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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难度大：多个外资曾“折戟”于此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张龙

开采难度最大的“亚洲锌都”

金鼎锌业 11 年成就铅锌业开发样本

兰坪铅锌矿如今整体开发，多个

矿区整体化一的局面在历史的演变

中，经历了不少挫折。 曾长期作为国

家级贫困州、县的当地政府对于这个

“金饭碗”， 一直抱着急于开发的态

度，但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

未能如愿的原因主要在于兰坪

铅锌矿的开采难度过大。 在该矿山

上，当地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兰坪

铅锌矿属于世界上少有的氧硫混合

矿、世界级难选难冶呆矿，平均品位

低、开发投资大、加工成本高，加之地

处中国西南边疆高海拔山区和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远离国家

电网、煤焦产地和铁路交通线，开发

建设的投资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很差。

在地质勘探结束后长达 8 年之

久的大规模群采，也造成了资源的大

量损失和生态破坏。

从 1985年到 1992 年， 是兰坪铅

锌矿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连当地

的政府官员在谈到这一时期时都感

到惋惜。 在当时“大矿大开，小矿小

开，强化开采，有水快流、国家———集

体———个人一齐上”的影响下，上万

人涌入兰坪铅锌矿， 四处开坑打洞，

进行土法开采高品位铅锌矿，迅速形

成群采高潮。

这种混乱的局面被当时的国家

计委《经济消息》 编辑部注意到，在

1989 年 5 月 24 日第 23 期发表了题

为《兰坪铅锌资源乱采损失严重，急

需国家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的调研报

道。

报道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85 年至 1988 年四年间， 由于大规

模群采， 累计损耗矿石 500 多万吨，

折算铅锌金属量 90多万吨。

1989 年兰坪铅锌矿的大规模群

采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务

院将兰坪铅锌矿列入首批国家规划

矿区。 1991年 12月，云南省开始治理

整顿矿山秩序，1992 年中国有色总公

司和云南省政府共同成立兰坪铅锌

矿筹建组，由筹建组接管国家规划矿

区。

1993 年，在兰坪铅锌矿筹建组的

基础上成立了兰坪有色金属公司，作

为兰坪铅锌矿开发的法人主体。 “在

1993 年的时候成立的兰坪有色金属

公司，是省政府出资的。 那个时候在

集团里面还是为了大规模开发铅锌

矿做了一些工作。 ”张兴涛说。

那时，兰坪铅锌矿开发建设条件

已基本具备，但铅锌行业市场却在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 国内铅锌工业迅速

发展，铅锌产品供过于求，价格极低，

站在国家层面开发资源还不如保护

资源，再加之资本筹措和项目贷款融

资等困难，造成了兰坪铅锌矿开发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取得实质性进展。

时间到了 1998年 4月，国务院解

散了有色总公司，兰坪铅锌矿从此转

入云南省自主开发阶段。

张兴涛告诉记者，中国有色金属

公司撤销， 原先的一套方案就撤消

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实行省州

县联合发展方式，正式把兰坪有色金

属公司改名为兰坪有色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 并建立了一个 900 吨的选

厂，100 万吨的锭锌厂，云南冶金集团

总公司作为云南省政府出资代表，实

行控股管理。

在宏达集团进入兰坪铅锌矿之

前，该矿曾经与多家外资探讨过合作

事宜。 1988年 6月至 1992年 3月，先

后有加拿大明科工程服务公司、大英

特西蒂克公司、澳大利亚芒特艾萨集

团多次洽谈合资开发兰坪铅锌矿；

1993 年 11 月至 1995 年 3 月，比利时

波利门斯公司与兰坪有色公司还签

订了合资建设兰坪铅锌矿意向书，比

方占股 70%，中方占 30%，因种种原

因，上述中外合资开发兰坪铅锌矿的

项目都未落地实施。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与英国比

利顿公司的签约。 当时双方签订了联

合开发协议，由比利顿公司负责开展

可行性研究。 2000 年 6 月 6 日，云南

兰坪有色公司同比利顿公司签订合

作企业合同，成立由比利顿公司控股

的合资公司———云南华英锌业公司。

中外双方均对兰坪铅锌矿进行了矿

权价值评估，云南兰坪有色公司之前

开采的矿石，按计算公式扣减矿权价

值，最后，按国土资源部批准兰坪铅

锌矿采矿权价值 4100 万美元进行合

作，中方占 35%的股份。

“英国人做事比较严谨， 他不承

认中国当初的储量报告，比利顿对整

个矿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论证，然后才

提出了 20万到 25万吨的冶炼规模。”

张兴涛说。

然而， 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电

解锌市场持续低靡（电解锌仅值 7000

元人民币/每吨）， 低靡的市场形势也

让比利顿看不到希望。 英国比利顿公

司进入兰坪铅锌矿两年多，在亏损两

亿多元人民币后以失败告终，该公司

最终以“群采活动造成储备资源不

清、社会风险和工程风险大、财务内

部收益率低”的理由正式退出合作。

从 1979 年到 2002 年共 23 年间，

在中外合资开发兰坪铅锌资源过程

中， 共有 5家外国公司来洽谈过合资

开发方案，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2001 年，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热

