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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海砂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详细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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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君信矿评字〔2024〕第 033号

我公司受贵单位的委托，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和矿业权评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矿

业权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所委托评估的“广
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进行了实地调研、市场调查、资料收集和

评定估算工作，对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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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560060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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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2726、2727、2728；
法定代表人：朱林旗；

营业期限：2010年 08月 17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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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委托人：汕尾市自然资源局。

3．采矿权人

该矿为拟出让采矿权，暂无采矿权人。

4．评估目的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拟依法挂牌出让“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

砂采矿权”，我公司受汕尾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

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作的，向汕尾市自然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所述的各种条件下

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采矿权”公平、合

理的出让收益挂牌底价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5.1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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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对象：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采矿权。

5.2评估范围

根据《广东省海砂开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粤自然资海域〔2020〕842
号），CB22-06列入 2022年海砂开采储备区，《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

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浙江华东岩土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编制），

圈定回填用海砂矿体 3个，海砂资源量 1971.39万 m3，开采标高为-25.67m～-84.97m，

开采矿种为回填用海砂，开采方式为露天水下开采。拟设矿区范围界址点坐标见下表 1。
表 5-1 汕尾市陆丰海域 CB22-06矿区界址点坐标表

截至评估基准日，经评估人员调查与征询，上述拟设矿区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

无矿业权权属争议，可作为本次评估的范围。

5.3矿业权历史沿革

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以往未设置过采矿权，《广东省海

砂开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粤自然资海域〔2020〕842号）、《广东省财

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省级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资环〔2022〕31
号）等有关文件，汕尾市管辖海域 2个区块（CB22-05和 CB22-06区块）列入 2022年海

砂开采储备区。

5.4以往矿业权评估史及出让收益处置情况

据委托人介绍以及对相关部门问询，截至评估基准日，拟设采矿权 2023年 10月已

委托贵州和禧资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评估值 51282.74 万元。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业权以往无有偿处置情况。

6．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要求，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24年 1月 31日。本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计

量取价标准均为 2024年 1月 31日的有效标准，评估价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序号
经纬度 CGCS2000坐标系 面积

（km2）北纬 东经 X Y

1 22°38′52.786″ 115°50′46.825″ 2506015.89 39381413.74

2.26
2 22°39′12.752″ 115°51′30.555″ 2506620.51 39382667.20

3 22°39′57.368″ 115°50′57.480″ 2508000.41 39381733.38

4 22°39′39.657″ 115°50′15.299″ 2507464.90 393805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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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和经济行为、计量取价及专业报告依据等，

具体如下：

7.1 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改颁布）；

⑵《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年第 241号令）；

⑶《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⑷《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⑸《矿产工业要求参考手册》（2020年）；

⑹财建（2006）694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

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⑺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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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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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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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⑽《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⑾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

综[2023]10号）（2023年 5月 1日起实施）；

⑿《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

7.2 经济行为、计量取价和专业报告依据

⑴《矿业权评估委托合同书》；

⑵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⑶《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浙江

华东岩土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编制）；

⑷《<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意见书》—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粤资储评审字〔2023〕118号）；

⑸《关于<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

结果的函》—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粤储审评〔2023〕118号）；

⑹《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广

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23年 8月编制）；

⑺《<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

意见书》—广东省矿业协会（粤矿协审字〔2023〕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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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评估收集的其他资料。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矿区位置和交通

CB22-06矿区位于汕尾市陆丰市田尾角东南侧海域，直距陆丰市城区约 36.3km，行

政区域隶属汕尾陆丰市管辖，范围坐标为： 22°38′52.786″N~22°39′57.368″N、

115°50′15.299″E~115°51′30.555″E，中心坐标：22°39′25.641″N、115°50′52.540″E，面积约

2.26km2，离岸最近约 8.9km。矿区沿岸周边有新塭寮码头、烟港口、乌坎码头和乌泥港、

金厢港、浅澳港、甲子港等港口，距浅澳港最近约 12km。矿区附近有大星山甲子航道、

甲子航道、乌坎东线航道、碣石航道、乌坎西线航道、汕尾新港区进港航道和南下航路

等多条航路和 No.9~No.11等多个锚地，其中矿区距乌坎东线航道最近约 6.5km。矿区周

边水运交通繁忙，来往船只较多，海运运输较为便利。矿区北侧沿岸有 G228国道和 S238
省道、汕汕铁路、厦深铁路等通过；陆运运输较为便利。

图 8-1 矿区交通位置图

8.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莲花山南麓，珠江三角洲东岸，与台湾一水之隔，

为海峡西岸经济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汕尾市东邻揭阳市惠来县，西连惠州市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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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县，南濒南海，临红海湾和碣石湾，北接梅州市五华县和河源市紫金县，总面积 4865.05
平方公里（包括深汕合作区）。汕尾市（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港湾资源有碣石湾、红

