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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

采矿权（拟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君信矿评字〔2020〕第 278号

摘 要

评估机构：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对象：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

评估目的：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申请办理其持有的

“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新立（探矿权转采矿权）登记手续，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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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该采矿权在

评估基准日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年 9月 30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DCF）。

评估主要参数：

评估范围为《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

矿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云自然资矿管〔2020〕434 号）批复的矿区范围；矿区面

积 1.2239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2916米至 2310米。

勘探报告提交的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Ⅰ＋Ⅱ＋Ⅲ品级（331+332+333）矿石量

37883.93 千吨，平均品位（P2O5）22.09 %，其中：Ⅰ品级矿石 4743.40 千吨，平均

品位（P2O5）31.32 %、Ⅱ品级矿石 5976.25 千吨，平均品位（P2O5）26.16 %、Ⅲ品

级矿石 27164.28 千吨，平均品位（P2O5）19.58 %。

拟设采矿权无消耗量，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331+332+333）矿石量

37883.93 千吨，平均品位（P2O5）22.09 %（其中：Ⅰ品级矿石 4743.40 千吨，平均

品位（P2O5）31.32 %、Ⅱ品级矿石 5976.25 千吨，平均品位（P2O5）26.16 %、Ⅲ品

级矿石 27164.28 千吨，平均品位（P2O5）19.58 %），其中：（331）类矿石量 5593.27
千吨，平均品位（P2O5）24.42 %、（332）类矿石量 20219.80 千吨，平均品位（P2O5）

22.20 %、（333）类矿石量 12070.86 千吨，平均品位（P2O5）20.76 %。

（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0.70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34262.68 千吨，平

均品位（P2O5）22.21 %；评估利用设计损失量 4700.40 千吨；采矿回采率 80.12%；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23685.30 千吨，平均品位（P2O5）21.98 %；生产能力 90.00 万

吨/年；矿石贫化率 9.11%；矿山服务年限：28.95 年，基建期 3.00年，评估计算年

限 31.95 年；产品方案：磷矿石原矿（Ⅰ品级磷矿石原矿（采出品位 28.47%）、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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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基准价计算的“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出让

收益为 8,082.07 万元（474.34 ×4.60+597.63×2.60+2716.43×1.60），大写人民币：

捌仟零捌拾贰万零柒佰元整。

特别事项说明：

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 2015 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开具的《探矿权价款（保

证金）初步测算表》（编号：2015JK—97号采保证金），拟设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保有资源储量Ⅰ品级 449.52万吨，Ⅱ品级 574.06
万吨，Ⅲ品级 1822.01万吨，按Ⅰ品级 3元/吨、Ⅱ品级 2元/吨、Ⅲ品级 1.5元/吨费率

初步测算该采矿权价款保证金总额为 5230 万元，其中：采矿权价款保证金总额的

10%是 523 万元。根据《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云南方舟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缴纳价款保证金 623万元，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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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公开的，即评估报告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公

示无异议予以公开后使用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评

估结果不公开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

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在业务约定书中载明的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只能服

务于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除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

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

（拟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采矿权

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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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

采矿权（拟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君信矿评字〔2020〕第 278号
我公司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转让和矿业权评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

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云南方舟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进行了价值评估。评估人员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实地调研、市场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

算，对委托评估的“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

在 2020年 9月 30日所表现的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

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吴井路 32 号百富琪商业

广场 A-1922、A-1923；
法定代表人：范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5600606777；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1］002号。

2．评估委托人

本次评估委托人为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3．探矿权人

名称：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67951907246；
法定代表人：刘明义；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 12月 06日；

营业期限：2006年 12月 06日至长期；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金钟镇以礼村龙威公司综合楼；

经营范围：对矿产资源进行投资，矿产品销售。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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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目的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申请办理其持有的“云南省会

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新立（探矿权转采矿权）登记手续，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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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确定

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出

让收益评估价值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5.1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对象：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

5.2评估范围

①根 据 采 矿 权 申 请 人 提 供 的 《 矿 产 资 源 勘 查 许 可 证 》 ， 证 号 ：

T53120080403006643，有效期自 2020年 5月 11日至 2022年 5月 11日，勘查面积：

3.04 平方公里，勘查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见附件第 18 页）。勘探探矿权拐点坐

标见表 5-1。
表 5-1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探矿权拐点坐标表

拐 北京 54坐标 西安 80 坐标 国家 2000坐标

点 X Y X Y X Y

勘 1 2914387.00 34621400.00 2914327.30 34621314.29 2914335.18 34621425.61

勘 2 2914397.00 34622500.00 2914337.30 34622414.29 2914345.18 34622525.61

勘 3 2911627.00 34622497.00 2911567.29 34622411.31 2911575.14 34622522.63

勘 4 2911618.00 34621400.00 2911558.29 34621314.30 2911566.14 34621425.62

面积 3.04平方千米

②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

《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资源量估算标高 2916m～2310m，面积：1.14km2，

估算范围由 22个拐点圈定（见附件第 18、第 40页），资源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5-2。
表 5-2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坐标 X Y 拐点坐标 X Y

1 2914388.00 34621791.00 12 2912238.00 34621985.00

2 2914027.00 34622009.00 13 2912175.00 34621950.00

3 2913673.00 34621860.00 14 2912023.00 34621945.00

4 2913583.00 34621880.00 15 2911721.00 34621901.00

5 2913487.00 34621960.00 16 2911625.00 34621972.00

6 2913262.00 34621870.00 17 2911795.00 34622376.00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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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913043.00 34621986.00 18 2912189.00 34622442.00

8 2912759.00 34621860.00 19 2912596.00 34622321.00

9 2912563.00 34621833.00 20 2913001.00 34622308.00

10 2912519.00 34621868.00 21 2913403.00 34622352.00

11 2912414.00 34621848.00 22 2914192.00 34622364.00

标高： 标高: 2916m～2310m 面积：1.14km2

③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云自然资矿管〔2020〕434号），划

定矿区范围面积为 1.2239平方公里；开采标高由 2916米至 2310米。矿区范围由 31个
拐点圈定（见附件第 19～第 21页）。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下表 5-3。

表 5-3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拐点坐标表

拐点坐标 X2000 Y2000 X54 Y54 X80 X80
矿 1 2914336.18 34621816.61 2914388.00 34621791.00 2914328.30 34621705.29
矿 2 2914140.18 34622389.61 2914192.00 34622364.00 2914132.30 34622278.29
矿 3 2913351.17 34622377.62 2913403.00 34622352.00 2913343.30 34622266.30
矿 4 2912949.15 34622333.61 2913001.00 34622308.00 2912941.28 34622222.29
矿 5 2912544.14 34622346.62 2912596.00 34622321.00 2912536.28 34622235.30
矿 6 2912137.14 34622467.62 2912189.00 34622442.00 2912129.28 34622356.30
矿 7 2911743.14 34622401.63 2911795.00 34622376.00 2911735.29 34622290.31
矿 8 2911581.03 34622016.39 2911632.90 34621990.80 2911573.21 34621905.06
矿 9 2911580.80 34621991.96 2911632.67 34621966.37 2911572.98 34621880.63
矿 10 2911669.14 34621926.63 2911721.00 34621901.00 2911661.29 34621815.31
矿 11 2911971.14 34621970.62 2912023.00 34621945.00 2911963.29 34621859.30
矿 12 2912123.14 34621975.62 2912175.00 34621950.00 2912115.28 34621864.30
矿 13 2912127.61 34621814.01 2912179.47 34621788.39 2912119.75 34621702.69
矿 14 2912180.49 34621816.53 2912232.35 34621790.91 2912172.64 34621705.21
矿 15 2912186.14 34622010.62 2912238.00 34621985.00 2912178.28 34621899.30
矿 16 2912362.14 34621873.62 2912414.00 34621848.00 2912354.28 34621762.30
矿 17 2912467.14 34621893.62 2912519.00 34621868.00 2912459.28 34621782.30
矿 18 2912511.14 34621858.62 2912563.00 34621833.00 2912503.28 34621747.30
矿 19 2912707.14 34621885.61 2912759.00 34621860.00 2912699.28 34621774.30
矿 20 2912991.14 34622011.61 2913043.00 34621986.00 2912983.28 34621900.30
矿 21 2913210.16 34621895.61 2913262.00 34621870.00 2913202.29 34621784.29
矿 22 2913393.86 34621969.09 2913445.69 34621943.48 2913385.99 34621857.77
矿 23 2913378.42 34621837.77 2913430.25 34621812.16 2913370.55 34621726.45
矿 24 2913424.49 34621837.44 2913476.32 34621811.82 2913416.62 34621726.12
矿 25 2913435.17 34621985.62 2913487.00 34621960.00 2913427.30 34621874.29
矿 26 2913531.17 34621905.61 2913583.00 34621880.00 2913523.30 34621794.29
矿 27 2913621.17 34621885.61 2913673.00 34621860.00 2913613.30 34621774.29
矿 28 2913842.68 34621978.84 2913894.50 34621953.23 2913834.80 34621867.53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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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29 2913887.82 34621447.88 2913939.64 34621422.27 2913879.94 34621336.57
矿 30 2913978.59 34621452.23 2914030.41 34621426.62 2913970.71 34621340.91
矿 31 2913975.18 34622034.61 2914027.00 34622009.00 2913967.30 34621923.29

标高: 2916m～2310m 面积：1.2239km2

④划定矿区范围在勘探探矿权勘查区范围内，储量估算范围均位于划定矿区范

围内，本次评估范围即为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批复的划定矿区范围。根据《云南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云

自然资矿管〔2020〕434 号）探矿权申请转采矿权申请划定矿区范围面积为 1.2239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由 2916米至 2310米。

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据采矿权申请人承诺，上述拐点坐标确定范围内未设

置其他矿业权，与相邻矿权无重叠和纠纷，无矿业权权属争议，可作为本次的评估

范围。矿界关系示意图见图 5-1。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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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会泽县大箐磷矿三叠示意图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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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