潮中， 云南省政府向前来参加昆交会

的中外投资者宣布， 为吸引更多的国

内外资金、 技术参与云南的开发与建

设， 将最大限度地放宽对外来投资的

各种限制。

两年之后的云南昆明进出口商品

交易大会上， 宏达集团参与了云南兰

坪铅锌矿的全球招标， 2003 年 7 月，

在云南兰坪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

基础上， 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与四川

宏达集团强强联合， 四川宏达集团以

增资扩股方式参与兰坪铅锌矿开发，

由云南四家股东、 四川两家股东共同

组建了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

业———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宏达

以 5.8 亿元的出资， 控股了云南兰坪

铅锌矿。

据 2003 年云南省政府的一份会

议纪要要求，在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的同时， 将兰坪公司名称变更为

“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锌业公司”）， 并尽快实施兰坪大矿

开发项目， 一期建设规模为 10 万吨

电锌， 力争在当年年底破土动工，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实现项目竣工投

产。

2003 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一矿一主、一公司一法人、一矿山一

主体”的整合模式，刚刚成立的金鼎锌

业就迎来了整合的考验。

金鼎公司所属兰坪铅锌矿， 矿区

面积 6.9 平方公里，由于历史原因，当

时在矿区有大大小小三十余家个体矿

主，全部在矿山上安营扎寨。

金鼎锌业拿出数亿元解决小矿主

的退出补偿问题， 进行了至少上百次

的谈判，谈判地点从怒江兰坪到成都、

从大理到昆明，辗转奔袭，最后被整合

的个体矿主顺利退出， 且没有一家小

矿主和金鼎锌业打官司， 这在中国矿

业整合史上都是少有的， 由此被称为

“兰坪模式”。

当地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一个采

矿证、一个矿山、一个开发主体对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顺利解决了整合难题后， 宏达

集团当时意识到， 矿山原料不足已成

为制约我国锌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建设有资源依托，采、选、冶一体的现

代工业化锌工业基地，是大势所趋，也

是结构性调整的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背景下， 按照“先易后

难、效益优先、分步实施、持续发展、综

合利用”的兰坪铅锌矿开发总体方针，

2003 年 12 月 19 日，金鼎锌业举行了

10万吨电锌项目开工典礼。

2004 年 3 月 23 日，兰坪大矿开

发一期 10 万吨电锌项目正式破土

动工，2005 年 6 月 29 日一次投料试

车成功，2005 年 7 月 29 日， 兰坪铅

锌矿科学规模化开发兰坪铅锌矿产

出的第一块锌锭冒着丝丝热气徐徐

出炉。

对宏达集团投资 15.5 亿元的金

鼎锌业 10万吨电解锌冶炼项目，张兴

涛告诉记者，从 2003年省政府和四川

宏达集团达成协议之后，15 个月就建

成并达到了年产 10万吨的规模，这种

速度在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史上是第一

次。

或许一个对比可以说明问题 ：

金鼎锌业 2005 年 6 月 29 日 10 万吨

电锌项目试车成功， 仅半年时间就

创下产出优质电锌 2.4 万吨的成绩，

实现销售收入 8.5 亿元。 而从 1985

年到 2003 年的 18 年时间里， 兰坪

铅锌矿累计消耗铅锌资源金属量

359 万吨，但仅仅实现销售收入 7.46

亿元。

临近 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兰坪县财政局局长罗丽华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根本不用看材料，一组数据就脱口

而出。 这也从侧面凸显出矿业对该县的重要作用。

“2003年至 2013年 11年中，金鼎锌业对当地财政的收入做

了很大的贡献。 我说的税收，主要是国税和地税，还有就是兰坪

县财政局持股的股份分红，总共是 28.48 亿元，对地方收入的贡

献是 12亿元，其中我们持股 10.12%的现金分红是 3亿零 756万

元。 ”罗丽华说。

在罗丽华看来，金鼎锌业在 2007年的时候对地方的贡献达

到了一个顶峰，也就是对地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达到了 84%。

张兴涛表示，GDP 从 2005 年的 8.5 亿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29.7亿元， 金鼎锌业对工业的贡献是 91.3%， 对 GDP 的贡献是

84%。

拉动经济提升的背后，是金鼎锌业管理层的集体“失眠”。 上

述王姓副总直言：“现在氧化矿不足，需要增加硫化矿产量，国家

要是不批准，几千人就要没饭吃。 一年四季搞下来，我们都有了

职业病，就是失眠，一到晚上，就担心雨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随时要担惊受怕。 ”

