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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矿产资源建设项目的基建时间很长 ,受市场变化的影响很大 ,本文从资源的使用价值和收益率两个
方面 ,提出了基于资源耗竭理论和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理论的建设项目中止评价理论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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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矿产资源建设项目的基建周期很长 ,一般在 5 - 10 年 ,改造项目一般也不低于 3 年 ,而且投资巨大 ,投入

生产后的资金回收期一般也很长。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替代产品的开发、经济结构的调整 ,有些项目在建
设期间就可以预见到投产后的经济效益将远远达不到预期的经济目标 ,甚至低于盈亏平衡点 ,使建设项目处
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适时地进行建设项目的中止评价 ,决定是否继续投资建设 ,是十分必要的。

2 　中止评价的产生
矿产资源属于国有 ,国家对矿产资源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计划经济下的矿产资源建设项目是不存在中

止的 ,是政府行为 ,人为地干预市场需求、干预资源利用 ,在国民经济建设初期 ,集中财力、物力、人力 ,为经济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是所有者、调节者 ,不是经营者 ,有偿出让矿产资源开发
权 ,使矿山建设从项目的提出、可行性研究、立项、设计、项目评估到投资建设 ,都是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进行
的 ,而且在建设期间的也处处受市场变化的影响。因此 ,应该对建设项目进行时时的市场监测、评价。按照
当前的市场形势预测 ,如果投产后经济效益低于盈亏平衡点、而且有继续下滑的趋势 ,则应该适时地进行该
项目的中止评价 ,以决定是否继续投资建设。

3 　中止评价的理论基础
对于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的中止评价 ,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中止后矿产资源是否增值 ,有利于资源作用

的充分发挥 ;二是中止后剩余资金的利用效率是否能够弥补已经投入资金的积压损失和其产生的机会成本。
3. 1 　矿产资源枯竭理论。矿产资源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尽管探明储量不断增加 ,但是

随着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 ,终有一天是要耗竭的。传统的矿产成本与非矿产成本相比 ,具有明显的特殊
性 ,它不仅包括劳动与资本成本 ,而且包括资源使用成本 ,矿产资源的所有者会因为资源耗竭的预期而推迟
生产 ,以满足未来的需求。推迟生产的原因有 : (1)因为对资源耗竭的预期而减少产量、求大于供、提高价格 ;
(2)随着资源的耗竭 ,开采条件变差 ,边际成本随着产量而增加 ,降低产量可以相应地降低边际成本 ,提高产
品利润 ; (3)因为储量的限制 ,通过缩小生产规模、延长生产期而推迟生产 ,可以降低资金成本 ; (4) 推迟生产 ,
保护资源相对提高未来资源的质量 ; (5)随着科技的进步 ,未来的资源开采成本会大大地降低。与此同时 ,矿
产资源的所有者也会考虑以下问题 : (1)当前收入比未来收入有更高的价值 (现金能通过获取利息而增值) ,
未来收入必须能弥补因为推迟生产而带来的利息损失 ,即未来生产的边际利润现值大于当前生产的边际利
润 ; (2)减少产量使得求大于供 ,价格上升 ,同时也会因为替代产品相应地产生而破坏市场结构 ,降低价格。

形成如下两种结果 :
需求增加 ———产量增加 ———价格下降 ———能源储存 ———投产开发 ———资源增殖
需求增加 ———产量增加 ———价格下降 ———能源储存 ———替代产品 ———价格下降
3. 2 　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理论。投资项目经济评价是在项目建设前由出资方进行的 ,常用的评价方法有

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 ,动态分析法是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投资项目评估方法 ,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应
用最广泛的有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在具体分析时针对具体项目 ,应具体考虑两个方面 ,即资源的增值
率和机会成本。