勘探报告》，勘探估算范围内 KT1、KT2 矿体（331+332+333）类磷矿石资源量

37883.93千吨，P2O5平均品位 22.09%，矿山规模属中型。

⑴按矿体划分

KT1磷矿石资源量 36129.75千吨，P2O5平均品位 22.33%，占总资源量的 95.37%；

KT2磷矿石资源量 1754.18千吨，P2O5平均品位 17.12%，占总资源量的 4.63%。

⑵按资源类别

331类磷矿石资源量 5593.27千吨，P2O5平均品位 24.42%；占总资源量的 14.76%；

332类磷矿石资源量 20219.80千吨，P2O5平均品位 22.20%；占总资源量的 53.37%；

333类磷矿石资源量 12070.86千吨，P2O5平均品位 20.76%。占总资源量的 31.87%；

⑶按品级划分

Ⅰ品级矿石资源量 4743.40千吨，P2O5平均品位 31.32%；占总资源量的 12.52%；

Ⅱ品级矿石资源量 5976.25千吨，P2O5平均品位 26.16%；占总资源量的 15.78%；

Ⅲ品级矿石资源量 27164.28千吨，P2O5 平均品位 19.58%。占总资源量的71.70%。

5.3矿业权历史沿革、有偿处置情况及评估历史

“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铅锌矿普查”由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23 日依法申请获得，勘查单位：昆明铭立隆地质矿业有限公司。取得探矿权许

可证后实际地质工作由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云南华西矿产资源有限公

司进行，主要进行了资料收集与预查工作。

2008 年 4 月 22 日经第一次延续（变更），申请变更矿种（新增磷矿种），勘

查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其后历经六次延续申请，云南

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取得“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铅锌矿勘探”
许可证，许可证号：T53120080403006643，面积：5.12平方千米；矿区 1:5万区块

编号为：G48E011005；地理坐标（北京 54 坐标极值）：东经 103°12′54″～
103°14′00″、北纬 26°18′30″～26°20′00″；有效期限：2014 年 6 月 4 日～2015 年 6
月 4日；勘查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勘查区块名称 勘查证号 有效期限 面积 勘查单位 备注

云南省会泽县

大箐铅锌矿普

查

53000007101
08

2007年 01月 23日
-2008年 01月 22日

6.93km2 云南铭立隆地质矿

业有限公司

1 首次设立

云南省会泽县
T5312008040

2008年 04月 22日
2

大箐磷铅锌矿
6.93km2

3006643
-2009年 04月 22日

昆明理
工大学
科技

普查
产业经
营管理

延续变更



有限
云南省会泽县

T5312008040
2009年 09月 16日

公
司

3
大箐磷铅锌矿

详查
26.93km延续

3006643
-2011年 09月 16日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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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会泽县
T5312008040

2011年 11月 28日
4

大箐磷铅锌矿
6.93km2 延续

3006643
-2012年 7月 28日

详查
云南省会泽县

T5312008040
2012年 7月 31日

5
大箐磷铅锌矿

6.93km2 延续
3006643

-2013年 3月 31日
勘探

云南省会泽县
T5312008040

2013年 4月 28日
6

大箐磷铅锌矿
6.93km2 延续

3006643
-2014年 4月 28日

勘探
云南省会泽县

T5312008040
2014年 6月 4日

7
大箐磷铅锌矿

5.12km2 延续
3006643

-2015年 6月 4日
勘探

2020 年 5 月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探矿权延续变更，2020 年 5 月 11
日，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了探矿权证，证号：T53120080403006643；图幅

号：G48E011005；勘查面积：3.04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大海

乡；有效期限：2020年 5月 11日至 2022年 5月 11日。

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涉及各类保护区矿业权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

知》（云国土资[2016] 131 号 ）和《关于开展矿业权联勘联审依法审批工作的通

知》（云国土资[ 2017]44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完善矿

业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51号）等要求，会泽县人民政府、

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相关部门使用 1980直角坐标和 2000国家大地坐标开

展了实地联合踏勘、联合审查审核工作，2020 年 8 月 12 日取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云自然资矿管

〔2020〕434 号），矿区范围由 31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1.2239 平方千米，开采

标高 2916米至 2310米。

5.4矿业权评估史及有偿处置情况

经与采矿权申请人了解核实，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该采矿权未进行过评估。

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 2015 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开具的《探矿权价款（保

证金）初步测算表》（编号：2015JK—97号采保证金），拟设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保有资源储量Ⅰ品级 449.52万吨，Ⅱ品级 574.06



万吨，Ⅲ品级 1822.01万吨，按Ⅰ品级 3元/吨、Ⅱ品级 2元/吨、Ⅲ品级 1.5元/吨费率

初步测算该采矿权价款保证金总额为 5230 万元，其中：采矿权价款保证金总额的

10%是 523 万元。根据《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云南方舟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缴纳价款保证金 623万元（见附件第 371～第 373页）。

6．评估基准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基准日尽可能接近经济行为的实现日，尽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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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减少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应考虑评估所需资料的可取得性、使用方便性。

基于前述原则，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0年 9月 30日。

本次评估报告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符合矿业权

评估有关评估基准日选取的要求。

7．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等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改颁布）；

⑶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2014 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矿产资源

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⑷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发布、2014 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探矿权采

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⑸ 国务院国发〔2017〕29 号文印发的《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⑹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综〔2017〕3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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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⑺ 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15〕58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

产资源开发管理的规定》；

⑻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2015〕130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

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⑼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

行）》；

⑽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2016〕8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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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⑾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

公告》；

⑿ 国土资源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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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⒀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

准则（CMVS00001-2008）》、《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

《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规范（CMVS 11100-2008）》、《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

范（CMVS 11400-2008）》、《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

《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

⒁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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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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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⒃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1999）；
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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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V 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⒅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

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磷矿地质勘查规范》（DZ/T0209-2002）。
7.2 经济行为、权属和计量取价依据及引用的专业报告

⑴《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委托采购）合同书》；

⑵《矿业权人承诺函》；

⑶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⑷ 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铅锌矿勘探（保留）《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及《大

箐磷矿三叠图》；

⑸《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划定矿

区范围批复》（云自然资矿管〔2020〕434号）；

⑹《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2014年 12月）；

⑺《关于<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

国土资储备字〔2015〕48号；

⑻《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5〕
11号；

⑼《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昆

明坤泽矿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 9月）；

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表》云地资规研矿开审［2020］051 号及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组审查意见书》；

⑾《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摘录）—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云南金壤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11月）及《专家评审意见》；

⑿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资料（《探矿权价款（保证金）初步测算表》、《云

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磷矿石购销合同》）。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矿区位置和交通

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位于会泽县城 215°方向，平距 13 千米，行政区划隶属

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二道坪村委会。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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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县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位于矿区东部的省道（S207） “东川-大海-会泽”公路。

该公路大海-会泽段为柏油路，双向两车道，公路里程为 28km；大海-东川段为简易

石子公路，公路里程为 56km（现正铺设为双向两车道柏油路）。昭待（昭通－待

补）高速公路（G85）与嵩待（嵩明－待补）高速公路（G85）已全线贯通，矿区

至会泽县城公路里程为 30km，会泽县城至昆明公路里程 242km。

矿区现已经修建了矿山公路，该公路与 S207对接并纵贯全区（大脚河村-聂遮

箐村-大箐村），公路里程 8.7km，交通条件较好。

8.2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的高山峡谷区，属高中山-高山地貌。由西

向东有拱王山、梁王山、乌蒙山脉绵延展布。区域上最高海拔 4017m（乌蒙山牯牛

寨）和 4344m（拱王山雪岭），均位于矿区东部，最低海拔 695m（小江口），位

于矿权区西部，相对高差达 3322～3649m。矿区地形崎岖陡峻，山脉呈南北向展布，

发育流向近西的沟谷。区内地势一般东高西低，最高为矿权区东部二道坪-三道坪一

线，海拔 3200m，最低为矿权区西部河谷区，海拔 2300m，相对高差 900m 左右；

矿权内坡向 240～310°，村落及农耕区坡度 10～20°，其它多在 25～40°之间，局部

50°以上，地形陡峻。

区域上主要河流由西向东有小江、以礼河、牛栏江等，均属金沙江水系。矿区

西缘发育有小江的一级支流——大河，该河由南往北流经矿区外围西侧，旱季常出

现断流，接纳从矿区流出的三条小河的地表水流。

大脚河Ⅰ号沟：分布于矿区北部，河床标高 3050～2300m，由北东逐渐过渡为向

西流，最后汇入小江的一级支流中。该小河为长年流水，雨季水量约 3L/s～20L/s，
旱季水量约 0.3L/s，受季节影响较大。

聂者箐Ⅱ号沟：分布于矿区中部的聂遮箐村附近，河床标高 2670～2380米，属

季节性溪沟，雨季水量约 1L/s-10L/s，旱季无水。

大箐Ⅲ号沟：分布于矿区南部，48 号勘探线附近，河床标高 3120～2430 米，

属季节性溪沟。雨季水量约 3L/s-30L/s，旱季水量约 0.2L/s，甚至干涸。

受地势、海拔和大气环流的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南风最为盛行，由于

地形起伏高差大而又呈现出多种气候带并存的山地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 12.8℃，

极端最高气温 31.8℃（2003 年 4 月 25 日），极端最低气温-17℃（1999 年 1 月 12
日）。年平均降雨量 817.4mm。年均无霜期 210 天。年平均日照数 2109.8h，年总

辐射每平方米 133.4千卡。高海拔地区年平均气温 4.6℃，年降雨量 1500mm；低海

拔地区年平均气温 20.8℃，年降雨 500mm。每年 5～10月为雨季，干湿两季分明。

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常有霜雪出现；夏季气候温凉湿润，属降雨集中时节。由

于陡坡垦殖等原因，导致植被破坏较大，雨季常出现洪流，水土流失严重。

矿区位于会泽县城西南面，矿区范围内的行政村有二道坪村。该村属于绝对贫

困村，以农业人口为主，常住人口约 1600人，劳动力约 1100人，以汉族为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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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彝族、回族，汉族人口占 95%以上。当地居民多集中居住，主要居住在二道坪、

七家院子、大箐、泥者箐、大脚河及小坪坪等地势平缓地带。

矿区土地以旱地为主，人均土地较少，当地以农业生产为主，无工业。农业以

产玉米、马铃薯为主，少量水稻，荞麦、红薯等杂粮，经济作物主要有烤烟、油菜、

少量水果。

矿区内 10KVA 高压输电线路通达，电力资源充足，完全可满足矿山生产、生

活用电需求。西部大河及其东岸支流可满足矿山生产生活用水。普通建筑材料、生

产生活物资等均可在县境内或其周边解决。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⑴1978 年，云南地质局第二区调队完成了 1:20 万东川幅区域地质调查，初步

查清了区域地质构造轮廓、地层系统、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特点、成矿规律、地球

化学背景等，同时对该区磷矿做出了初步评价，并认为属一大型富磷成矿区。

⑵、1978-1980 年，云南省地质局第六地质队对会泽地区磷矿资源进行初期地

质工作并提交了《云南省会泽县五星背斜磷矿普查地质报告》（以下简称 1981 年

普查报告），该报告于 1981年经云南省地质局以“云地审〔1981〕7号”通过评审，

提交表内 D级储量 830826.0千吨。

⑶探矿权延续登记的需要，2012年 8月探矿权人委托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对会泽县大箐磷矿探矿权占用 1981 年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云南

