矿坑，为矿床最主要的充水含水层。矿区断裂构

造虽较发育，但断层破碎带胶结较好，富水性弱，对矿床充水无危胁性影响。矿区水文

地质属以裂隙～岩溶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简单偏中等类型。

8.5.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地处高原山区，山高坡陡，切割强烈，地形复杂，古滑坡、崩塌、构造陷落柱

较发育，但多分布于矿区边缘，对矿山开采影响不大；矿区内地层岩性以细碎屑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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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主要可采煤层赋存于二叠系上统龙潭组顶部，以泥质岩类为主，井巷围岩属于软

硬相间岩组，岩体质量较差，软岩较多，不甚稳固；可采煤层顶板以坚硬～半坚硬岩为

主，底板以软弱岩石为主，煤层产状平缓，顶板相对稳固，底板易底鼓。断层虽较发育，

但断层破碎带胶结较好，对开采影响不大。井巷顶板一般较稳固，支护、维护较容易，

多采用工字钢梁、铆杆、箱木、液压支柱零星支护，部分井巷无任何支护保持完好。底

板软弱岩石多，稳固性差。因此，矿区工程地质类型属层状岩类半坚硬～软弱岩石为主

中等类型。

8.5.3瓦斯、煤尘爆炸、煤的自燃倾向性

根据云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和云南省煤炭工业局 2006-2008年连续三次对罗坪煤矿

瓦斯等级鉴定结果，罗坪煤矿最大相对瓦斯涌出量 2.53-5.59m3/t，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

0.20-0.37m3/min；最大相对二氧化碳涌出量 2.53-3.48m3/t，最大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

0.20-0.23m3/min，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第 133 条和相关规定，罗坪煤矿连续三年鉴定

均为低瓦斯矿井。

以往地质工作中，于镇雄煤矿区北部井田东段、西段勘探时共取煤尘爆炸试验样

32件，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测定结果，32件样品均无火焰长度，无煤尘爆炸危

险性，表明本区煤尘无爆炸危险性。另外，罗坪煤矿开采过程中于 2005年 11月对 C b

5煤

层采取 1件煤尘爆炸性试验样委托江西煤矿矿用安全品检验中心进行煤尘爆炸性试验测

试，测试结果 C b

5煤层无煤尘爆炸危险性。

经过钻孔揭露和矿山开采调查，核实区未发现煤的自燃痕迹和火区迹象。另外罗坪

煤矿开采过程中于 2005年 11月对 C b5煤层采取 1件煤的自燃倾向性试验样委托江西煤矿

矿用安全品检验中心进行进行煤的自燃倾向性试验测试，测试结果 C b

5煤层为不易自燃煤

层。

8.5.4 其他环境地质条件

区内无重大污染源，无热害，地下水质量一般良好，地表水污染较严重，质量较差，

生产矿井下游溪沟水多不能饮用。煤层局部瓦斯含量较高，属高瓦斯矿井；煤尘无爆炸

危险性，局部煤层含硫较高，可能会自燃。煤中含硫、磷、砷等有害元素，对地质环境

有影响。区域稳定性较差，但矿区稳定性较好，属地壳运动相对稳定的地区，抗震设防

烈度低。矿坑排水和废渣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采空区塌陷对煤层浅埋地段会造成地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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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和塌陷，影响山体边坡稳固性。矿区地处山区，植被较少，风化剥蚀强烈，水土流失

严重，生态环境脆弱，采矿废渣堆置不当会诱发滑坡、泥石流灾害。因此，矿区地质环

境质量中等。

8.6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及开拓开采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目前正处于改扩建中，井巷施工正

在进行，尚未投入正常开采。

根据区内地质地形、地貌、煤层赋存条件特征及结合井口及工业场地位置选择等综

合考虑，设计利用现 罗坪煤矿主平硐作为主井担负矿井的煤矸、材料设备运输和行人、

进风等任务；因原有回风平硐位于井田中部，井筒压煤较多，设计新选回风斜井担负矿

井的回风任务。

该井田范围内可采煤层为急倾斜煤层，煤层倾角 45º～55º左右，根据煤层赋存情况

及开采技术条件，设计采用伪倾斜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工作面回采工艺为：煤电钻打

眼→放炮落煤→人工攉煤→搪瓷溜槽溜煤。

9.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程序规范，按照评估委托人的要求，我公司组织

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9.1 接受委托阶段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于 2013 年 8 月 1 日通过公开摇号方式方式选择本公司作为承担

“(云南省)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价款评估的机构，由北

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对“(云南省)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

进行了采矿权评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于 2014 年 4 月 22日对该采矿权评估报告予以公

示（详见附件 323）。采矿权评估报告公示后因故未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完成价款处置，