海湾 2个大海湾，全市海岸线长 455.2公里，占广东省岸线的 11.1%，居全省第二位、粤

东地区第一位。有海岛 881个，居全省第一位，其中有 430个海岛收入《中国海域海岛

标准名录》，居全省第一位；500平方米以上岛屿有 133个（含东沙岛）。较大的岛屿

有龟龄、屿仔、江牡、芒屿、菜屿、金屿等。沿岸有小漠、鲇门、马宫、汕尾、捷胜、

遮浪、大湖、乌坎、金厢、碣石、湖东和甲子 12座渔港。大陆架内（即 200米水深以内）

海域面积（包括深汕合作区）2.3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面积的 4.5倍。

矿区位于陆丰市田尾角东南侧海域，地处陆丰市城区东南，位于螺河、乌坎河、鳌

江和龙潭河等河流入海口的南侧。矿区海底表层主要为砂质粉砂，基于本次调查资料，

海底地势整体呈北高南低的趋势，矿区及外扩 2km 范围内地形标高在-28.84~-23.36m
（1985国家高程），平均高程为-26.31m，水深范围为 22.90m~28.37m（当地理论深度基

准面，取当地理论最低潮面（85 国家高程下 0.465m）作为深度基准面），平均水深为

25.84m，海底地形相对平坦，坡度变化范围为 0.00°~0.20°，平均坡度约 0.05°。矿区范围

内海底表层不含大颗粒成分，底质类型主要为砂质粉砂。

8.2.2社会经济状况

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位于陆丰市田尾角东南侧海域。根据《2022年汕尾市

经济运行简况》，2022年汕尾地区生产总值为 1322.02亿元，同比增长 1.5%。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为 187.40亿元，同比增长 7.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90.90亿元，同比下

降 0.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43.72亿元，同比增长 1.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20
元，同比增长 5.8%。农业方面，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311.07亿元，同比增长 7.4%。

其中农业产值 121.47亿元，增长 5.4%；林业产值 7.79亿元，增长 11.2%；牧业产值 33.81
亿元，增长 4.3%；渔业产值 131.67亿元，增长 10.2%；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16.34亿元，增长 9.6%。

矿部办公地拟设置在矿区汕尾市内矿区附近陆域区域，港区供电条件成熟，就近接

出即可。矿区作业采砂船用电由自带发电机发电获取，采砂船配备电瓶及电压转换器，

能满足 220V及 380V用电负荷；用水主要是生活用水、消防备用水。供水由就近水厂采

购。矿部办公地用水由最近自来水厂就近接出；矿区配备卫星电话、移动电话，以及对

讲系统，与外界联系较方便。在矿部配备固定电话，矿区主要负责人、生产、技术主管

配备移动电话，满足通讯要求。

8.3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2023 年 7 月，浙江华东岩土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进行了详细勘查工作，基本查明了矿体形态、产状、厚度、规模、矿体内

部结构、矿石质量特征；基本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矿区回填用海砂矿床资源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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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估算，经估算，截止 2023年 5月 31日，矿区探获海砂控制资源量和推断资源量共

2419.36m3，平均含泥量 18.52%；并进行了矿床开发经济意义概略研究。最终形成《广

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 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并经过评审形成《<
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意见书》—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粤资储评审字〔2023〕118号）以及《关于<
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结果的函》—
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粤储审评〔2023〕118号）。

8.4矿区地质

8.4.1地层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区内钻探揭露的地层自老到新划分为上更新统南卫组