省会泽县五星背斜磷矿普查地质报告》储量进行分割核实工作。2013 年 3 月 11 日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储量评审中心出具了《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资源储量分割核实

报告》。截止 2012年 10月 31日，大箐磷矿探矿权内占用 1981年普查报告Ⅰ+Ⅲ品

级的 D级磷矿石量 27338.0千吨，Ⅲ品级 E级磷矿石量 54998.0千吨，全属占用保

有量。对照现行规范，原 D级储量相当于 333类资源量，原 E级储量相当于 334？
类资源量。

⑷2002-2006年，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有色地质勘查院等单位，在矿区进行了

相关地质与找矿研究，系统总结了区内地层岩石、地 质构造、地质环境、矿产分

布、成矿规律及找矿前景，为勘探工作提供了可借鉴和参考的地质矿产理论依据。

⑸2007-2009 年，受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大箐磷矿中部 1.0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磷矿体进行了详查工作。

并于 2009 年 3 月提交了《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详查报告》。该报告通过云南省

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并取得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

资储备字〔2009〕147号），报告提交 332+333类Ⅰ+Ⅱ+Ⅲ品级磷矿石资源量 7537.40
千吨。

⑹2010年 3月至 2014年 12月，受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昆明理工大

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勘查区 3.04平方千米范围进行地质勘探工作。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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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 2009年详查工作为基础，至提交勘探报告历时四年零一个月，勘探工作主要

包括五个阶段：

①2010年 3月：组织完成野外踏勘和工程设计编写；

②2011年 4月-2012年 12月：组织完成野外工程施工和地质研究，探槽 17条共计

4170m3，钻孔 23个共计 5497.99米；

③2013年 1月-2013年 7月：组织完成地质报告、图件编制。

④2013年 8月-2013年 11月：报告评审，专家提出补充设计三个钻孔的方案；

⑤2013年 12月-2014年 3月：组织完成野外 3个钻孔（补充设计）施工和地质编录，

合计 1629.19米，基本分析 34个；

⑥2014年 4月-2014年 6月：修改完善地质报告、图件编制。

经勘查，矿区主要矿产资源种类为磷矿，局部见铅锌矿化。勘探估算范围内

KT1、KT2 矿体（331+332+333）类磷矿石资源量 37883.93 千吨，P2O5 平均品位

22.09%，矿山规模属中型。

1、按矿体划分

KT1磷矿石资源量 36129.75千吨，P2O5平均品位 22.33%，占总资源量的 95.37%；

KT2磷矿石资源量 1754.18千吨，P2O5平均品位 17.12%，占总资源量的 4.63%。

2、按资源类别

331类磷矿石资源量 5593.27千吨，P2O5平均品位 24.42%；占总资源量的 14.76%；

332类磷矿石资源量 20219.80千吨，P2O5平均品位 22.20%；占总资源量的 53.37%；

333类磷矿石资源量 12070.86千吨，P2O5平均品位 20.76%。占总资源量的 31.87%；

3、按品级划分

Ⅰ品级矿石资源量 4743.40千吨，P2O5平均品位 31.32%；占总资源量的 12.52%；

Ⅱ品级矿石资源量 5976.25千吨，P2O5平均品位 26.16%；占总资源量的 15.78%；

Ⅲ品级矿石资源量 27164.28千吨，P2O5 平均品位 19.58%。占总资源量的71.70%。

8.4矿区地质概况

8.4.1矿区地层

矿区范围内出露地层从老至新依次为震旦系上统灯影组（Zbdn），古生界寒武

系下统渔户村组（Є1y）、筇竹寺组（Є1q）、沧浪铺组（Є1c）、龙王庙组（Є1l）、

泥盆系中统海口组（D2h）及第四系（Q）。其中寒武系下统渔户村组第三段第二、

四层（Є1y3-2、Є1y3-4）为矿区磷矿赋矿层位。矿区地层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1、震旦系（Z）
呈南北向的条带状出露于矿区西部。主要为震旦系上统灯影组（Zbdn）地层。

厚度 331～938米。为一套浅海相含藻碳酸盐建造。与下伏陡山沱组呈整合接触。

岩性下部为浅灰、深灰色块状及薄层状细至微晶白云岩，在该部之底有厚度约 1
米～3米的白云岩质角砾岩分布；中部为灰、浅灰色块状藻白云岩，灰色、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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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粉晶、微晶白云岩；上部为浅灰色、灰白色块状、厚层状粉晶白云岩，向下渐

变为薄层至微层状淀晶内砂屑白云岩夹深灰色厚层状微晶白云岩。

2、寒武系下统（Є1）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中部，厚度 915.4～1238.2米。由老到新划分为下列 4
个组共 13个级别不同的地层单位。

⑴渔户村组（Є1y）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中部，厚度 265.4～361.4米，其变化特点是中段厚、

南北两段薄。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硅质岩-磷块岩建造（通称含磷建造），是矿区

磷矿的赋存层位。与下伏上震旦统灯影组呈整合接触。据岩石组合特征自下而上可

划分为下列 4个岩性段共 8个级别不同的地层单位。

①一段（Є1y1）：亦称下白云岩段，为碳酸盐夹砂泥质建造。厚度 132.4米。岩

性下部为深灰色、黑色泥岩，夹薄至中层状粉砂岩；中部为浅灰色薄至中厚层状白

云岩，夹粉砂质泥岩；上部为灰色薄至中层状白云岩与泥岩不等厚互层。白云岩普

遍含微、细粒黄铁矿。

②二段（Є1y2）：亦称硅质岩段，为硅质岩建造。厚度 69～140米。

岩性为浅灰色薄层状钙质粉砂岩，夹深灰色硅质岩，局部地段在顶部有厚度为

2～3米的深灰色薄至中层状粉晶白云岩。硅质岩约占本段岩层总厚度的 1/3左右。硅

质岩中局部偶见铅锌矿化。

③三段（Є1y3）：亦称磷块岩段，是矿区磷矿的赋存层位，为磷块岩建造。厚

度 34～46米。按岩石组合及矿化特征进一步自下而上划分为下列 4个岩性层。

第一层（Є1y3-1）：为灰色薄层状含磷白云石石英粉砂岩，局部夹有 5～30厘米

厚的磷块岩。厚度 8～16米。

第二层（Є1y3-2）：亦称下磷矿层。是矿区主要低品位磷矿层（KT2）的赋存层

位。为灰黑色薄至中厚层状磷块岩，夹含磷白云石石英粉砂岩。厚度 0～3.85米。

第三层（Є1y3-3）：为灰色薄层状含磷白云石石英粉砂岩，局部夹有 5～30厘米

厚的磷块岩。厚度 5～20.68米。

第四层（Є1y3-4）：亦称上磷矿层。是矿区主要工业磷矿层（KT1）的赋存层位。

为灰黑色薄至中厚层状磷块岩，夹含磷白云石石英粉砂岩，顶底为含磷白云石石英

粉砂岩。厚度 6.08～18.24米。

④四段（Є1y4）：亦称上白云岩段，为碳酸盐建造。厚度 31～45米。按岩石组

合及矿化特征进一步自下而上划分为下列 2个岩性层。

第一层（Є1y4-1）：为灰白色薄至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普遍显退色化现象，

顶部断续出现铅锌矿化、重晶石化，局部富集形成 10～30厘米的透镜状、囊状铅锌

矿体。厚度 9～15米。

第二层（Є1y4-2）：为灰、灰黑色薄层状、瘤状或豆荚状细晶白云岩，夹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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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薄层状泥岩。岩石普遍含黄铁矿及少量胶磷矿碎屑。厚度 22～30米。

⑵筇竹寺组（Є1q）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中部，厚度 323.4～404.8米。为一套浅海相细碎屑岩

夹泥质岩建造。与下伏渔户村组呈假整合接触。据岩石组合特征可划分为下列 2个
岩性段。

①下段（Є1q1）：为灰色薄层状含钙质粉砂岩，夹灰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泥

岩。厚度 110～160米。

②上段（Є1q2）：下部为灰色含钙质粉砂岩、含炭泥质粉砂岩，中部断续分布

薄层至中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粉砂岩、炭泥质粉砂岩，上部为灰色薄层至中厚层状

长石石英细砂岩，夹含钙质粉砂岩。厚度 213.4～244.8米。

⑶沧浪铺组（Є1c）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部，厚度 89.5～196.2米。为一套浅海相细碎屑岩建

造。与下伏筇竹寺组呈整合接触。据岩石组合特征可划分为下列 2个岩性段。

①红井哨段（Є1ch）：为浅灰绿色中层至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灰黑色

页岩。厚度 106.7米。

②乌龙箐段（Є1cw）：为浅灰绿色薄至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粉砂岩，夹深灰色泥

岩、页岩或互为夹层。厚度 85.9米。

⑷龙王庙组（Є1l）
呈南北向带状断续出露于矿区东部，厚度 130.4～275.8米。为一套浅海相碳酸

盐夹砂泥质建造。与下伏沧浪铺组呈整合接触。

岩性上部为深灰色薄至中层状粉晶白云岩，下部为浅灰色、深灰色白云岩，夹

少量页岩、粉砂岩及粘土质白云岩，局部有 0.4～1.0米粘土质粉晶白云岩。

3、泥盆系（D）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部。由老到新划分为下列 2个组。

⑴中泥盆统海口组（D2h）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部，厚度 6～64米。为一套浅海相碎屑岩建造。与

下伏下寒武统龙王庙组呈假整合接触。

岩性为灰白色、黄白色、浅灰色薄至中层状细到中粒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

夹紫红色长石石英砂岩、黄褐色粉砂岩。

⑵上泥盆统宰格组（D3zg）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部，厚度 303.3米。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夹砂泥质建

造。与下伏中泥盆统海口组呈整合接触。

岩性下部为浅灰色、灰色中层至厚层状粉晶至细晶白云岩，夹粗晶白云岩、泥

质白云岩、钙泥质页岩，局部夹白云质角砾岩及次生硅质岩条带或团块，方解石及

石英晶洞较发育；上部为灰色、灰白色中层至厚层粉泥晶灰岩，夹黄白色、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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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层状不等粒白云岩及少量灰绿色钙质岩、粘土岩。

4、石炭系（C）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部。由老到新划分为下列 3个地层单元。

⑴下石炭统大塘组（C1d）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侧，厚度 16.2米。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砂泥质建