现评估结果已经失效，需重新评估。经采矿权人申请，由我公司重新对本项目开展评估

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出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2018年 8 月 13 日，云南省镇雄县

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评估委托书（补充），明确了此次评估的目的、对象、范围，

确定评估基准日。

9.2 尽职调查阶段

2018年 8 月 17 日，本公司评估人员左和军（评估小组成员、项目负责人、矿业权

评估师）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负责人石端阳等陪同下，对云南

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的矿山建设、历史沿革、矿山开采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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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状况、矿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进行了现场考察和核实，并搜集了与本次评估

相关的地质、技术经济及财务等资料。

9.3 基础资料收集及完善阶段

2018年 8月 18日至 9月 8日，委托方对评估所需的矿山资产、生产成本、售价等

基础资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陆续提供给我公司。

9.4 评定估算阶段

2018年 9月 9日至 9月 21日，本项目评估小组对所掌握的该采矿权项目资料及实

地考察情况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对(云南省)镇雄县

天恒采矿权进行初步评估，期间委托方对评估所需资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9.5 出具报告阶段

2018年 9月 22日至 2018年 11月 6日，评估报告经公司内部三级审核，根据内部

审核意见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印制评估报告，将评估报告并提交评估委托人。

10. 评估方法

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为整合矿山，通过委托方提供和评估

人员现场收集等方式能够获得评估所需的技术及经济参数，矿山赋存的资源储量可靠，预

期收入稳定，可以满足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各项评估参数选取的条件要求。根据《中国矿

业权评估准则》，评估人员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计算公式为：

P


n

1


(CI CO)

 
t 1 

i
t 1

 
t

式中：P——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1，2，3，…，n）；



n——计算年限。

11. 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评估参数选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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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资源储量参数依据及评述

云南省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4月提交了《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2012年）》（详见附件十二P22），以下简称《核实报告》。《核实报告》对

矿区内的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核实单位具有地质勘查资质，核实工作所依据的资料比

较充分，资源储量估算符合相关规范、规定，核实区勘查类型划分、工程间距厘定基本

可行。且《核实报告》经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出具了《云

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

［2012]142号），以下简称《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并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以“关于《云

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云

国土资储备字［2012］281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故《核实报告》及《核实报告评

审意见书》提供的地质储量合理可信，本评估项目中的资源储量依据为《核实报告》和

《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

11.1.2 技术经济参数依据及评述

昆明地方煤矿设计研究院 2012 年 11 月编制了《云南省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罗坪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详见附件十五 P169），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

编制单位具有煤炭行业（矿井）专业设计资格，资质可靠。《开发利用方案》中的资源储

量依据为《核实报告》，设计采用原罗坪煤矿回风斜井作矿井回风井的平硐斜井联合开拓

方案合理，《开发利用方案》经云南省矿业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审查通过，并出具了专家评

审意见书，且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予以备案登记。《开发利用方案》编制依据可靠，矿山

开采等技术参数确定基本合理，可以作为采矿权价值评估的参考依据。因此本评估项目

中的技术参数主要依据《开发利用方案》。

《开发利用方案》中，仅给出了矿山扩大规模所需的新增投资，未提及对矿井原有固

定资产的利用情况，经济参数不够完整，之后通过矿权人与《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方云南

省地方煤矿设计研究院沟通，云南省地方煤矿设计研究院出具了“关于对《云南省镇雄县

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技术经济部分的补充说明”（详

见附件十六 P319），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基于矿山的改扩建工程已经完成，

因此本评估项目中的固定资产构成依据云南省地方煤矿设计研究院提供的“开发利用方案

补充说明”经分析其合理性后确定，基于矿山改扩建完成后其产煤量尚未达到 21.0 万吨/

年的水平，故本次评估中原煤成本采用“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给出的原煤成本，经分

析后确定。评估还有部分经济参数是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或国家相关规定综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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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11.2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1.2.1 储量核实基准日核实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云国土资储备字［2012］281号“关于《云南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2 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及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2］142 号《云南

省镇雄县罗坪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年）》评审意见书（详见附件十四 P164），截