（Q3n）、全新统北尖组（Q4bj）（主要依据岩性特征和沉积环境）。

上更新统南卫组（Q3n）：上更新统南卫组下部：上更新统冲积、洪积、滨海相沉积

层。由青灰色、灰白色、灰褐色细砂、细中砂、中粗砂、粗砂、砾质砂等组成，饱和，

松散，总体较均匀，分选好，磨圆较好，砂质成分以石英砂为主，局部含少量砾石。推

断其形成时代为晚更新世，是矿区主要的下层海砂发育层，总体以滨海相沉积为主，局

部发育有冲积、洪积相的砂层。钻探工程揭露的厚度范围在 12.6~29.7m，平均厚 18.72m。

上更新统南卫组上部：总体以滨海相沉积为主，局部发育有冲积、洪积相的砂层，

受潮汐涨落潮的影响较大。顶部有浅海相沉积层。顶部由灰黄色、灰色的可塑泥层和砂

质泥层组成，中下部主要由灰黄色、青灰色、浅灰色粉细砂、粉砂、细砂和粉质粘土、

粘土混粉砂等组成，含贝壳、生物碎屑，沉积环境总体为滨浅海环境，推断其形成时代

为晚更新世。钻探工程揭露的厚度范围在 12.5~23.3m，平均厚 16.13m。

全新统北尖组（Q4bj）：全新统浅海相沉积层。矿区主要的上层海砂发育层，上部

由灰色、浅灰色、灰褐色的淤泥、淤泥混粉砂、粉砂、粉质粘土层组成，饱和，流塑-
软塑状，局部含适量的贝壳及贝壳碎屑，有腥味，粉砂一般分布均匀或呈薄层状或团粒

状分布于淤泥中。该组属全新世浅海相沉积。钻探工程揭露的厚度范围在 12.8~19m，平

均厚 16.09m。

8.4.2矿区构造

矿区属海底第四纪滨浅海沉积相，地形相对平坦，勘查未发现向斜和背斜等褶皱构

造，也未发现断层构造。结合综合物探资料显示地层内部沉积结构为近水平层状。

8.4.3岩浆岩

核实报告显示在矿区内未发现岩浆岩。在邻近的 CB22-05 矿区 ZK11 钻孔位置

（CB22-06矿区北西侧 717m处）埋深 60m处发现全风化花岗岩基底，土黄色、灰白色

的全风化花岗岩，由花岗岩碎屑和粘土组成，分选、磨圆较差。原岩组织结构基本破坏，

但尚可辨认，推断为中生界燕山期花岗岩，主要为钾长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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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矿体地质

8.5.1矿体特征

⑴矿体分布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区圈定的海砂矿体为回填用海砂矿体，矿区范围面积 2.26km2，

矿区内发现 3海砂矿体，自上而下分别命名为 V1、V2、V3。
V1矿体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北尖组地层中，为隐伏矿体，在矿区东部、西部和中部

缺失，钻孔 ZK21、ZK22、ZK23、ZK24、ZK26、ZK27、ZK29、ZK30、ZK31、ZK33、
ZK34、ZK35、ZK38、ZK39和 ZK40见矿，其余钻孔未见矿，结合综合物探资料和钻探

资料，V1矿体产于第四系全新统北尖组的含砾泥质砂、粉砂质砂层中，矿体整体呈近水

平层状、似层状产出，呈近似平放的板状体。V1矿体与全新统北尖组地层沉积物中的表

层砂层相对应。V1矿体平面上呈不规则形，北西南东向长 1315~1700m，北东南西向宽

584~1321m。矿区范围内 V1矿体面积 1319828m2 (1.32km2)，矿体北东部最厚，有四周厚

中间变薄的趋势，单工程厚度一般为 1.00~3.60m之间，平均厚度为 1.83m，V1矿体厚度

变化系数为 41.92%。

V2矿体在北东-南西向展布，赋存于第四系上更新统南卫组下部地层中，在矿区北

部缺失，为隐伏矿体。岩性主要为含砾泥质砂、砾质泥质砂砂、砾质、含砾砂、粉砂质

砂、泥质砂和粘土质砂等，ZK21和 ZK22钻孔不见矿，其他钻孔均见矿。V2矿体与上

更新统南卫组下部地层沉积物中的中上部的砂层相对应。V2矿体在平面上呈缺北角的矩

状，大致沿北东-南西向展布，其北西南东向长 938~1700m，北东南西向宽 933~1321m。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近水平方向延伸，呈不规则的板状体。矿区范围内 V2 矿体