造。与下伏上泥盆统宰格组呈假整合接触。

岩性下部为紫色、褐红色、灰绿色泥岩，夹粉砂质页岩、石英砂岩；上部为灰

色、浅灰色厚层状细晶灰岩，夹褐红色泥岩、硅质条带或结核。

⑵下石炭统摆佐组（C1b）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侧，厚度 57.6米。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建造。与下

伏大塘组呈整合接触。

岩性上部为浅灰色白云岩，下部为灰白色灰岩、鲕状灰岩夹白云岩。

⑶中上石炭统（C2＋3）

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侧边缘，厚度 90.7米。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夹砂泥

质建造。与下伏下石炭统摆佐组呈整合接触。

岩性中统为灰色、浅灰色中层至厚层状灰岩，夹浅灰色同生角砾岩、鲕状灰岩、

白云质灰岩，厚度 31.7米；上统为灰色、浅灰色中层至厚层状灰岩，夹黄绿色、紫

红色页岩，厚度 59米。

5、二迭系（P）
仅出露下二叠统梁山组（P1l）。呈南北向带状出露于矿区东侧边缘，厚度大于

33.8米。为一套陆相砂泥质夹含煤建造。与下伏中上石炭统呈假整合接触。

岩性为灰黄色、褐黑色中层至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夹页岩、炭质页岩，上部

夹透镜状煤层或煤线。

6、第四系（Q）
仅出露第四系全新统（Q4）。主要沿南北向大河河谷地带及其东岸的冲沟中分

布。厚度 0～20米。

成因类型属洪积、冲积之砂砾、泥，残坡积之砾、泥。

8.4.2矿区构造

矿区地处五星背斜南东翼，地质构造简单，主体构造为一近东倾斜的单斜层，

倾角在 35～50°之间。

断裂构造仅出现一些节理裂隙、层间滑动，而无断层出现。

8.4.3矿区岩浆岩与变质岩

矿区未见岩浆岩与变质岩分布，仅西侧外缘所出露的中元古界昆阳群黄草岭组

（Pth）出现区域低温动力变质作用，强度为低绿片岩相绢云母-绿泥石级，岩石类

型简单，为绢云板岩、绢云千枚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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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蚀变在下寒武统渔户村组四段第一层（Є1y4-1）普遍显退色化现象，局部地

段有重晶石化和硅化，特别当有铅锌矿化出现时更为明显。

8.5矿产资源概况

8.5.1 矿体特征

大箐磷矿属浅海相沉积磷块岩矿床，赋存在下寒武统渔户村组三段或称磷块岩

段（Є1y3），呈层状产出，矿体（层）露头总体由北向南呈条带状绕山分布。该地

层为一套海相沉积的碳酸盐-硅质岩-磷块岩建造（含磷建造），其中：磷矿化在三

段第二层（Є1y3-2）和第四层（Є1y3-4）内较强，并广泛富集成矿。矿体（层）产状

稳定，总体为一向东倾斜的单斜构造，其产状与上覆地层一致，该矿体（层）产状

一般为走向南北，倾向东，倾角 35°～45°，一般 40°。
含矿层总厚度为 20～50米。分上矿层、夹层、下矿层及其底板。上层矿（Є1y3-4）

由深灰色磷块岩夹灰色薄层状含磷白云石英粉砂岩组成。厚度 6.08～18.24米，富矿

体主要赋存于上矿层，Ⅰ－Ⅲ品级矿石在该层均有分布，其中Ⅰ品级矿石 P2O5平均含

量为 31.32%，Ⅰ－Ⅲ品级矿石 P2O5平均含量为 22.09%，矿体形态上较稳定，为本次工

作的主要目的矿体（层）；夹层（Є1y3-3）为含磷白云石石英粉砂岩，局部夹有 5-30
厘米厚的磷块岩。厚度 5～20.68米；下矿层（Є1y3-2）由灰色薄层状含磷白云石石英

粉砂岩及深灰色磷块岩组成，含大量藻类，厚度 0～3.85米，主要为Ⅲ品级矿石。下

矿层厚度小，矿石贫、不稳定、形态上具分枝现象，受岩相控制矿体沿走向倾向变

化较大；底板（Є1y3-1）为灰色薄层状含磷白云石石英粉砂岩，局部夹有 5-30厘米厚

的磷块岩。厚度 8～16米。

矿体的空间结构较有规律，具有上下贫中间富的空间结构规律，各种不同的矿

石自然类型空间分布层位稳定，矿石类型与品级密切相关。上部为砂屑状磷块岩，

多为Ⅲ品级矿石；中部为致密状磷块岩，多为Ⅰ、Ⅱ品级矿石；下部为条纹、条带状

磷块岩，多为Ⅲ品级矿石，在垂向上其矿石品级地表分布为Ⅲ-Ⅱ-Ⅰ-Ⅲ品级矿石，矿

体沿地表走向连续、稳定，沿倾向上由于矿石风氧化程度的差异，中、深部矿体品

级分布为Ⅲ－（Ⅰ+Ⅱ）－Ⅲ品级矿石。

矿层都稳定分布有Ⅲ品级矿体，地层风化（原生）有Ⅰ、Ⅱ品级矿体。当单工程

中Ⅰ、Ⅱ品级矿体缺失，全为Ⅲ品级矿体时，如有夹石分布，将夹石上、下分别命名

为上Ⅲ、下Ⅲ品级矿体。当单工程中全为Ⅲ品级矿体，亦无夹石分布时，根据矿石

类型及考虑与相邻工程的对应关系，当作上Ⅲ或下Ⅲ品级矿体。根据野外工作与薄

片分析，上Ⅲ品级矿体多为深灰色白云质硅质球粒磷块岩；下Ⅲ品级矿体多为灰黑

色条带状白云质磷块岩，底部见砾状磷块岩。钻孔岩心中，一般Ⅲ品级矿体比上Ⅲ
品级矿体破碎程度更大。

（一）KT1 磷矿体（上矿层）

1981年普查报告中大海矿段的Ⅴ号矿体，是勘查区内主要工业矿体。共探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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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32＋333类工业矿石（Ⅰ、Ⅱ、Ⅲ品级）资源量36129.75千吨，P2O5平均品位 22.33%。

矿体赋存于下寒武统渔户村组三段第四层（Є1y3-4）内。形态为单斜层状，产状为倾

向 76～94°、倾角 38～44°，无后期断裂破坏和明显的褶皱变形现象。

矿体呈南北向纵贯矿区中部出露分布，出露标高 2916～2600米，出露长＞2700
米。矿体由 TC35、TC27、TC23 等 24 个探槽和 ZK3101、ZK3102、ZK2301 等 29
个钻孔控制。沿走向工程间距 60～200米，控制走向长 2500米；控制最大斜深 451
米，控制底板标高 2343～2907 米。工业矿体最大厚度 15.94 米（TC60），最小厚

度 5.94米（ZK2301），平均厚度 10.26米。

⑴Ⅰ品级矿体

广泛分布于地表及浅部走向长度 2382米，沿倾向控制延深 198米。其中 21个地

表工程（TC24、44、48未见）、17个钻孔均出现该品级（ZK3102、1502、0003、
3201、801、4801、5602未见），地表及深部Ⅰ品级矿体在矿区 16线以北地区分布广

泛且连续性好，矿石有用组分分布均匀。但 16线以南地区主要见于部分地表工程并

零星分布。

单工程Ⅰ品级矿体厚度一般为 0.98～6.12米，平均3.24米，厚度变化系数 52.59%，

厚度变化较稳定。地表Ⅰ品级矿体总体平均厚度 4.07米，厚度变化系数 32.32%，厚

度变化稳定，深部矿体平均厚度 1.31米，厚度变化系数 32.71%，厚度变化稳定。

⑵Ⅱ品级矿体

广泛分布于地表及浅部走向长度 2518米，沿倾向控制延深 198米。其中 22个地

表工程（TC32、48未见）、17个钻孔均出现该品级（ZK3102、1502、0003、3201、
801、4801、5602未见），地表及深部Ⅰ品级矿体在矿区 16线以北地区分布广泛且连

续性好，但 16线以南地区主要见于地表工程，连续性较差。

单工程Ⅱ品级矿体厚度一般为 1.17～7.39 米，平均 2.50 米，厚度变化系数

49.33%，厚度变化较稳定。地表Ⅱ品级矿体平均厚度 2.57米，厚度变化系数 54.04%，

厚度变化较稳定，深部矿体平均厚度 2.35 米，厚度变化系数 39.21%，厚度变化稳

定。

⑶Ⅲ品级矿体

见于各探矿工程中，根据其分布特点，一般可分为上Ⅲ品级与下Ⅲ品级矿体：

上Ⅲ品级矿体：矿区沿走向长度 2740米，沿倾向探制斜深 373.28米，单工程矿

体厚度一般为 0.96～8.31米，平均 2.53米，厚度变化系数 77.77%，厚度变化不稳定。

地表上Ⅲ品级矿体平均厚度 2.49米，厚度变化系数 70.43%，厚度变化不稳定，深部

上Ⅲ品级矿体平均厚度 2.59米，厚度变化系数 97.12%，厚度变化不稳定，总体上有

由薄变厚趋势。

下Ⅲ品级矿体：矿区沿走向长度 2630米，沿倾向探制斜深 398.47米，单工程矿

体厚度一般为 1.25～8.49米，平均 2.98米，厚度变化系数 58.69%，厚度变化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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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下Ⅲ品级矿体平均厚度 2.88米，厚度变化系数 61.87%，厚度变化较稳定，深部

矿体平均厚度 3.20米，厚度变化系数 57.58%，厚度变化较稳定，总体上有由厚变薄

趋势。

总之，矿区内Ⅰ、Ⅱ品级矿体主要见于地表和浅部工程，Ⅲ品级矿体见于各探矿

工程中。根据采样工程，地表矿体沿走向矿体厚度变化稳定；品位变化稳定，矿石

有用组分分布均匀；深部矿体沿走向厚度变化较稳定，品位变化稳定。总体上矿区

北部矿体连续性及稳定性都好于南部矿体。

沿倾向由于深部工程控制较少，现有工程揭露的矿体变化特征代表性差。据现

有探矿工程：①Ⅰ、Ⅱ品级矿体见于地表工程及浅部工程，深部钻孔中仅见Ⅲ品级矿

体分布，说明矿体有向深部贫化的趋势或地表风化后品位变富；②据勘探线上钻孔

揭露，沿倾向矿体厚度变化较为复杂。

矿体内部零星出现夹石，矿化连续性好。顶、底板围岩及夹石均为含磷白云石

石英粉砂，局部顶板出现白云岩。总体具有由底板向顶板、由深部向地表变富的趋

势。

（二）KT2磷矿体（下矿层）

为勘查区内次要工业矿体，多为Ⅲ品级矿，共探获（331+332＋333）类工业矿

石（Ⅲ品级）资源量 1754.18千吨，P2O5平均品位 17.12%。矿体赋存于下寒武统渔户

村组三段第二层（Є1y3-2）内。形态为单斜层状，产状为倾向 72～98°、倾角 38～44°，
无后期断裂破坏和明显的褶皱变形现象。

矿体呈南北向于矿区出露分布，出露标高 2805～2412米，出露长＞2500米。矿

体由 TC23、19、15、11、07、03、00、04、08、32、8、44（12个）和ZK3101、2302、
1901、1503、1101、0702、0301、0002、0401、0801、1601、801、5601（13个）