至 2011年 3月 31日，核实范围内保有（111b+122b+331+332+333）资源量 765.7万吨，

其中(111b)256万吨（原岭兴煤矿 18万吨、田荞地煤矿 70万吨、罗坪煤矿 168万吨），

（122b）366万吨（原岭兴煤矿 14万吨、田荞地煤矿 47万吨、罗坪煤矿 305万吨），（331）

31万吨（均为新扩区），（332）38万吨（均为新扩区），（333）74.7万吨（原岭兴煤矿 7

万吨、田荞地煤矿 6.5万吨、罗坪煤矿 61万吨、新扩区 0.2万吨）。

注：在划定矿区范围外（批准平面范围内，最低开采标高外），累计查明（保有）（331）4.6 万

吨，（332）5.4万吨，（333）26万吨，合计 37 万吨。矿区整合范围外资源储量不纳入评估计算。

根据《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2］142 号）的评审结果，

经分析，核实的资源储量全部位于本次评估的范围内。划定矿区范围内占用 1982年提交

的《云南省镇雄县镇雄矿区煤矿北部井田东段详勘地质报告》B级储量 294万吨，C 级

储量 438.2万吨，表外矿 39万吨，合计 771.20万吨，其中已经开采消耗的 B级储量 16

万吨，保有 755.2万吨，保有资源储量中 B级储量 278万吨，C 级 438.2万吨，表外矿

39万吨，合计 755.2万吨（详见附件十四 P164-P165）。核实报告提交的保有资源储量与

动用资源储量之和为 771.24万吨，其中的占用 1982年详勘报告资源储量（动用+保有）

为 771.20 万吨，根据《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累计查明量大于 1982 年占用量的原因

是因为 1982 年未对氧化带下保安煤柱进行资源储量计算（详见附件十四 P157）。《核实

报告》中明确，保有及开采消耗资源储量全部为国家出资查明（详见附件十二 P132），

综合上述分析，本评估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全部为国家出资所探明，即(云南省) 镇

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为全部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

11.2.2 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以及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

时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对无偿取得且尚未进行有偿处置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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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的基准日以 2006年 9月 30日为准。矿业权评估基准

日与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基准日不一致时，按如下处理：自 2006年 10月 1日至评估基准

日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过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单

列（或明确）的，以此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证上所规定的生产规模进行换算。

根据《核实报告》及《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截至核实基准日，整合区内开采消耗

的资源储量共计 16.0万吨，全部为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的资源储量（详见附件十二 P132），

根据核实报告中的阐述，动用的资源储量全部为 C5b煤层（详见附件十二 P133）。根据《核

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原岭兴煤矿和原田荞地煤矿均于 2006年底关闭，年产原煤均为 0.8

万吨、回采率同为 75%（详见附件十四 P155），原罗坪煤矿始建于2000年，核定规模 3.0

万吨，2008年技改后年产 6万吨。

自 2006年 10月至 2006年底，原岭兴煤矿和原田荞地煤矿均为三个月生产期，根据

上述参数可以计算出期间两个矿井在上述期间动用资源储量均为：

0.8÷75%×（3÷12）=0.27（万吨）

本次利用的《核实报告》中罗坪煤矿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5万吨，而原昭通市国土资源

局评审备案的 2006 年核实报告消耗资源储量消耗资源储量 11.03 万吨。基于该矿山曾于

2008年进行技改（3万吨/年改 6万吨/年），说明其在生产能力达到 3万吨后曾有扩大规模

的需求，且《核实报告》中未明确给出各年消耗量或矿山实际生产能力。故，本次评估以

《核实报告》为依据，将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5万吨全部视为 2006年 9月 30日之后动用的

资源储量，原罗坪煤矿动用资源储量取 5万吨。

2014年 1月 3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矿山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没有进行生产活

动，所以 2014年 1月 3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动用资源储量为 0.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的动用资源储量仍然为原有三个矿区动用量之和，即

0.27+0.27+5=5.54万吨，开采动用的资源储量类型为（111b）。

11.2.3 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

本评估项目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应为核实基准日保有的资源储量与动用的资源

储量之和，即 771.24万吨，其中（111b）261.54万吨，（122b）366.00万吨，（331）31.00

万吨，（332）38.0万吨，（333）资源储量 74.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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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估算表 单位：万吨

矿权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动用的 评估采用的

范围 （截止 2011年 3月 31日） 资源储量 保有资源储量

评

煤层

编号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111b 小计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估

范
C5b 250.00 158.00 31.00 11.00 47.00 497.00 5.54 5.54 255.54 158.00 31.00 11.00 47.00 502.54

围

内
C6a 6.00 208.00 27.00 27.70 268.70 6.00 208.00 27.00 27.70 268.70

小计 256.00 366.00 31.00 38.00 74.70 765.70 5.54 5.54 261.54 366.00 31.00 38.00 74.70 771.24

详见附表二：(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可采储量及矿井服务年限估算表。

11.2.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计算评估利用的

资源储量时，对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应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预）可行性

研究或矿山设计分类处理，其中：经济基础储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部参与评估计

算；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蕴

经济资源量（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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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等中未予利用