3. 2. 1 　资源的增值率。因建设项目中止而使得资源滞留地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源短缺的状况会日
益严重 ,地下资源会不断增值 ,尽管替代资源将不断地开发 ,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对资源需求的增长。因此 ,预
计的资源增值率应该大于当前的现金储蓄利率 ,其差值产生的效益应该能尽快回收前期的投资额和利息。

3. 2. 2 　计划投资余额的机会成本。建设项目中止后 ,计划的投资额将有部分剩余 ,这一部分资金用于
其它项目投资 ,将会获得经济收益 ,其收益额应大于该资金的机会成本 , 若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计算的机会成
本小于零 ,其收益应大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费用之和 : (1) 资本成本 ———投资额的本金和利息 ; (2) 已建设部分
的维护费、折旧及贬值 ; (3)人员安置费 ; (4)设备闲置和维护费。这里的机会成本是以资源的损失为代价的 ,
若从这一点来看 ,中止建设恰好是降低了该资金的机会成本。

4 　中止评价的内容
从建设项目评价的内容上来看 ,中止评价也应包括社会、环境、技术、经济、财务和不确定性等多个方面 ,

由于在建设项目立项前已经对该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评估 ,因此 ,本文只对技术经济和财务评价内容进
行讨论。

4. 1 　技术经济评价。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具有不可再生性和奇缺性 ,在替代产品开发还不能满足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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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其利用效果是重点应该评价的问题。首先应该评价资源利用的社会效果 ,社会需求决定生产规模 ,
由于它的特殊性质 ,要坚持“既满足当代需求 ,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始终保持供不
应求的需求状况 ,刺激替代资源的开发 ,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其次要评价资源生产的技术经济效益 ,我国矿
产资源的质量比较低 ,又由于几十年来的无计划掠夺性开采 ,使开采条件遭到破坏 ,利用现有的技术力量去
开发生产 ,其成本远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如某大型钢铁公司是集采矿、选矿、冶炼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 ,随
着冶炼技术的不断提高 ,公司的矿石需求量不断增加 ,自己的矿业公司生产的矿石只能满足需求的一半左
右 ,需要从境外大量进口矿石 ,随着矿业公司生产条件的变化 ,矿石的生产成本逐年提高 ,已经接近进口矿石
价格的两倍。但是为了职工的就业、社会的稳定 ,总公司每年要给矿业公司大量的补贴 ,以维持其生产 ,甚至
还要投资改扩建增加产量。与其投资开发 ,不如花钱购买 ,这样既节省了投资 ,又保存了资源。另外还要评
价其技术的可行性 ,即随着技术的进步 ,初始设计的技术手段是否能达到当前要获得经济效益的需要 ,是否
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先进性。

4. 2 　财务评价。财务评价是要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生产能力、产品质量 ,预计投产后能否按计划回收
投入的资金并获得利润 ,得出是否中止建设的结论。这个结论应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果综合决定 : ①从
项目中止时起至预计恢复建设投产期间的收益损失与继续建设并按期投产的亏损额比较 ,如果后者大于前
者 ,应该中止 ; ②剩余资金转向使用的净利润与全部投入并生产所获收益比较 ,后者大于前者 ,应该继续建
设 ; ③资源增值率与继续投入建设并生产所获收益 (扣除还贷部分) 比较 ,后者大于前者 ,应该继续建设。根
据三者的结果 ,比较是否继续建设两个方案 ,得出综合结论。

5 　结束语
矿产资源建设项目与其他不同 ,资源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投资建设评价的特殊内容 ,不仅要评价其社

会、环境、技术经济、财务及不确定性 ,还要评价资源的增值率。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 ,影响建设成
本的因素在不断变化 ,绝大部分建设项目都要追加投资 ,给投产后的经济效益带来极大的影响 ,可能造成亏
损局面。中止评价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适时地分析市场 ,评价经济效益 ,预计未来的经营效果 ,对
于充分发挥资源的使用价值 ,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和资金 ,减少因盲目投资建设所带来的损失 ,具有巨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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