钻孔控制。沿走向工程间距 60～200米，控制走向长 1800米；控制最大斜深 254米，

控制底板标高 2410～2803米。工业矿体最大厚度 3.85米（TC11），最小厚度 0.74米
（TC04），平均厚度 2.17米，厚度变化系数 51.52%，厚度变化属较稳定。

经统计，下矿层地表矿体平均厚度 2.41 米，厚度变化系数 43.01%，厚度变化

较稳定，深部矿体平均厚度 1.21 米，厚度变化系数 28.30%，厚度变化稳定，总体

上有由厚变薄并尖灭趋势。

8.5.2矿石类型及质量

⑴矿石矿物成分

矿石的矿物成分为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矿石矿物成分简单，以胶磷矿为主，

其次为微晶磷灰石及少量细晶磷灰石；脉石矿物主要有白云石、石英、玉髓，此外

还有少量铁泥质（包括褐铁矿）、黄铁矿、有机质、高岭石及少量白云母、电气石、

锆石及海绿石。按成因分为内源物质和陆源物质，内源物质有磷酸盐、碳酸盐和硅

酸盐；陆源成分主要为砂、泥质物，如石英、长石、云母、锆石、粘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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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矿石矿物

胶磷矿：由超显微微晶磷灰石组成，镜下透明、显微均质，经 X粉晶分析为氟

磷灰石。氟磷灰石，极微量 α－石英镜下特征：无色-浅棕褐色-深棕褐色，部分被

铁泥质污染呈红褐色；中正突起；折光率测定 N=1.553。呈球粒（或假鲕粒）、内

砂屑、鲕粒和凝胶状结构。其中以球粒（或假鲕粒）为主，颗粒中常有白云石、铁

泥质（部分褐铁矿）、硅质及黄铁矿等其他矿物的尘点状包体，次生变化可以不同

程度地出现白云石化、硅化及高岭石化。胶磷矿在矿石的含量约 20～90%。

细晶磷灰石：胶磷矿重结晶的产物，镜下一般为灰白、浅黄、灰色，呈纤维状，

放射集合体，显示不同程度的非均性，多分布于胶磷矿颗粒边缘，呈薄层亮圈，颗

粒间紧密镶嵌，并有平直边，为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折光率 N=1.630左右。偶

见结晶较大的细晶磷灰石。

②脉石矿物

白云石：主要脉石矿物，含 CaO25.49%，MgO15.06%。镜下为无色，粒度一般

0.04～0.1 毫米，多以胶结物及少量碎屑和重结晶粒状镶嵌等形态出现。一般为细

晶～隐晶质细粒集合体，少量呈菱面体碎屑。部分矿石可见重结晶镶嵌白云石，具

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有时可见半滚圆-滚圆状及椭圆状球粒白云石，部分构成颗

粒胶磷矿的包裹体。白云石在矿石中的含量 5～75%，一般为 35～60%。

石英：各类型矿石中都有出现，一般为陆源混入的砂屑和粉砂屑，呈棱角～半

滚圆状，粒径 0.05～0.2毫米，在大的颗粒中有泥质尘点及白云母包体，具再生边。

含量从少量到 10%。

玉髓：一般以胶结物出现，呈微粒状～细粒状集合体，具细～隐晶质结构。部

分成为胶磷矿颗粒的核心或尘点状包体。有的矿石中玉髓与白云石混生为胶结物，

并围绕胶磷矿假鲕粒垂直生长，形成栉壳状胶结。孔洞中有胶状或针状集合体、玉

髓充填，具放射状消光。含量 5～25%，少数可达 30～40%。

铁泥质及部分褐铁矿：各类矿石中都有铁泥质，沿裂隙层理浸染，呈浸染状分

布或呈星尘状被其它矿物包裹和混染于其它胶结物中。条带状磷块岩中，可见不同

条带的交界处，由铁泥质所组成的缝合线构造。铁泥质一般为红褐色～黑褐色，粒

度小于 0.02毫米，偶见褐铁矿呈黄铁矿立方体假晶。铁泥质在各类矿石中的含量从

少量到 15%。

有机质：呈黑色浸染状及尘点状包体，几乎各种类型的矿石均有，含量甚微。

白云母：呈碎片及鳞片状，零星分布，少数成为其它矿物的包体，碎片多为长

条状，含量约 2%。

黄铁矿：多见于白云质磷块岩中，一般为细粒状集合体，少数呈半自形～自形

小立方体星散分布，粒度 0.02～0.06毫米左右，含量甚微。

海绿石：镜下显微鳞片状集合体，颜色由绿-浅黄色，椭圆～浑圆和不规则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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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纵剖面上海绿石由次圆-不规则-次圆状的变化趋势。少部分海绿石呈细小包体

被胶磷矿包裹，粒径 0.05～0.16毫米，蚀变后析出大量铁质，褐铁矿呈黄铁矿假晶

或胶状围绕海绿石边缘嵌布，含量从微量到 5%左右。

长石：为陆源碎屑混入物，呈次棱角状，具聚片双晶和格子状双晶，粒经约 0.04～
0.06毫米，含量不超过 2%。

黑云母：少见，呈片状及鳞片状，棕绿色，粒度 0.02×0.12～0.04×0.08毫米，含

量甚微。

电气石：仅见于极少数矿石中，黄褐色，具多色性，呈粒状，粒度 0.06毫米左

右，含量甚微。

锆石：呈椭圆状，颗粒边缘有深色晕圈，粒度 0.04×0.06毫米左右，含量甚微。

膏盐假晶：具自形的矩形外貌，结晶程度高，粗大，可达中晶呈嵌晶结构，内

部重晶石、黄铁矿充填，含量甚微。局部可见沿矿石裂隙分布。

⑵矿石结构构造

①矿石结构

矿石常见的有球粒（或假鲕粒）、内碎屑、生物碎屑和泥晶结构，现将其特征

简叙于下：

球粒（或假鲕粒）结构：为无内部构造的圆形、椭圆形颗粒，粒度 0.04～0.12
毫米，颗粒均匀，颗粒中常见白云石、铁泥质、硅质及黄铁矿等尘点状包体，它可

能是浅水动荡条件下磷质胶体加积凝聚沉淀而成，或者是滚圆的内碎屑。为矿区矿

石的主要结构。

内碎屑结构：具不规则外形，按粒度大小分砾、砂和粉屑，小于 0.1 毫米为粉

屑，0.1～2毫米为砂屑，大于 2毫米为砾屑。常见粒径 0.05～0.1毫米的粉屑和 0.1～
0.25毫米的细砂屑，砂屑胶磷矿常与球粒和鲕粒磷块岩混生。其形成由早已凝聚沉

淀的各种类型磷块岩，在海盆地内经过底流的冲刷及不同程度的搬运堆积而成。砾

屑磷块岩主要产于下矿层底部。

鲕粒结构：鲕粒由一个碎屑核心，外包围着一个磷酸盐壳或若干个同心壳圈，

壳圈数 3～7个，个别可达 10个以上，形成高能鲕，大多数为核心大于壳圈的薄皮

鲕，粒径约 0.08～0.16毫米。鲕粒常与砂屑、球粒混杂，紧密堆积，局部呈条带聚

集。鲕粒是化学作用和机械作用兼有的产物。

生物碎屑结构：由软舌螺、腹足类、腕足类、单板类等生物介壳堆积而成，形

态复杂，管体内由微晶白云石、微晶磷灰石充填，一些外壳由泥晶胶磷矿包裹交代。

其形态大小长×宽为 3×0.5毫米、2×0.2毫米，横切面呈椭圆形，由壳圈和核心两部

分构成，内部含有机质时呈深棕色，有的边缘聚集一些微晶磷灰石，围绕生物碎片

呈层纤，柱纤状生长。

泥晶结构：不具任何特殊结构，镜下为均质体，有的文献称之为“凝胶状”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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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扫描，实际上是由超显微颗粒大于以μ 计微晶磷灰石组成，很少单独成矿，一般

以其它胶磷矿颗粒的胶结物出现。

②矿石构造

条带状构造：由深色的胶磷矿和浅色的粉晶白云岩相间构成，条带宽窄不一，

一般 5～10毫米。当白云石条带过渡到胶磷矿条带，其界面常呈波状起伏，具明显

冲刷面，而胶磷矿条带变为白云石条带时，其界面则较为平直。该构造为矿石的主

要构造类型，反映了沉积环境和物质来源呈周期性变化。

块状构造：由较单一的胶磷矿组成，层厚一般 10～20毫米，不夹白云石纹带，

有时见断续白云石小透镜体，为原生富矿的特有构造。

条纹状构造：下矿层中较常见，条纹厚薄较均匀、平直，较条带构造宽度细，

宽约 1～4毫米，由深浅两种不同颜色矿物相间组成。

层纹状构造：矿层中局部可见，由各类细粒的磷块岩和硅泥质磷块岩相间组成，

纹理宽度小于 1毫米，每组纹理都富含有机质。

8.5.2.2矿石化学成分

磷矿石的化学成分主要为 CaO 、P2O5和酸不溶物，含量变化为：CaO 22.08～
50.33%、平均 35.84%，P2O515.00～35.25%、平均 23.37%，酸不溶物 11.51～54.12%、

平均 27.18%。各种成分受氧化作用控制，由深部向地表的变化规律性：P2O5、酸不

溶物（SiO2）、枸溶性 P2O5增高，MgO、CO2降低，CaO、Al2O3、Fe2O3稳定。

主要有用成分：磷矿石的主要有用成分为 P2O5。P2O515.00～35.25%、平均

23.37%。

伴生有益组分：磷矿石中的伴生有益组分，含量均较低。

8.5.2.3矿石类型和品级

⑴矿石自然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有白云质硅质球粒磷块岩、块状球粒磷块岩、条带状白云质