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可信度系数在 0.5~0.8 范围取值，预

测的资源量（334）？原则上不参与评估计算。

《开发利用方案》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采用 0.8的可信度系数调整后

予以设计利用。基于该煤矿地质条件简单，勘查类型为Ⅰ类Ⅰ型，根据《煤炭工业矿井

设计规范》中的要求，本评估项目取可信度系数为 0.9。

则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计算如下：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11b）+（122b）+（331）+（332）+（333）×0.9

＝261.54+366.00+31.00+38.00+74.70×0.9

≈763.7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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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估算表 单位：万吨

矿权

范围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截止 2011年 3月 31日）

动用的

资源储量

评估采用的

保有资源储量 可信

度
评估利用资

评
煤层

编号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111b小计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系数

333
源储量

估

范

围
C5b 250.00158.0031.0011.0047.00497.005.54 5.54 255.54 158.00 31.00 11.00 47.00 502.54 0.9 497.84

内 C6a 6.00 208.00 27.0027.70268.70 6.00 208.00 27.00 27.70 268.70 0.9 265.93

小计 256.00366.0031.0038.0074.70765.705.54 5.54 261.54 366.00 31.00 38.00 74.70 771.24 763.77

11.2.5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评估利用的可采

储量是指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计算

公式如下：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开发利用方案》中境界煤柱、断层煤柱、隔水煤柱等永久煤柱损失量为 162.78

（47.88+108.20+6.70）万吨；设计主要井巷及井筒煤柱为 30.33（4.64+25.69）万吨（详

见附件十五 P227）。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计算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时采用可信

度系数对资源量进行折算的，计算设计损失量时应对该资源量所涉及的设计损失按同口

径采用可信度系数进行折算，《开发利用方案》中首先对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中（333）采

用 0.8 的可信度系数折算后计算出工业储量，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了各类设计损失

量，而本次评估对于（333）所取可信度系数为 0.9。基于《开发利用方案》中未提供各

类设计损失中各类资源储量所占用量，因此，由评估委托人联系《开发利用方案》编制

单位出具了《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提供了将（333）类资源储量按照 0.9 的可信度

系数调整后所占用的设计损失量。故本次评估采用《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详见附件

十八 P316）中给出的设计损失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将（333）类资源储量按照 0.9 的可信度系数调整

后井界煤柱设计损失量为 47.88万吨、断层煤柱 108.20万吨、隔水煤柱 6.70万吨，此三

项为永久性煤柱；井筒煤柱设计损失 4.64万吨，井巷煤柱设计损失为 25.69万吨，此两

项为临时煤柱设计损失（详见附件十八 P316）。

《开发利用方案》中可采储量的计算未考虑井巷煤柱的回收，根据《建筑物、水体、

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国家煤炭工业局煤行管字〔2000〕第81号）

等有关技术规程规范规定，非永久性煤柱推荐采矿回采率为 30%～50%，本次评估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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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采率估算非永久煤柱（工业场地及主要井巷煤柱）的可采储量。

根据《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规定，薄煤层（小于 1.3米）采区

回采率不应小于 85%；中厚煤层（1.3～3.5米）采区回采率不应小于 80%；厚煤层（大

于 3.5米）采区回采率不应小于 75%。根据核实报告中的煤层厚度统计结论，C5b煤层为

中厚煤层，《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采区回采率为 80%；C6a 煤层为薄煤层，《开发利用

方案》中设计采区回采率 85%。上述设计指标符合相关规范规定，故本次采区回采率分

别取 C5b煤层 80%，C6a煤层 85％。

以 C5b煤层为例，本评估项目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如下：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回采率+临时煤柱设计损失量×40%

=（497.84－35.05－78.80－6.70－3.10－21.56）×80%＋（3.10＋21.56）×40%

≈291.97（万吨）

同理可以计算出 C6a煤层的可采储量为 187.59万吨。

则，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各煤层可采储量之和即：479.56 万吨，其中回收煤柱可采

储量 12.13万吨。

(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估算表 单位：万吨

矿权 评估采用的 井筒及井巷
可信 永久煤柱

范围 保有资源储量 煤柱 采区
度 评估利用资 可采

回采 井巷煤柱
系数 源储量 储量

煤
率 回采率

井界 断层 隔水 村庄 井筒 井巷
333

层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煤柱 煤柱 煤柱 煤柱 煤柱 煤柱

号
评估

C5b 266.00158.0031.0011.0047.00 513.00 0.9 497.84 35.05 78.8 6.70 3.10 21.56 80% 40% 291.97
范围

内 C6a 6.00 208.00 27.0027.70 268.70 0.9 265.93 12.83 29.4 0 1.54 4.13 85% 40% 187.59