平面面积 1984547m2 (1.98km2)，矿体有中间较厚，向东、向西减薄的趋势，单工程厚度

一般为 1.10~11.00m之间，平均厚度为 5.02m，V2矿体厚度变化系数为 55.65%。

V3矿体在北东-南西向展布，赋存于第四系上更新统南卫组下部地层中，在矿区北

部和中西部缺失，为隐伏矿体。岩性主要为砾质泥质砂、含砾泥质砂和粉砂质砂等，ZK21、
ZK25、ZK29钻孔不见矿，其他钻孔均见矿。V3矿体与上更新统南卫组下部地层沉积物

中下部的砂层相对应。V3矿体在平面上呈不规则状，大致沿北东-南西向展布，其北西

南东向长 595~1700m，北东南西向宽 338~1321m。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近水平方

向延伸，呈不规则的板状体。矿区范围内 V3矿体平面面积 1684840m2 (1.68km2)，矿体

有南部最厚，向东、向西、向北有减薄的趋势，单工程厚度一般为 0.70~15.90m之间，

平均厚度为 6.96m，V2矿体厚度变化系数为 52.89%。

⑵矿层厚度

矿体 V1：矿体厚度变化在 1.00~3.60m之间，矿体北东部最厚，有四周厚中间变薄

的趋势。其中 ZK24、ZK27、ZK38 和 ZK39 孔矿体厚度最小，为 1.00m；ZK23 孔矿体

厚度最大，为 4.00m。矿体 V2平均厚度 1.83m，矿体厚度变化系数为 41.92%，厚度变化

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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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 V2：矿体厚度变化在 1.10~11.00m之间，矿体厚度有中间较厚，向东、向西减

薄的趋势。其中 ZK26孔矿体厚度最小，为 1.10m；ZK33孔矿体厚度最大，为 11.00m。

矿体 V2平均厚度 5.02m，矿体厚度变化系数为 55.65%，厚度变化较稳定。

矿体 V3：矿体厚度变化在 0.70~15.90m之间，矿体厚度大体有南部最厚，向东、向

西、向北有减薄的分布态势。其中 ZK28孔矿体厚度最小，为 0.70m；ZK40孔矿体厚度

最大，为 15.90m。矿体 V2平均厚度 6.96m，矿体厚度变化系数为 52.89%，厚度变化较

稳定。

矿体 V1、V2和 V3叠加后的厚度变化在 1.10~22.20m之间，其中 ZK21孔矿体厚度

最小，为 1.10m；ZK33孔矿体厚度最大，为 22.20m，平均值 11.81m，矿体厚度变化系

数为 51.10%，厚度变化较稳定。

⑶矿体顶底标高

矿区 V1矿体顶面标高在-39.17~-28.26mm之间，平均标高为-32.57m。矿区北西侧顶

面标高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中部高程最低，其中东南部 ZK31 高程最高，为

-28.26m；ZK40高程最低，为-39.17m。底面标高在-41.17~-30.36m之间，平均值为-34.85m。

由北西向南东有逐渐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V1矿体在矿区南部 ZK28底面标高最低，为

-41.17m；在 ZK26高程最高，为-30.36m。

矿区 V2 矿体顶面标高在-63.97~-52.87m 之间，平均标高为-59.70m。矿区南东部顶

面标高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其中北东部 ZK30 高程最高，为-52.87m；ZK37 高

程最低，为-63.97m。底面标高在-70.57~-60.16mm，平均值为-64.96 m。由东向西、向南、

向北有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V2矿体在矿区南中部底面标高最低，其中 ZK37高程

最低，为-70.57m；在 ZK23高程最高，为-60.16m。

矿区 V3 矿体顶面标高在-75.36~-63.57m 之间，平均标高为-69.53m。矿区南东部顶

面标高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其中北东部 ZK30 高程最高，为-63.57m；ZK28 高

程最低，为-75.36m。底面标高在-84.97~-72.27m，平均值为-76.74m。由东向西、向南、

向北有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V2矿体在矿区南中部底面标高最低，其中 ZK40高程