砂屑磷块岩，另外有白云质生物碎屑球粒磷块岩、白云质含砾砂屑磷块岩等分布。

白云质硅质球粒磷块岩：主要分布于 KT1的上Ⅲ品级矿体中，灰色、中薄层状

构造，球粒、鲕粒结构，主要矿物为胶磷矿、白云石、玉髓，另外混杂少量以球粒

为核心，边缘聚集微晶磷灰石组成的薄皮鲕，孔隙—基底式胶结，胶结物为隐晶质

玉髓和白云石，有时见硅质条带、扁豆体或砾屑。P2O5平均含量较低，风化带可构

成Ⅱ级品矿石。

块状球粒磷块岩：主要分布于 KT1中，构成全区的Ⅰ品级矿体。灰黑色，风化呈

蓝灰色，球粒（或假鲕粒）结构，中～厚层状构造，矿物成分以球粒状胶磷矿为主，

含量大于 70%，其次含少量白云石及石英砂屑，磷基和云基胶结。平均含 P2O5

31.32%，是矿区唯一的Ⅰ品级矿体。

条带状白云质砂屑磷块岩：主要分布于 KT1 的下Ⅲ品级及 KT2 的Ⅲ品级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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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呈灰色、薄至中层状，具内细砂屑、内粉屑结构，条带条纹状构造。由不

规则状内砂屑胶磷矿颗粒与含上述颗粒胶磷矿之白云石组成相间条带或条纹。由于

砂屑胶磷矿分布较均匀，条带构造明显。该类型矿石其原生带和风化带变化颇大，

原生带以白云石条带为主，构成矿区主要的低品位矿石；风化带由于钙镁质大量流

失，胶磷矿含量相对增高，使得矿石品位提高。

根据磷矿一般工业指标要求，磷块岩矿石的品级是按 P2O5 品位的高低来划分

的，即 P2O5≥30%称Ⅰ级品、30%＞P2O5≥24%称Ⅱ级品、24%＞P2O5≥15%称Ⅲ级品，

矿区资源量以Ⅲ品级矿石为主。

氧化带：Ⅰ品级矿石主要为硅质及硅酸盐型,极少量混合型、碳酸盐型；Ⅱ品级矿

石主要硅质及硅酸盐型，极少量混合型；Ⅲ品级矿石主要硅质及硅酸盐型,极少量混

合型、碳酸盐型。

原生带：Ⅰ、Ⅱ、Ⅲ品级矿石主要以碳酸盐型为主，及少量的混合型。

矿石的工业类型与自然类型无明显关系，各种自然类型均可形成上述工业类

型。工业类型主要与风化程度有关，一般风化矿为硅质及硅酸盐型、混合型，原生

矿石基本为碳酸盐型。

⑵风化矿石特征

矿物成份

风化磷矿石与原生磷矿石相比较，胶磷矿、玉髓、铁泥质矿物含量增加，而白

云石含量显著减少。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中，风化矿石 P2O5、CaO、SiO2 含量较高，而 CO2、MgO
含量显著降低。

风化矿石由于磷酸盐矿物增加，碳酸盐矿物降低，导致结构、构造的相应变化，

部分碳酸盐矿物淋滤后在矿石的节理、裂隙面重新结晶，部分硅质矿物重结晶。白

云石经风化后，留下不规则、大小不一的溶蚀孔，条带状磷块岩中的白云质条带多

风化成泥质被带走，形成土状、粉砂状构造。

原生矿石风化后颜色变深，矿石风化后，体重变轻。

8.5.2.4矿体围岩及夹石

KT1（上矿层）

矿体顶板一般为含磷粉砂岩（Є1y4-1）或该层变薄，矿体直接与上覆白云岩(Є1y4-1)
呈整合接触，厚度 9～15米。矿体底板为含磷粉砂岩（Є1y3-3），该层稳定分布，厚

5～20.68米。矿层顶底板在区域内均稳定，野外也易判别；夹石在 TC15、ZK2302、
等 16个工程中均有分布，呈孤立透镜体零星出现，厚度 0.91～5.76米。

KT2（下矿层）

矿体顶板一般为含磷粉砂岩（Є1y3

～
3），矿体直接与其呈整合接触，该层稳定

分布，厚 5～20.68米。底板为含磷粉砂岩（Є1y3

～
1）。由于矿体厚度小，未见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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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布。

8.5.2.5 共伴生矿产

矿区内的铅锌矿体（化）见于下寒武统渔户村组四段或称上白云岩段（Є1y4）
地层中。一般见灰白色薄至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时，铅锌矿化较强，并局部富集成

厚 10～30厘米的矿体，但由于厚度小，工程揭露不理想等因素，不作为工作对象。

从前人所取得的勘查成果来看，与区域性分布的下寒武统有关的共伴生矿产主

要为钒和钼，已知的矿化层位有三个，均与磷矿相伴出现。

8.5.2.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勘探查明资源量中Ⅲ品级约占 66%，按照《磷矿勘查规范》，需对该品级矿石

加工选冶性能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勘探工作仍引用 2009
年详查工作进行的选矿试验结果。矿区进行详查工作时由探矿权人采集 1件磷块岩

矿石样品，进行了可选性试验，目的是研究 P2O5含量在 20%左右的磷块岩矿石的

选矿加工利用性能。

8.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6.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为以裂隙—溶蚀裂隙岩溶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因地

层富水性弱-中等，虽然地形利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自然排泄，但勘探工作并未对矿

坑涌水量进行预测，故将矿区勘查类型的复杂程度定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中等的矿

床；矿山平硐开采阶段，矿坑水可自流排放，可将矿区勘查类型的复杂程度定为水

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床。

8.6.2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开采井巷工程岩体结构类型属薄层状-层状结构、镶嵌结构，局部为碎裂结

构，岩石强度较坚硬-坚硬，岩体较破碎。岩体变形破坏方式为局部掉块、片帮、跨

塌。岩体基本质量为差－坏。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勘探类型为第三类，即以层

状较坚硬岩层、可溶盐岩类为主的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类型的矿床。

8.6.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属不稳定区，水土流失大，时有泥石流发生；周边无污染源，水体质量良

好；矿石有毒有害元素含量低；放射性核素比活度较低；矿区岩溶（喀斯特）作用

微弱。因此，地质环境质量属中等。

8.7开发利用现状

2020年 10月 28日，项目组评估师范俊带领项目组在矿山企业相关负责人陪同

下，对矿山进行了现场勘查，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属会泽县大海乡二道坪村委

会管辖。2007～2016年，矿区内前期地质勘查工作主要以槽探工程、钻探工程为主，

矿区内矿体处于前期探矿阶段，尚未进行开采，无地下采空区分布。该划定矿区范

围外设置有一个探矿权，同属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矿权纠纷。截止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正文 第 23 页 共 40 页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评估基准日矿山处于未建设、未生产状态。

9．评估实施过程

⑴接受委托阶段：2020年 7月 2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我

公司为该采矿权评估机构，并于 2020年 8月 11日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签订了《云

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委托采购）合同书》，2020年 10月 23日我公司与矿业权人进

行项目接洽，明确此次评估业务具体事项，拟定评估计划，向采矿权申请人提供评

估资料清单，收集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⑵尽职调查阶段：2020年 10月 28日，我公司评估师范俊带领评估小组在矿山

相关负责人肖佑华的陪同下进行了现场尽职调查，并查阅了有关材料，征询、了解、

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设计等基本情况，现场收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

设计资料等。

⑶评定估算阶段：2020年 10月 29日～11月 25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

下：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开发

及销售市场，按照选定的评估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

评定估算，并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⑷出具报告阶段：2020 年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完成内部

审查后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评估报告公示稿。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拟设采矿权适用的矿业权出让

收益评估方法为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

流量法。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且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详查

和勘探探矿权，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

范》有关规定，鉴于：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

已完成勘查、设计相关工作，该矿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且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

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所需参数基本

具备，因此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基本原理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为现金

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

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正文 第 24 页 共 40 页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P
=

n

1

∑
(CI CO )

− •
t i

t

= +
1 (1 ) t

式中： 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t ——年序号；

n ——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昆明理

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以下简称《勘探报告》）、

《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5〕11号
（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关于<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5〕48号（以下简称“备案证明”）、

《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昆明坤泽

矿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 9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及其专家组

审查意见书及评审意见表—云地资规研矿开审［2020］051 号、企业提供的相关资

料（《探矿权价款（保证金）初步测算表》、《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磷矿石购销合同》）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1.1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1.1.1资源储量估算资料评述

昆明理工大学科技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2月编制提交了《云南省

会泽县大箐磷矿勘探报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5年 5月 28日对该《勘探报

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评审意见（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5〕11 号）；2020
年 6月 5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勘探报告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

字〔2015〕48号）。

根据评估人员对《勘探报告》分析。《勘探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

划定矿区范围内；报告文字叙述清楚，章节齐全。勘查类型划分基本合理，勘查方

法、手段及工程网度选择合适。各项工作质量较高。矿区控制测量及地形测量精度

满足要求；资源量工业指标及估算方法选择合理，估算参数有据，分类编码确定合



适，资源量估算结果基本可靠。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该《勘探报告》由具有相关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编写，

经相关评审机构组织的专家评审通过，并进行了备案。《勘探报告》提交的矿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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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数据。

11.1.2设计资料评述

昆明坤泽矿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9 月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是依据

《勘探报告》估算的资源量编制的，该《开发利用方案》由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

计研究院于 2020年 9月 27日通过线上评审方式（函审）组织专家评审后形成了专

家审查意见书，2020年 10月 22日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出具了评审意见

表（云地资规研矿开审[2020]051号）。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地下开采，平硐+斜坡道开拓，矿井设计可采

储量 2368.53万吨，设计的生产规模为 9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32年（含基建期

3 年）。设计的产品方案为原矿，设计矿山采矿工程总投资 8964.27 万元，设计地

下开采总成本费用 90.70元/吨，设计的原矿销售价格为 120元/吨（含税）。

该《开发利用方案》是根据矿体赋存具体特点及开采技术条件，以评审通过的

资源量进行了总的设计利用。该《开发利用方案》以云南省磷矿行业市场生产力水

平为基本尺度以及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报告编制

方法合理、参数选取基本合理，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取的参考。

11.1.3其他评估用资料评述

其他资料主要包括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探矿权价款（保证金）初步测算表》、

《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磷矿石购销合同》等其他相关资料。

经评估人员分析，上述资料基本反应了云南省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出让收益

缴纳情况，可作为本次评估的参考依据。

11.2评估主要指标和参数的选取

各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11.2.1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1.2.1.1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即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勘探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提交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Ⅰ＋Ⅱ＋Ⅲ品级