小

计
272.00366.0031.0038.0074.70 771.24 763.77 47.88 108.20 6.70 4.64 25.69 479.56

详见附表二。

11.3 矿山生产能力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生产矿山（包括

改扩建项目）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生产能力的确定应按以下方法确定：

（1）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确定；

（2）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属整合矿山，原采矿许可证（证号：

5300000830206）载明的生产能力为 6万吨/年。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整合后原煤

生产能力为 21万吨/年（详见附件十五 P229），与矿区范围批复及工信委批复文件批准的

生产规模一致，故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确定采用的原煤生产能力为 21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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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公式如下：

T = Q /（AK）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矿山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K—储量备用系数。

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479.56 万吨。《开发利用方案》中采用的储量备用系数

为 1.4（详见附件十五 P230）。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煤炭工业矿井

设计规范》规定，地下开采煤炭储量备用系数取值范围为 1.3～1.5。该煤矿地质构造条

件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故本次评估的储

量备用系数取 1.4。

则矿山服务年限：T＝479.56÷（21×1.4）≈16.31（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对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已确定有效期的，适用采矿有效期，即矿山服务年限短于采矿

有效期的，评估计算服务年限按矿山服务年限计算；矿山服务年限长于采矿有效期的，评

估计算服务年限按采矿有效期计算。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没有确定有效期的，按采矿有效期

30 年处理，即矿山服务年限短于采矿权有效期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按矿山服务年限

计算；矿山服务年限长于采矿权有效期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按采矿有效期 30年计算。

故本评估项目矿山服务年限按 16.31年计算。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评估计算年限包括后续勘查年限、建设年限

及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三个部分。本评估项目中的矿山的改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

预计剩余工期尚有一年时间，因此，本评估项目设定基建期为 1 年。即评估计算年限为

17.31年，评估计算期自 2018年 10月至 2036年 1月。

11.5 产品方案及产量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的相关要求，结合矿山开采实际，确定

本次评估(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的产品方案为原煤。该

矿主要可采煤层的最终产品为低灰～中灰、特低硫～中硫、低～特高热值无烟煤三号。

本次评估确定的矿山原煤生产能力为 21 万吨/年，故正常年份的原煤销售收入按 21 万

吨/年原煤计算。

11.6 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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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

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

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

准日前 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

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本次评估矿山产品方案为原煤，该矿为小型矿山，基于本评估项目计算的矿山服务

年限为 16.31 年，近年来原煤价格波动较大，故本次评估中原煤的销售价格适宜依据评

估基准日前五年的价格平均值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提供的原煤不含税销售价格 327.59元/吨，含税销售价

格 380.00元/吨（附件十八第 319 页）。

由于矿山进行生产技术改造以及受煤炭市场不景气影响，近三年来矿山未开采、销

售原煤。评估人员通过公开媒体调查到该地区无烟煤（WY03）原煤市场销售情况，当

地市场同等品质的原煤近一年含税销售价格在 400 元/吨左右。

经评估人员了解，昭通市未开展煤炭价格监测工作，故未收集到相关价格监测数据。

根据镇雄县价格认证中心为办理采矿权价款测算出具的价格证明 2014 年度平均含税价

格 449.51元/吨、2015 年含税价格 377.12元/吨（附件十八第 321页）。由于镇雄县价格

认证中心不再出具价格证明，2015年 9月至 2018年 9月期间的价格数据由评估人员通

过市场调查确定。结合上述调查结果，按月份加权平均计算得近五年当地原煤市场含税

销售价格约为 405 元/吨，按目前的 16%增值税率估算，原煤不含税价格 349.14 元/吨。

综上分析，通过收集整理价格信息计算得出的原煤含税价格 405 元/吨（不含税

349.14 元/吨），略高于设计单位出具的《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所设计原煤含税销售

价格 380元/吨，基本反映了该矿所在地区近年来的无烟煤原煤价格水平，符合该地区同

类原煤基本售价行情，是比较合理的。因此，本次评估确定原煤坑口含税销售价格约 405

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49.14元/吨。

11.6.2 年销售收入

(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正常年不含税销售收入计算如下：

正常年销售收入＝正常年原煤产量×原煤销售价格

＝21.00×349.14

＝7331.94（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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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矿山投资估算

11.7.1 固定资产投资

罗坪煤矿经为改扩建矿山，根据评估人员调查，矿山的改扩建工程已经完成，矿山

的生产能力已达到 21.00万吨/年的规模要求。同时，《开发利用方案》中只给出了 6.0万

吨/年扩大到 21.0万吨/年的增量投资，未给出利用原有固定资产情况。因此，本评估项

目中固定资产采用 2018年 9月 5日云南省地方煤矿设计研究院提供的“开发利用方案补

充说明”（详见附件十六 P316）确定。根据云南省地方煤矿设计研究院提供的“开发利用

方案补充说明”，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固定资产投资为 11960.39万元，

其中矿建工程 4262.50万元，土建工程 586.15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 3857.00万元，工程