最低，为-84.97m；在 ZK30高程最高，为-72.27m。

8.5.2矿石质量与矿石类型

⑴矿石物质成分

根据矿区钻孔组合样碎屑矿物分析结果，海砂的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次要矿物为

长石，按照比重将矿物分为重矿物、轻矿物两类。

轻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次之，此外还有泥石、碳酸盐、绢云母、岩屑等矿物，石

英含量（石英占轻矿物的质量百分比）在 85.39%~91.69%之间，长石含量（长石占轻矿

物的质量百分比）在 2.00%~5.99%之间；重矿物含量（重矿物质量占分析质量的百分比）

在 0.02%~0.07%之间。重矿物含量虽少，但种类较多，包括锆石、黄铁矿、金红石、锐

钛矿、绿帘石、十字石、独居石、电气石、石榴子石、白钛石、钛铁矿、赤褐铁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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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球粒和磁铁矿等。

⑵矿石结构、构造

矿区海砂矿以石英砂为主，中细、细-特细、特细粒结构，松散状（或松散-稍密、

或稍密等）构造，可塑性能差。

⑶含泥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以及“储量核实报告”，根据圈定矿体的 24个样品统计，V1矿
体泥含量最高 40.2%，最低 20.2%，加权平均值为 27.98%，其中粉砂的含量加权平均值

为 21.76%，粘土的含量加权平均值为 6.22%。

根据圈定矿体的 102 个样品统计，V2 矿体泥含量最高 43.2%，最低 3.3%，一般

12.1~41.1%，加权平均值为 17.72%，其中粉砂的含量加权平均值为 13.47%，粘土的含量

加权平均值为 4.25%。

根据圈定矿体的 168 个样品统计，V2 矿体泥含量最高 51.3%，最低 3.9%，一般

12.6~38.7%，加权平均值为 17.33%，其中粉砂的含量加权平均值为 13.20%，粘土的含量

加权平均值为 4.13%。

全区矿体加权泥含量平均 18.52%，其中粉砂的含量加权平均值为 14.14%，粘土的

含量加权平均值为 4.38%。

⑷矿石粒径

参照《建设用砂》（GB/T 14684-2011）和《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

准》（JGJ 52-2006）标准，海砂可分为粗、中、细和特细 4种规格：

粗砂 3.7～3.1；中砂 3.0～2.3；细砂 2.2～1.6；特细砂 1.5～0.7。
圈定海砂矿体后，按不同矿体计算的样品各粒级累计筛余百分率及单工程细度模数。

每个矿体的单孔细度模数按各取样层位厚度加权平均计算总体细度模数，整个矿体的细

度模数按各钻孔的算术平均值计算。

矿体 V1砂样细度模数在 0.72～2.87之间，加权平均值 1.05（N=24），主要为特细

砂（N=22），其次为细砂（N=1），中砂（N=1），总体评价为特细砂级别。

矿体 V2砂样细度模数在 0.75～4.19之间，加权平均值 1.90（N=102），主要为特细

砂（N=34）、细砂（N=29）和中砂（N=33），其次为粗砂（N=3）和 2个砾砂样品（细

度模数大于 3.0），总体评价为细砂级别。

矿体 V3砂样细度模数在 0.46～3.31之间，加权平均值 1.69（N=168），主要为细砂

（N=43）和特细砂（N=72），其次为中砂（N=49）、砾砂（N=1）和非矿样品（N=3），
总体评价为细砂级别。

全矿区加权平均细度模数为 1.71，整体为细砂级别。

⑸放射性

放射性测定是为研究海砂矿放射性强度，以评价其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程度。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共取 6个样品进行放射性测试，内照射指数和外照射指数最大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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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和 0.3。海砂放射性物质照射指数远小于 1，海砂的放射性比活度符合我国《建筑材

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10）的要求，对环境和人体无危害性。

⑹有害物质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以及“开发利用方案”，根据矿区采集的 8个钻孔有害物质组合

样分析和 5个钻孔的 21个原状样的有机物分析，6个海砂样品的云母含量在 0.10~0.30%
之间，符合《建设用砂》（GB/T 14684-2022）的Ⅰ类≤1%的要求，合格率 100%；8个钻

