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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矿产资源改革的不断深化,矿业权出让、审批等权力事项也进一步地下放,为贯彻落

实自然资源部、我市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提升矿业权出让、登记服务效能,便捷矿业权人

办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提出建设基于GIS技术的矿业权出让登记一体化系统,并在全市所

有区县进行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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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矿产资源改革的不断深

化,矿业权出让、审批等权力事项也进一

步地下放,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我市

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加快

“放管服”改革步伐,结合我市的矿业权

出让登记管理现状,为更好的服务矿业

权人,方便企业、群众办事,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路”,提出建设基于GIS

技术的矿业权出让登记一体化系统,并

对其功能和办事流程进行了重新梳理与

设计,并在全市所有区县进行了应用。 

1 流程梳理 

矿业权出让登记系统主要是针对矿

业权出让、矿业权登记两大类事项,主要

包括矿业权出让计划管理、矿业权出让交

易管理、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缴、矿业权登

记审批四大环节。通过“互联网+”的业

务远程申报模式,为矿业权人搭建了信息

化通道,矿业权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矿业

权相关业务,并缴纳矿业权使用费,实现

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 

2 系统设计 

2.1架构设计 

系统按照我局的“一云一库一平台

多应用”的信息化体系来构建,系统物理

部署基于“一云”(规划和自然资源云),

数据库构建基于“一库”(自然资源和空

间地理数据库),应用支撑系统基于“一

平台”(国土空间信息平台)进行构建,

业务功能遵循“多应用”的开发模式。

通过“大数据”、“大系统”、“大联通”

的方式构建系统应用,形成全市矿业权

出让、登记管理的全局共享和业务协同,

系统作为“一云一库一平台多应用”体

系中的重要支撑应用, 

2.2数据逻辑设计 

矿业权出让、登记业务一脉相承,

从矿业权出让计划开始,系统为每个矿

业权设置了一个唯一的编码,串联整个

矿业权全生命周期管理,每个矿山从“出

生”(设置)就有了一个唯一的标识,一直

到该矿山生命周期结束(闭坑)。设置矿

业权唯一标识,有效地解决了过往矿业

权出让与矿业权登记数据逻辑关系不紧

密的问题,为下一步打通各系统间数据

交换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2.3功能设计 

2.3.1矿业权出让计划管理 

矿业权出让计划管理包括计划申

报、技术审查两大环节。各区县局提出

本辖区内的矿业权出让计划报市局审批,

各区县初步拟定出让矿山名称、矿种、

矿山坐标、设计规模等,通过现场联合探

勘,并报区县政府同意后,向市局提出申

请；市局根据各区县上报的矿山,按照批

次进行重新组合,提出需进行出让前期

技术审查的矿山。 

技术审查主要分为矿业权设置技术

核查,通过GIS技术,系统构建了矿业权

设置智能分析功能,该功能首先判断该

矿业权是否符合矿产资源规划、是否符

合产业政策,系统自动判断该矿业权首

先必须符合矿产资源规划以及产业政策,

若不符合,则不能进行下列的分析检查；

其次,利用GIS技术对该矿业权是否位于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引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生态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等限制性区域,若该矿业权位于上述区

域中的任意一类；对该矿业权与上述区

域重叠范围进行高亮显示,并计算出重

叠压盖面积,提醒用户在该区域内不能

设置该矿业权,需对矿业权设置范围进

行调整。系统自动生成叠加分析报告,

并提供叠加区域的矿业权图形下载(支

持SHP、DXF等多种格式)；第三,计算该

矿业权与“三江”干流、高速公路、铁

路的距离,按照不同开采类型,设置不同

的距离要求,系统进行GIS空间计算；第

四,分析该矿业权设置的排他性要求,在

满足上述要求后,叠加现有矿业权图层

数据,保障矿业权设置不重叠、不压盖。 

2.3.2矿业权出让交易管理 

矿业权出让交易管理流程包括矿业

权公开出让公告流程、出让结果公示流

程、合同签订流程等环节。矿业权出让

交易首先要将纳入矿业权出让计划的矿

业权进行对外公示,在局公众信息网上

建设矿业权市场专题栏目,将纳入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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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矿业权信息进行公示,由于此次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各区县局负责审批