建设其他费用 1465.00万元，基本预备费 1789.74万元。

评估人员对上述设计投资中剔除基本预备费，将土建工程归为房屋建筑物，将设备购

置与安装工程归为机器设备，将工程建设其它费用按井巷工程、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比

例进行分摊。最终形成评估利用固定资产投资 10170.64万元。其中：井巷工程 4979.76 万

元，房屋建筑物 684.74万元，机器设备 4506.14万元。

本次评估设定基建期为 1年，根据评估人员调查，矿山的改扩建工程已经完成，截

止评估基准日时点矿山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约为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补充说明中固定资产

投资额的二分之一，故本次评估固定资产中的二分之一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流出，剩余

的二分之一在基建期内均匀流出。固定资产投资的估算详见附表三。

11.7.2 更新改造资金、回收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及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根据财财税[2018]3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新购进设

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可抵扣进项增值税，增值税率 16%，新购进设备

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房屋建筑物、井巷工程等不动产可抵扣进项增值税，增值税

率 10%，房屋建筑物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本评估项目为改扩建矿山，因利用原有

资产较少，开发方案中将全部投资视为新增资产考虑，故本评估项目中固定资产在生产

期初及机器设备更新时均考虑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详见附表一及附表五。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房屋建筑物和主

要生产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改造资金投入，即设备、房屋建筑物在其计提完

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固定资产原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评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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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残值率按 5%计算（按原值计算）；房屋建筑物按照 20 年的生产期计算折旧；本评

估项目中，机器设备按 10年折旧期计算折旧；井巷工程按财务制度规定计提维简费、不

再采用年限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留残值。

经估算，正常生产年份的全部固定资产折旧费的合计值：以 2020年为例，年折旧费

为 398.61 万元，吨煤折旧费为 18.98 元/吨，生产期末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合计为

1889.79万元。

具体详见附表五。

11.7.3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煤矿的流动资金可以按年销售收入总额的 20%～25%

估算。考虑该项目未来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特性，本评估项目确定销售收入资金率为 22%，

本项目年销售收入总额为 7331.94万元，则流动资金为 1613.03万元。

流动资金＝7331.94×22%≈1613.03（万元）

流动资金在生产期按生产负荷分期投入，本评估项目的流动资金于投产期第一年一

次性全部流出。其中 30%为自有资金，70%为银行贷款，评估计算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

金。

具体详见附表一。

11.8 成本和费用

11.8.1 说明

基于罗坪煤矿目前的实际生产能力尚未按 21.0万吨/年实施，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结合该矿山属于改扩建矿山的具体特征，本评

估项目中的成本费用参数依据 《开发利用方案》和“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给出的经

济参数确定，对其中的个别成本则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国家有关规定及参照矿山生产实际予以调整。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表述又经评估人员向《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方征询，

其中生产成本中所涉及的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系参照矿山生产实际确定，均

为含税成本。

11.8.2 外购材料费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给出的原煤单位材料费为 23.50元/吨，换算为不含税

20.26元/吨（=23.50÷1.16）。该指标设计合理，基本反映该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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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水平指标。因此，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外购材料费（不含税）为 20.26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外购材料费为：20.26×21.00=425.46万元。

11.8.3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给出的动力费为 22.35元/吨，换算为不含税 19.27元/

吨（=22.35÷1.16）。该指标设计合理，基本反映该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

平指标。因此，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19.27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19.27×21.0=404.67万元。

11.8.4 职工薪酬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设计单位工资及福利费为 79.00 元/吨。该指标设计合理，

基本反映该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指标。因此，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

职工薪酬费为 79.0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职工薪酬为：79.00×21.0=1659.00万元。

11.8.5 折旧费

本项目评估中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及《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除井巷工程计提维简费外，其他固定资产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

房屋建筑物：按使用年限 20年、残值率 5%计，正常生产年份房屋建筑物折旧费为

29.57万元/年。

机器设备：本次评估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10年，按残值率 5%计，正常生产年份评

估利用机器设备折旧费为 369.04万元/年。

经估算，正常生产年份的全部固定资产折旧费合计 398.61万元，吨煤折旧费为 18.98

元/吨。具体详见附表五。

11.8.6 井巷工程基金、维简费、安全费用

根据财建［2004］119号《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

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以及云政办发［2006］8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生产安

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煤矿维简费提取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

南省煤矿维简费为 8.50元/吨（已包含井巷工程基金 2.50元/吨）。

根据 2012年 2月 24日财企〔2012〕16号《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及云政办发［2006］8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煤矿维简费提取和使用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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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其他井工煤矿安全费用吨煤 15元，该矿井为井工开采，且根据