孔样品的轻物质含量在 0.1~0.9%之间，符合Ⅰ类建筑用砂≤1%的要求，合格率 100%；硫

化物及硫酸盐含量在 0.03~0.65%之间，大部分混合砂样符合Ⅰ类建筑用砂≤0.50%的要求，

合格率 87.50%；6个钻孔样品的贝壳含量 1.04~2.04%之间，符合Ⅰ类建筑用砂≤3%的要求，

合格率 100%；氯化物含量在 0.19~0.31%之间，均大于 0.06%，氯化物超标的主要原因为

海水中氯化物（氯化钠）超标，经过淡化处理后可有效降低氯化物含量；8个钻孔海砂

样品的有机物含量均符合质量要求，合格率 100%；17个原状样的有机物分析均合格，

合格率 100%。

8.5.3矿体覆盖层及夹石

⑴覆盖层特征

矿体 V1：盖层厚度变化在 2.50~12.00m之间，大致呈北西侧薄，北东、南西、南东

部厚的趋势，平均厚度 6.12m，矿体 V1 盖层厚度变化系数为 51.30%，变化较稳定。其

中 ZK31 盖层厚度最薄，为 2.50m；ZK39 和 ZK40盖层厚度最厚，为 12.00m。V1 矿体

盖层主要为粉砂、粉砂质砂、砂质粉砂、含砾泥质砂、泥质砂、砾质泥质砂等。

矿体 V2：盖层厚度变化在 25.80~37.80m之间，大致呈南东部薄，北西、南西部厚、

北部最厚的趋势，平均厚度 33.22m，矿体 V2盖层由南向北有变厚的趋势，厚度变化系

数为 9.81%，变化稳定。其中 ZK30盖层厚度最薄，为 25.80m；ZK37盖层厚度最厚，为

37.80m。V2矿体盖层主要为粉砂、含砾砂、砾质砂、粉砂质砂、砂质粉砂、砂质泥、泥、

含砾泥、含砾泥质砂、泥质砂、砾质泥质砂等。

矿体 V3：盖层厚度变化在 36.50~49.00m 之间，大致呈南东部薄，中部厚的趋势，

平均厚度 43.14m，矿体 V3 盖层由南向北有变厚的趋势，厚度变化系数为 6.56%，变化

稳定。其中 ZK30盖层厚度最薄，为 36.50m；ZK28盖层厚度最厚，为 49.00m。V2矿体

盖层主要为粉砂、含砾砂、砾质砂、粉砂质砂、砂质粉砂、砂质泥、泥、含砾泥、含砾

泥质砂、泥质砂、砾质泥质砂等。

⑵夹石特征

V1矿体在 2个钻孔中发育夹层——北部 ZK22位置处的 V1 夹 1和南东部 ZK35位
置的 V1夹 2。夹 1分布在矿区北部，仅在 ZK22位置处发现，平面上为矩形，呈近似平

放的规则板状体，夹石层厚度为 3.00m，仅在 ZK22孔中揭露（粉砂质砂）。夹 2分布在

矿区南东部 ZK35处，平面上为矩形，呈近似平放的规则板状体，夹石层厚度为 4.00m，

仅在ZK35孔中揭露（3.0m的粉砂质砂和1.0m的含砾泥质砂）。其中，砾石含量为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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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平均值 0.0%；含砂率在 53.4%~80.6%之间，平均值 67.1%；粉砂含量在 14.7%~29.4%
之间，平均值 24.4%，细度模数在 0.29~0.68，平均值 0.45。

V2矿体在 5个钻孔中发育夹层，经与综合物探资料综合研判，认为其为一个夹石层

（V2夹层 1），近水平层状展布，V2夹 1平面上为平放的“手枪”形，呈近似平放的板状

体，其头部为矩形，其北东南西向长为 1315m，北西南东向宽为 600m，尾部长 540m，

宽 125m，夹石在矿区的中部分叉，夹层厚度为 1.80~9.90m，平均厚度 5.76m，夹石的厚

度变化系数为 53.55%。夹石由北向南逐渐变薄。夹石层厚度分别为 9.7m（2.5m的砂质

粉砂、3.3m的含砾泥、2.9m的含砾泥质砂）、9.9m（2m的含砾泥质砂、4m的砂质泥和

3.9m的泥）、5.4m（泥）、3.0m（砂质泥和粉砂质砂）、4.6m（砂质泥和泥）、4.8m（砂

质粉砂）、1.8m（含砾泥）。其中，砾石含量为 0.0~1.0%；砂含量在 0.0%~76.1%之间，

平均值 25.5%；粉砂含量在 18.9%~64.4%之间，平均值 49.5%，粘土含量在 5.0%~39.2%
之间，平均值 24.0%。

V3矿体在 2个钻孔附近发育夹层，经综合研判，认为其为两个夹石层——ZK35位
置处的 V3 夹 1和南部 ZK36 位置的 V3夹 2。夹 1分布在矿区南东部，仅在 ZK35位置