（331+332+333）矿石量 37883.93 千吨（见附件第 248页），平均品位（P2O5）22.09 %，

其中：Ⅰ品级矿石 4743.40 千吨，平均品位（P2O5）31.32 %、Ⅱ品级矿石 5976.25 千

吨，平均品位（P2O5）26.16 %、Ⅲ品级矿石 27164.28 千吨，平均品位（P2O5）19.58 %。

根据财综[2017]35号文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

规定，其中规定“对无偿取得且尚未进行有偿处置的采矿权，剩余（保有）资源储

量估算的基准日以 2006年 9月 30日为准”。
由于本次评估目的为处置探矿权转采矿权出让收益，因此矿山无开采消耗量。

则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年 9月 30日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

矿采矿权（拟设）划定矿区范围内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Ⅰ＋Ⅱ＋Ⅲ品级

（331+332+333）矿石量 37883.93 千吨，平均品位（P2O5）22.09 %（其中：Ⅰ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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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 4743.40 千吨，平均品位（P2O5）31.32 %、Ⅱ品级矿石 5976.25 千吨，平均品

位（P2O5）26.16 %、Ⅲ品级矿石 27164.28 千吨，平均品位（P2O5）19.58 %），其

中：（331）类矿石量 5593.27 千吨，平均品位（P2O5）24.42 %、（332）类矿石量

20219.80 千吨，平均品位（P2O5）22.20 %、（333）类矿石量 12070.86 千吨，平均

品位（P2O5）20.76 %。

注：按《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其“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不进行可信度系数调整的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与可采储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的“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对应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相区别，故将前者称为“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即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后者称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

调整后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1.2.1.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是

计算可采储量的基础，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

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因此，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根据矿

山设计文件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

（CMVS30300—2010），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2）全部参与评估计算，不再进行可信度系数折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可信度系数；矿山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

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可信度系数应在 0.5～0.8 范围内取值。《开发利用方案》

中设计该矿（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为 0.70 （见附件第 274页），本次评估

按照《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该矿（333）类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为 0.70 ，则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基础储量+∑资源量×该类型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5593.27 ＋20219.80 ＋12070.86 ×0.70
＝34262.68 （千吨）

则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331＋332＋333）34262.68 千吨，平均品位（P2O5）

22.21 %，其中：Ⅰ品级矿石量 4522.32 千吨，平均品位 31.32 %；Ⅱ品级矿石量 5599.42
千吨，平均品位 26.17 %；Ⅲ品级矿石 24140.94 千吨，平均品位 19.58 %。

11.2开采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硐、平硐+斜坡道、溜井

开拓，无轨运输，设计选用自卸汽车运输矿、废石，设计中段运输巷道断面为三心

拱断面，宽度 3.5m，高为 3.3m，断面积为 10.69m2；端部回风井及矿石溜井断面为

4.0×4.0m，断面积为 16.0m2；斜坡道断面为 3.5×3.3m，断面积为 10.69m2。矿山开

拓主要为中段运输巷道、斜坡道、端部回风井、中央进风井、水仓。矿山采用空场

法回采矿体。矿体多为倾斜矿体，结合矿石顶底板围岩情况，采矿方法最终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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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空场法、留矿全面法。KT1矿体采用分段空场法（平均倾角 40°，平均厚度10m）、

KT2 矿体采用留矿全面法（平均倾角 40°，平均厚度 2.16m）。矿山设计总体规模

为 90万吨/年。自卸式卡车的计算与选型均按照矿区出矿最大的量作为设计依据, 自
卸式矿车 10台， 8台运输矿石，2台废石, 采掘设的选型上宜选用高效灵活的无轨

采掘设备，坑内主供水管沿地表经平硐、无轨斜坡道敷设至各生产中段平巷，再经

中段采区分段无轨斜坡道敷设至采矿工作面。

11.3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产品方案为磷矿石原矿（见附件第 273页），

则本次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Ⅰ品级磷矿石原矿（采出品位 28.47%）、Ⅱ品级磷矿石原

矿（采出品位 23.79%）、Ⅲ品级磷矿石原矿（采出品位 17.80%）。

11.4采选技术指标

本次评估中采矿指标主要参考《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专家组审查意见书》中矿山资源量已按（333）类资源储量的可信度系数折算。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不

做可信度系数调整，因此本次评估中（333）类资源量的设计损失量按《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专家组审查意见书》（见附件第 232 页）设计的可信度系数 0.7 进行

反算，则本次评估用设计损失为 4700.40 千吨。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组审查意见书》设计该矿采矿回采率为

80.12%，矿石贫化率为 9.11%（见附件第 332 页）。故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80.12%，矿石贫化率为 9.11%。

11.5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评估利用设计损失量）×采矿

回采率

＝（34262.68 －4700.40 ）×80.12%
＝23685.30 （千吨）

则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23685.30 千吨，平均品位（P2O5），21.98 %。

其中：Ⅰ品级矿石可采储量 2745.83 千吨，平均品位 31.32 %，占总可采储量 11.59%；

Ⅱ品级矿石可采储量 3708.36 千吨，平均品位 26.17 %，占总可采出量 15.66%；Ⅲ
品级矿石可采储量 17231.09 千吨，平均品位 19.58 %，占总可采出量 72.75%。

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二”。
11.6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对拟建的矿业权评估，应根据审批或

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管理部门核准生产能力文件等确定生产能力。

经评审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 90.00 万吨/年（见附件第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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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故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规模为 90.00万吨/年。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T—— 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ρ—— 矿石贫化率（%）

A—— 矿山生产能力

式中参数分别为：可采储量 23685.30 千吨，评估利用矿山生产规模 90.00 万

吨/年，矿石贫化率 9.11%，计算如下：

T＝23685.30÷10÷[90.00×（1－9.11%）] ＝28.95（年）

本次评估参考《开发利用方案》基建期取 3.00年，则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31.95
年，建设期从 2020年 10月至 2023年 9月，正常生产期从 2023年 10月至 2052年
9月。

11.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采用收益途径进行矿业权评估时，

一般选取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平均销售价格作为评估依据，对于服务年限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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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在确定矿产品价格时，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

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确定的矿产

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市场范围包括地域

范围和客户范围。

由于本次评估项目为采矿权评估，矿山处于未建设开采状态，无销售价格资料，

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会泽龙威矿业有限公司《购销合同》，评估人员对比分析

后认为，会泽龙威矿业有限公司地理位置、矿石品质与本次评估项目相近，其未来

生产销售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次评估参考会泽龙威矿业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的计

价方式确定磷矿（Ⅱ品级、Ⅲ品级）的价格。

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 2017年至 2020年《购销合同》（见附件第 374页～

第 377页）统计，得出各品位磷矿石销售价格如下：

购销合同销售价格统计表 单位：元/吨

年份 合同编号
17%≤P2O5≤19% 23%＜P2O5≤24% 备注

含税 不含税 含税 不含税 每批次加权

2017年 HZLW20170302 95.00 81.20 150.00 128.21
平均品位后，

2018年 HZLW20180301 100.00 85.96 160.00 137.54
品位小数点

2019年 HZLW20190626-1 100.00 87.91 160.00 140.66
后面≥0.80%
以上，则上升

2020年 HZLW20200330 105.00 92.92 160.00 141.59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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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品位计

价；品位小数

加权平均（不含税） 87.95 138.82
点后面＜

0.8%以下，按

实际品位计

价

则，按上述情况该矿Ⅱ品级矿石（采出品位 23.79%）平均不含税销售为 138.82
元/吨；Ⅲ品级矿石（采出品位 17.80%）平均不含税售价 87.95 元/吨。

根据矿秘书网（http://www.kms88.com/）查询到的磷矿石（品位 33%）2017年
10月至 12月、2018年、2019年、2020年 1月至 9月车板价统计如下表：

单位：元/吨

年份
车板价

含税 不含税
运费 不含税价

2017年 10至 12月 375.00 25.00 299.15
2018年 421.94 25.00 341.22

2019年 1月至 2月 430.00 25.00
2019年 3月至 12月 494.84 25.00

409.49

2020年 474.00 25.00 449.00

矿山距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路程将近 50 千米，据调查了解，当地

运输费用单价大约为 0.50 元/吨·千米（不含税），则运费为 25 元/吨。根据《矿业

权评估参数指导意见》，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品计价标准，以W P2O530%价为基础，

30%以上的每增加 1%，每吨加价 5%；30%以下的每喊少 1%，每吨减价 3%。本

次评估Ⅰ品级磷矿石（采出品位 28.47%）2017 年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43.14 元/吨
[299.15 ÷（1+5%）3×（1－3%）2）]；2018年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77.34 元/吨[341.22
÷（1+5%）3×（1－3%）2）]；2019年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32.83 元/吨[409.49 ÷（1+5%）
3×（1－3%）2）]；2020 年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64.94 元/吨[449.00 ÷（1+5%）3×

（1－3%）2）]。加权平均后Ⅰ品级磷矿石（采出品位 28.47%）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14.89 元/吨[243.14 ×3＋277.34 ×12＋332.83 ×12＋364.94 ×12）÷36]。
根据各品级磷矿石可采储量占矿区范围内可采储量比例采出，正常年份Ⅰ品级磷

矿石采出量 10.43万吨（90×11.59%），Ⅱ品级磷矿石采出量 14.09 万吨（90×15.66%），

Ⅲ品级磷矿石采出量 65.48 万吨（90×72.75%）。则：

正常生产年销售收入＝∑（各品级磷矿石采出量×各品级磷矿石销售价格）

＝10.43 ×314.89 ＋14.09 ×138.82 ＋65.48 ×87.95
＝10999.24 （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三。

11.8固定资产投资及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11.8.1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定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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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8964.27 万元，其中：开拓工

程投资 5242.97 万元，房屋建筑物 638.68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1326.04 万元，其

他费用 641.61 万元，预备费用 960.46 万元，搬迁及林地补偿费 154.50 万元（见附

件第 320页～第 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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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等矿山设计文件中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确定评估利用固定资产投

资时，应合理剔除预备费用、征地费用、基建期贷款利息等。剔除预备费、搬迁及

林地补偿费并将其他费用分摊至开拓工程、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含安装工程）

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7849.30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合计 695.00万元），其中：

开拓工程投资 5709.69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471.44万元），房屋建筑物投资695.53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57.43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 1444.08 万元（含增值

税进项税 166.13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详见附表四。

11.8.2更新改造资金投入与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有关财务制度，

井巷工程固定资产不提折旧。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为 20 年，

机器设备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为 10 年（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固定资产残值的比例统一确定为 5%。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按 30年计提折旧，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按 15年计