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证明，矿山实际经营中一直按 15 元/吨计提安全费用（详见附件

十八 P319），本次评估安全费用标准取 15元/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维简费、井巷工

程费、安全费用列入总成本费用进行计算，对煤矿，按财政部门规定标准维简费的 50%（更

新性质的维简费）及全部安全费用（不含井巷工程基金）作为更新费用列入经营成本。

故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井巷工程费为 2.50元/吨；维简费为 6.00元/吨（其中折旧

性质维简费为 3.00元/吨；更新性质维简费为 3.0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维简费为：6.00×21.0=126.00万元，其中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63.00万

元，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63.00万元。

11.8.7 修理费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给出的修理费为 6.93元/吨，矿山生产技术改造后采用

机械化采煤，生产中机器设备及自动化作业及管理所要求的水准提高，生产设备所需的

修理、维护费用已不同于以往的简单修理所发生的成本，但《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

中设计的修理费仍显偏高，本次评估按照机器设备类资产的 2.5%考虑修理费用，经计算

单位修理费为 4.62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修理费为：4.62×21.0=97.02万元。

11.8.8 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煤矿瓦斯治理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8]230号），

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资金由煤矿企业按原煤实际产量从成本中提取，税前列支，具体提取

标准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40元/吨、高瓦斯矿井 30元/吨、低瓦斯矿井 20元/吨。本评

估对象为低瓦斯矿井，且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证明，该矿的瓦斯鉴定结果为低瓦

斯矿井（详见附件十八 P318），矿山实际经营中一直按 20 元/吨计提煤矿瓦斯治理专项

基金（详见附件十八 P319）。故本次评估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为 2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瓦斯专项治理基金为：20.00×21.0=420.00万元。

11.8.9 其他支出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说明》中设计其他支出包括 50%维简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社

会保险费等（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工会经费与职工教育经费）、其他费用（办公费、

业务招待费、检验费、采矿权使用费等），设计其他支出 72.50元/吨。该指标设计合理，

基本反映该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指标。因此，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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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为 72.5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其他支出为：72.50×21.0=1522.50万元。

11.8.10 财务费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财务费用主要是

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本评估项目流动资金为 1613.03 万元，其资金来源 70%为银行贷

款，按现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则正常生产年份单位财务费用为：

单位财务费用＝流动资金×70%×贷款利率÷生产规模

＝1613.03×70%×4.35%÷21

≈2.34

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财务费用为 2.34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的财务费用为：

流动资金×70%×贷款利率＝1613.03×70%×4.35%=49.14（万元）。

11.8.13 总成本与经营成本

本次评估总成本为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动力费、职工薪酬费、折旧费、维简费、

井巷工程基金、安全费用、修理费、地面塌陷赔偿费、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其他支

出及财务费用之和。经计算，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0 年为例）矿山原煤单位总成本为

261.47元/吨，年总成本费用为 5490.90万元。

本次评估经营成本为总成本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和财务

费用之后的成本，经计算（以 2020年为例），单位经营成本为 234.65元/吨，正常生产年

份的经营成本为 4927.65万元。总成本与经营成本计算详见附表六及附表七。

11.9 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资源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以应缴增值税为税基。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销售税金及附加根据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有

关标准进行计算。

11.9.1 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根据财财税[2018]32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自 2018年 5月 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7%降

至 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等服务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从 11%降

至 10%。本评估项目中产品销项税率为 16%（以销售收入为税基）；产品进项税率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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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费、动力费和修理费、机器设备及建筑工程为税基。其中：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分两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计算进项增值

税额时，以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和机器设备的进项税税率为 16%，不动产进项税税

率为 10%。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应纳增值税额计算如下：

年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7331.94×16%

＝1173.11（万元）

年进项税额＝（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修理费）×进项税率

＝（425.46+404.67+97.02）×16%

≈148.34（万元）

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0.00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

＝1173.11－148.34－0

＝1024.77（万元）

其他年份的年应纳增值税的计算详见附表八。

11.9.2 城市维护建设税

该矿注册地址为镇雄县赤水源镇布丈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

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以应纳增值税额的 1%计税。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

为例）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纳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1024.77×1%

≈10.25（万元）

11.9.3 教育费附加

根据国务院令第 448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

决定》，教育费附加费率为 3%。

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教育费附加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纳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

＝1024.77×3%

≈30.74（万元）

11.9.4 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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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财综[2010]98 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云南

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云财综[2011]46 号《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政策的通

知》，云南省地方教育附加费率为 2%，故本次评估地方教育附加费率取值为 2%。

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地方教育附加计算如下：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纳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1024.77×2%

≈20.50（万元）

11.9.5 资源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税[2014]72 号《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