的矿业权公示公告信息也需在矿业权市

场中进行公示公告。因此,全市统一的矿

业权公示公告流程,形成统一的公示公

示模板是对外统计集中公示的关键。 

矿业权公开出让公告、出让结果流

程、合同签订流程均按照改革后的标准

流程进行构建,从发起、审批、公示等按

照规定时限进行配置,对于每位用户的

岗位处理时限均有时间限制,并会对每

个用户进行即将到期预警,超期提醒,以

红黄绿灯进行表示。按照每个公示公告

的内容,对应设置矿业权出让公示公告

的模板,以矿业权公开出让公告为例,出

让公告模板可以配置单个矿山或者多个

矿山的公告模板,并引导用户对各个矿

业权基本信息(如名称、公告序号、地理

位置、矿种、资源储量、设计生产规模、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出让收益起始价、

保证金、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内容,并同

步形成模板化的竞买须知、成交确认书

以及出让合同等矿业权出让完整的模板

材料。 

合同签订流程包括了矿业权新设、

延续、变更三种类型,根据不同的业务类

型,设计了不同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模板,

有效地规范了各级矿业权出让合同样式,

标准化地统一了全市出让合同板式。 

2.3.3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缴 

按照矿产资源改革要求,已将出让

收益征缴的权限下放至区县,市局不再

对出让收益进行征收。对此,通过矿业权

出让收益征缴模式的深入思考,一是完

善市局非税收入系统,完善该系统中征

收矿业权收益的相关功能；二是建立矿

业权出让收件监管模块,打通市局非税

收入系统,对每一宗矿业权的出让收益

做到实时监管,理清每一宗矿业权的出

让收益情况,并对当前全市、各区县的矿

业权出让收益情况进行整体监管,对出

让总收益、已缴纳总收益、分期缴纳未

到期、逾期缴纳的情况进行监管,并根据

不同的欠款对矿业权人进行分级预警,

智能提醒。 

2.3.4矿业权登记审批 

矿业权登记审批流程按照最新的矿

产资源改革最新要求,宝库探矿权、采矿

权两大类九小类登记业务,分别为探矿

权新立、延续、保留、变更、注销登记,

采矿权新立、延续、变更、注销登记。

通过与市网上办事大厅“渝快办”平台

进行双向打通,业务衔接,矿业权人通过

“渝快办”平台进行矿业权登记业务的

远程申报,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矿业权

登记业务,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路”,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材

料情况,矿业权主管部门在规定时限内

做出同意登记或补齐补正材料的登记结

果,并通过“渝快办”平台通知矿业权人,

矿业权人便可根据上述结果到主管部门

领取矿业权许可证或是准备补充资料。 

矿业权登记业务审批过程中,利用

GIS技术对矿业权登记的相关要求进行

了有效规范,使得办件更加的规范、高

效。通过对矿业权坐标的解析,生成矿区

范围的范围线,并提供“一张图”进行定

位并高亮展示；通过GIS计算,一是计算

该矿业权与其他矿业权的最小距离,二

是计算该矿业权与“三江”干流区域的

最小距离,三是对该矿业权的矿区范围

与自然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城市建设边界等限制性区域进行重叠检

查,检查其有无压盖上述区域的情况,若

存在压盖情况,系统将提醒审批人员不

通过该矿业权审批登记,使矿业权登记

更加规范、有序。 

3 总结 

系统通过GIS地理信息技术、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以全市矿业权出让登记审

批监管为目标,建设了规范的矿业权出

让计划、出让交易、收益征缴、登记审

批等流程,并在全市所有区县进行推广

应用,为促进我市矿业权出让登记管理

的全覆盖、规范化、精细化,提供了重要

的信息化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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