罗丽华说：“金鼎锌业对财政的影响从 2008 年开始有所下

降，但 2009年开始，云南两个水电站的建设开始有财政收入，主

要是投资的营业税和耕地占用税。 以前是矿业一条腿走路，现在

是电矿两条腿走路。 地方财政的收入会达到 2.7个亿，相当于现

在的 70%。 ”

张兴涛表示，在转型过程中，兰坪县政府也对原先的发展思

路进行了重新定论， 特别是本届政府和县委把原先的开发思路

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十二五”的时候，又提出了从矿电经济转变

为“做大电力，做优矿业，做强生物，做快旅游，做亮城镇”， 把原

先的粗放的发展方式逐渐优化过来。

今年上半年兰坪县 GDP完成近 12亿元，同比增长 7.7%，这

对于处在转型中的资源县而言，增速已经不低。 该县县长熊元德

在今年两会期间曾表示：“兰坪如果说不认真研究，不认真转变，

2020年将会拖省里面的后腿，拖怒江的后腿。 ”

宏达啃下“不好咬的肉”：15个月建成并达到年产 10万吨

对当地 GDP贡献曾达 84%：

为资源县转型奠定基础

对于有色金属行业来说， 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

代。 四川宏达股份旗下的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自

2003 年进入兰坪铅锌矿以来，见证了这个行业“过山

车”似的发展。

兰坪铅锌矿地处滇西北高原的云南省怒江州兰

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

区的腹地，境内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尤以铅锌资源最

为突出。1982年由国家地质部门探明，1984年经国家

储量委员会认定的铅锌金属储量超过 1400 万吨，是

亚洲最大铅锌矿。

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铅锌价格最高曾达到

过每吨 3 万元左右，金融危机爆发后，最低曾跌到过

每吨 8000多元。 而金鼎锌业当时的成本在每吨 9000

元到 1 万元之间，已经形成倒挂。“现在到了每吨 1.4

万元左右，刨除成本外的各项支出，勉强维持运转。 ”

金鼎锌业的一位王姓副总告诉记者。

从高峰到谷底的行业形势并未让员工有所抱

怨。 在金鼎锌业的一次内部演讲比赛中，一个名叫李

颖霞的员工曾这样表述：“企业好了， 我们就一定会

好！ ”

走在矿区里， 尚未投入冶炼的一些硫化矿石在堆放过程中，

已经由原来的挡墙换称了大坝进行围栏，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导致

矿石流失。 一些开采过的矿区，几乎全部被绿色植被覆盖。

“每年的环保技术投入资金太多了， 兰坪铅锌矿属于氧硫混

合矿，硫化矿的品位只有 6%，这加大了开采冶炼的难度。 我们现

在新研发的技术，可以提高矿产品的综合回收率，从 70%提高到

9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去年，金鼎锌业自主研发的“难处理氧硫混合铅锌矿选择性

浸出氧化锌与弱酸性浮选硫化锌的冶选联合工艺”， 通过了由中

国有色工业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专家鉴定。 专家鉴定认为：该工

艺对难处理氧硫混合矿有突破性的进展，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这一世界难题的攻破，意味着 30多年来制约兰坪大矿开发

的技术难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300亿元以上的难处理低品位工

业矿将变成财富；意味着利用新技术科学开发、有效利用这座世

界级大矿资源的新格局将形成。

在强攻技术难关、不让资源流失的同时，在环保、安全方面，

金鼎锌业的投入力度也非常大，据统计，单是在环保方面就累计

投资达 5.26亿元。

金鼎锌业还先后投入近 3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矿山植被恢复

和自我修复的研究与实践。

此外，金鼎锌业捐助地方公益事业 2.38亿元。2005年在云南

捐资 1.73亿元，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怒江州农村

户口人员购买基本医疗保险，捐资 1500万元资助兰坪县“普九”

教育；2009年捐资 1500万元，资助兰坪县货运专线建设；2010年

为云南干旱地区抗旱捐资 300 万元；2011 年为云南基础设施建

设捐资 500万元，捐资 100万元资助怒江州高中骨干教师培训计

划。

当地官员告诉记者，金鼎锌业在建公路捐了 5000万，修建村

到兰坪的公路又捐了 5000万，在民族中学建设的时候捐了 1500

万，还把矿山周边的几个村镇的路电水三通了。 现在还把矿山的

四个组的农民的医保和养老保险都负责了。

在金鼎锌业成立的初期， 该公司一次性在兰坪县就招收了

1365名合同制工人，同时，还根据生产需要，在当地招收上千名

农民合同工，其中有数百名当地失地农民。

“不管以后怎么评价，这个企业的存在，其最大的贡献是对老

百姓的贡献。 解决了 5500人的就业，其中有 2000人是老企业转

入的，其他的 3000 人中 80% 都是矿山脚下的本地人，加上临时

工共有 9000人。 而兰坪县才有 21万人，金鼎锌业对地方的稳定

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兴涛直言。

责任要扛在资源“头上”：

单环保投资累计达 5.26亿元

10万吨电锌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