通知》和 2015年 1月 15日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发布的《关于印发云南省煤

炭资源税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云财税[2015]13号），自2014年 12月 1日起，云南省

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对原煤产品，其资源税应纳税额＝原煤销售额×适用税

率，适用税率为 5.5%。对衰竭期煤矿（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及以

下的或者剩余服务年限不超过 5年的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税优惠减征 3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关于落实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

（2015年 4月 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5 年第 21号），本次评估衰竭

期确定为生产期的最后 5年，自 2030年 11月～2035年 10月，衰竭期内考虑资源税减

按规定税率标准的 70%估算。根据上述原则，本评估项目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 年为

例）资源税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应缴资源税＝应税煤炭销售额×适用税率

＝7331.94×5.5%

＝403.26（万元）

矿山闭坑前五年资源税减按 70%征收，以 2032 年为例，应缴纳资源税为

7331.94×5.5%×70%=282.28万元。

11.9.6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计算如下：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教育费附加＋年地方教育附加＋年资源税

＝10.25＋30.74＋20.50＋403.26

＝464.75（万元）

销售税金及附加估算详见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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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 3月 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08年 1月 1日起，企业按 25%的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正常生

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年企业所得税＝（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25%

＝（7331.94－5490.90－464.75）×25%

＝344.07（万元）

具体详见附表八。

11.11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

改方案〉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

成矿产地且矿业权价款未处置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

（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8%。

本项目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因此，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

12. 评估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于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提供资料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

（2）在评估计算期内，矿山生产能力及生产经营持续稳定。

（3）在评估计算期内，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或不发生其他不可抗力事件。

（4）本次评估基于产销均衡原则，即当期生产的矿产品全部实现销售。

13. 评估结论

核实报告提交的保有资源储量与动用资源储量之和为 771.24万吨，其中的占用 1982

年详勘报告资源储量（动用+保有）为 771.20万吨，根据《核实报告》中的表述，《核实

报告》累计查明量大于 1982年占用量的原因是因为 1982年详勘报告在氧化带下侧圈定

了保安煤柱，但未对煤柱进行资源储量计算（详见附件十二 P134）。综上分析， (云南

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为全部国家出资探明的矿产地，以往未处置

过价款，属于无偿取得的采矿权。

13.1 （333）以上资源储量的评估价值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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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评估方法和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云南省)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

坪煤矿”采矿权（333）以上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371.96万元，大写人民

币贰仟叁佰柒拾壹万玖仟陆佰元整。

13.2 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矿业

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采用下列公式计算评估对象范

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  P
1 Q
Q

1

k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334）？）；

Q—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时取 1）。

本次评估采矿权范围范围无（334）？资源量，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与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一致。即：Q1＝Q，地质风险调

整系数 k＝1，则本评估项目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371.96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

佰柒拾壹万玖仟陆佰元整。

13.3 根据云南省出让收益基准价计算的采矿权价值

根据云国土资公告[2018]1号文件规定，云南省主要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无烟煤 3.0元/吨，本评估采矿权所赋存的煤矿资源全部为无烟煤WY03，据此可以计算出

基准价标准下的采矿权价值为：771.24×3.0＝2313.72万元。

13.4 基准价对比

本次评估得出的出让收益价值为 2371.96万元，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为 2313.72万元。

本次评估按出让收益就高原则，确定出让收益评估最终价值结论为 2371.96万元。

13.5出让收益分割计算:

根据《核实报告》中所附的《镇雄县罗坪煤矿划定矿区范围资源储量估算结果申报

表》，动用的资源储量全部位于原采矿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中包括原有三个采矿权登

记范围及新扩区。经计算，原矿区范围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694.59万吨，占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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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扩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69.18万吨，占 9.06%。则原矿区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2157.96万

元，新扩区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214.90万元，分割计算见下表：

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分割计算表

项

目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763.77万吨）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中各部分所占比例

整合区

采矿权出让收益

原矿区
罗

坪

煤

矿

动用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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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94.59 69.18 100% 2371.96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得出的镇雄县同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罗坪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价值为 2371.96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柒拾壹万玖仟陆佰元整。其中原矿区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2157.96万元，新扩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214.90万元。

14. 有关问题的说明

14.1 关于划定矿区范围外资源储量未参与评估计算的说明

《核实报告》提交的、经评审通过的划定矿区范围外（批准平面范围内，最低开采

标高外），累计查明（保有）（331）4.6万吨，（332）5.4万吨，（333）26万吨，合计 37万

吨。因其不在评估采矿权范围，故未参与本次评估计算。

14.2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

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

评估。

14.3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方及有关的国

家行政机关使用，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向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本评

估报告的复制品不具有法律效力。

15. 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出具日期：2018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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