提折旧。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按原值的 5%计算，生产期末回

收全部固定资产残（余）值。

房屋建筑物可折旧年限大于矿山服务年限，房屋建筑物无需投入更新改造资

金，期末回收房屋建筑物残余值 51.43 万元。机器设备净值可折旧年限小于矿山服

务年限，机器设备需于 2038 年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1277.95 万元（不含税），当期

回收机器设备残值 63.90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146.19 万元。评估计算期内

合计回收残余值 261.52 万元。

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详见“附表六”。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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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化工原料矿山流动资金估算参考指标为：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0%~15%
估算流动资金，本次评估按 12.00%估算，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7849.30 ×12.00%
＝941.92 （万元）

本次评估的流动资金为 941.92 万元，于生产期第一年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全部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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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11.10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单位原矿总成本为 90.70 元/吨（见附件第 323页），

本次评估产品生产成本参考《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成本，部分成本结合《中国矿业权

评估准则》的规定重新进行估算确定。

总成本费用由外购材料费、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维简费、安全费用、

修理费、土地租用费摊销、其他费用和财务费用（利息支出）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

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土地租用费摊销和财务费用确定。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1.10.1外购材料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外购原材料为 19.76 元/吨（含税），本次评估单

位外购材料费为 17.49 元/吨（19.76 ÷1.13）。则：

正常生产年份材料费＝年原矿产量×单位材料费

＝90.00×17.49
＝1574.10 （万元）

11.10.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5.86 元/吨（含税），本次

评估单位外购材料费为 5.19 元/吨（5.86 ÷1.13）。则：

正常生产年份动力费＝年原矿产×单位动力费

＝90.00×5.19
＝467.10 （万元）

11.10.3工资及福利费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劳动定员 284人，其中生产工人 265人，管理及技术人员

19人，工人薪酬 7.00万元/人.年，管理人员 10.00万元/人.年（见附件第 313页、第317
页），本次评估福利费按工资总额的 14%重新计算后单位工资及福利费为 25.91 元/
吨[（265×7.00＋19×10.00）×（1＋14%）]÷90。则：

正常生产年份工资及福利费＝年原矿产量×单位工资及福利费

＝90.00 ×25.91
＝2331.90 （万元）

11.10.4折旧费

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30年、残值率为 5%，机器设备折旧年限

为 15 年、残值率为 5%。经计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为 101.12 万元，平均

单位折旧费为 1.12 元/吨（101.12 ÷90.00）。

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详见附表五。

11.10.5修理费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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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单位原矿采选矿修理费为 0.81 元/吨（含税）。本次评估

单位修理费为 0.72 元/吨（0.81 ÷1.13）。则：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年原矿产量×单位修理费

＝90.00 ×0.72
＝64.80 （万元）

11.10.6维简费

对采矿系统所需的更新资金（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性支出和费用性支

出）不以固定资产投资方式考虑，而以更新费用（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全部安全费用）

方式直接列入经营成本。

根据财政总《关于提高化学矿山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标准的通知》（财企

[2009]240 号）文，大中型磷矿维简费提取标准为 18 元/吨，其他化学矿山企业可

以根据自身条件在 14～18元/吨的范围内自行确实提取标准。该矿山属中型矿山，本

次评估按 18.00 元/吨计算，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对计提维简费

的矿山等，按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采出原矿量和采矿系统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单位

矿石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以按财政部门规定标准计提的维简费扣除单位矿石折旧性

质的维简费后全部余额作为更新费用（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列入经营成本（但余额

为负数时不列更新费用）。按此计算，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2.01 元/吨（5238.25
÷2605.93 ），则本次评估确定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2.01 元/吨，更新性质的维简费为

15.99 元/吨。则正常生产年份维简费为 1620.00 万元。

11.10.7安全费用

依据财政部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企[2012]16号），非金属露天矿山每吨 2.00元，非金属井下矿山每

吨 4.00元。本次评估该采矿权属于地下开采，则确定安全费用为 4.00 元/吨。

则，正常生产年份安全费用＝90.00 ×4.00 ＝360.00 （万元）

11.10.8其他支出

本次评估的其他费用包括了劳保费和其他制造费用。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

山设计的单位劳保费为 3.27 元/吨，其他制造费用为 1.36 元/吨，本次评估确定单位

其他支出为 4.63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支出＝年原矿产量×单位其他支出

＝90.00 ×4.63＝ 416.70 （万元）

11.10.9管理费用

⑴土地租用费摊销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土地一次性搬迁及林地补偿费为 154.50 万元，

本次评估单位土地租用费摊销为 0.06 元/吨，则年土地租用费摊销为 5.40 万元

（90.0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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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

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见附件第 337页），设计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投资

为 157.91 万元（含预备费 8.94 万元），矿山土地复垦总投资为 748.82 万元（含预

备费 205.16万元），本次评估将上述两项投资 906.73万元万元剔除预备费 214.1万
元后按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分摊计入经营成本。

本次评估正常生产期每吨矿产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费用为 0.27 元

（692.63÷2605.93 ），矿山年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24.30 万元（90.00×0.27 ）。

⑶其他管理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其他管理费用为 11.28 元/吨，本次评估确定单位其他

费用为 11.28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其它费用=90.00×11.28 =1015.20 （万元）

11.10.10销售费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销售费用为 1.20 元/吨，本次评估单位销售费用

取 1.20 元/吨，年销售费用为 108.00 万元（90.00×1.20 ）。

11.10.11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采矿权评估规定计算。

该矿所需流动资金为 941.92 万元，设定资金来源 70%为贷款，按现行一年期贷

款利率（LPR）3.85%计算，则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941.92 ×70%×3.85%÷90.00 ＝0.28（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利息支出＝年原矿产量×单位利息支出

＝90.00 ×0.28
＝25.20 （万元）

11.10.12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修理费

用＋维简费＋安全费用＋其他支出＋土地租用费摊销＋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

＋其他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4年为例）年总成本费用

＝1574.10＋467.10＋2331.90＋101.12＋64.80＋1620.00＋360.00＋416.70 +5.40
＋24.30＋1015.20＋108.00＋25.20

＝8113.82（万元）

折合单位原矿总成本费用为 90.15 元/吨（8113.82 ÷90.00）。

年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土地租用费摊销－财务

费用

＝8113.82－101.12－180.90－5.40－108.00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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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1.20（万元）

折合单位原矿经营成本为 86.68 元/吨（7801.20 ÷90.00）。

11.11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估算情况详见附表八。

本项目的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和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 2020年 8月 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维护建设税法》（自 2021年 9月 1日起实施），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率为 5%，该矿采矿权申请人注册点在云南省会泽县金钟镇，且《开发利用

方案》城市维护建设税取 5%，则该矿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 5%；教育附加按照国务院

令第 44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教育附加率

为 3%；地方教育附加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

政策的通知》（云财综〔2011〕46 号），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云南省地方教育附

加费率调整为 2%。则本次评估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率为 3%，地

方教育附加率为 2%。

11.11.1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依据 2019年 3月 20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自

2019年 4月 1日起执行。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
和 10%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3%、9%。

根据以上文件，确定增值税销项税率为 13%，以销售收入为税基；增值税进项

税率为 13%，以设备购置费用、外购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增值税进项

税率为 9%，以不动产为税基。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5年）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10999.24 ×13%＝1429.90 （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

＝（1574.10 ＋467.10 ＋64.80 ）×13%
＝273.78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

＝1429.90 －273.78
＝1156.12 （万元）

（详见附表九）

11.11.2城市维护建设税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5%）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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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12×5%＝57.81 （万元）

11.11.3教育费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3%）

＝1156.12 ×3%＝34.68 （万元）

11.11.4地方教育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率（2%）

＝1156.12 ×2%＝23.12 （万元）

11.11.5资源税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云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计征方式及减免税办法的决定》，

自 2020年 9月 1日起，磷矿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根据《云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

表》中磷矿原矿税率为 8%，故本矿资源税率取 8%。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

关于落实资源税改革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2017年 1月 24日第 2号公告），

对实际开采年限在 15年以上的衰竭期矿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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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

30%。

则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

年资源税＝年原矿销售收入×适用税率

＝10999.24 ×8.00%＝879.94 （万元）

11.11.6销售税金及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57.81 ＋34.68 ＋23.12 ＋879.94
＝995.55 （万元）

11.11.7所得税

依据 2007年 3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公布、自 2008 年 1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率为 25%。则：

正常生产年份具体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10999.24 －8113.82 －995.55
＝1889.87 （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1889.87 ×25%＝472.47 （万元）

11.12折现率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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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

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

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 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根

据评估基准日最近一期凭证式国债利率（5年期）确定为 3.97%。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

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勘探及拟建矿山风险报酬率、行业风

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分别为 0.35～1.15%、1.00～2.00%、1.00～1.50%。

由此计算得风险报酬率在 2.35%（0.35%＋1.00%＋1.00%）至 4.65%（1.15%＋

2.00%＋1.50%）之间，折现率在 6.32%（3.97%＋2.35%）至8.62%（3.97%＋4.65%）

之间。

本报告折现率取 8.00%。

12．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

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⑴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⑵ 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

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⑶ 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

范围内变动；

⑷ 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

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⑸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3．评估结论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对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

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会

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8,143.67 万元，

大写人民币：捌仟壹佰肆拾叁万陆仟柒佰元整。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出让收益根据矿业权范

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及地质风险调整系数，估算出资源

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计算公式如下：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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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特别事项说明

⑴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

的工作人员与委托人、采矿权申请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⑵评估工作中采矿权申请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勘探报

告》、《开发利用方案》及其他资料等，采矿权申请人应对所提供文件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⑶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为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

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为编制本报告书的重要依据。

⑷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

生效。

⑸报告使用者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评估委托书中所述评估目的，

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矿业权评估报告，否则，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⑹根据采矿权申请人提供的 2015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开具的《探矿权价款（保

证金）初步测算表》（编号：2015JK—97号采保证金），拟设云南方舟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会泽县大箐磷矿采矿权（拟设）保有资源储量Ⅰ品级 449.52万吨，Ⅱ品级 574.06
万吨，Ⅲ品级 1822.01万吨，按Ⅰ品级 3元/吨、Ⅱ品级 2元/吨、Ⅲ品级 1.5元/吨费率

初步测算该采矿权价款保证金总额为 5230 万元，其中：采矿权价款保证金总额的

10%是 523 万元。根据《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云南方舟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缴纳价款保证金 623万元，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6．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矿业权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但提请注意以下使用限制：

⑴本评估报告需送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公示无异议后使用，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

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⑵矿业权评估报告只能由在业务约定书中载明的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⑶矿业权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⑷除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矿

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7．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2020年 12月 1日。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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