处发现，平面上为矩形，呈近似平放的规则板状体，夹石层厚度为 2.40m，仅在 ZK35
孔中揭露（1.1m的含砾泥和 1.3m的含砾泥质砂）。夹 2分布在矿区南东部 ZK36处，平

面上为矩形，呈近似平放的规则板状体，夹石层厚度为 1.70m，仅在南部 ZK36孔中揭露

（1.7m的砂质泥）。其中，砾石含量为 0%~0.9%之间，平均值 0.5%；含砂率在 12.8%~50.4%
之间，平均值 37.2%；粉砂含量在 38.4%~56.4%之间，平均值 45.8%，细度模数最大为

0.48。

8.5.4矿石中共伴生矿物

⑴碎屑矿物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以及“开发利用方案”，取了 6个砂层混合样品进行了碎屑矿物

分析，共检出碎屑矿物有 32种，现按比重分为重矿物与轻矿物两类。轻矿物主要为石英，

长石次之，此外还有泥石、碳酸盐、绢云母、岩屑等矿物，石英含量（石英占轻矿物的

质量百分比）在 85.39%~91.69%之间，长石含量（长石占轻矿物的质量百分比）在

2.00%~5.99%之间；重矿物含量（重矿物质量占分析质量的百分比）在 0.02%~0.07%之

间。重矿物含量虽少，但种类较多，包括锆石、黄铁矿、金红石、锐钛矿、绿帘石、十

字石、独居石、电气石、石榴子石、白钛石、钛铁矿、赤褐铁矿、金属球粒和磁铁矿等。

⑵重砂矿物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以及“开发利用方案”，在 6个砂层混合试样进行了重砂分析，

样品检测出锆石、磷灰石、黄铁矿、金红石、锐钛矿、白钛石、榍石、蓝晶石、红柱石、

独居石、磷钇矿、尖晶石、电气石、绿黝帘石、角闪石、铬尖晶石、十字石、蓝闪石、

石榴石、赤褐铁矿、钛铁矿、金属球和磁铁矿等共计 23种矿物，某些矿物的含量极少，

未进行称重计量。根据钻孔中单样重砂分析结果折算的品位，参照工业指标要求，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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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有用重矿物为钛铁矿、锆石、金红石和独居石，均未达到边界品位，不具有工业

开采价值。

8.5.5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露天水下开采采用射流式采砂船直接抽取矿石，经选矿

后，在采砂船进行筛分一分级选矿，然后利用运砂船，将砂运抵卸砂码头港池安全停靠

后，通过皮带机将舱内砂输送至码头岸上，然后利用码头的装卸机械装砂进大船，将砂

运抵目标回填区。

由射流式采砂船直接抽取海砂，开拓运输方式为管路-皮带联合运输方式。采砂

船采砂后原位洗砂，表面形成的含泥余水，淤泥、粉砂则随水流经采砂船体两侧的

溢流口排出，成品砂输送到射流船两侧的过驳船上，过驳船再运送至运砂船，最后

由运砂船运送至目标用砂区，即“采砂船采砂→原位洗砂→成品砂运输（过驳船）→
成品砂运输（运砂船）→目标填海区”。

8.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6.1水文地质条件

⑴理论基准潮面

海区采用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起算，基面关系为理论最低潮面在平均海平面下 0.9m，

56黄海平均海面在理论最低潮面上 0.623m，85国家高程在理论最低潮面上 0.465m。

⑵潮汐

矿区所在海域的潮汐为正规全日潮，矿区以西的海域则为不正规全日潮。观测期间，

3个站的平均潮差相当，均为 1.1m左右；平均高潮位以遮浪站为最高为 0.64m，神泉站

最低为 0.46m；平均低潮位以遮浪站最高为-0.48m，神泉站最低为-0.88m；观测海域的平

均涨潮历时大于落潮历时，在 3个验潮站中，甲子站的平均涨潮历时和平均落潮历时均

居中，分别为 14.21h和 9.79h。
⑶波浪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项目附近主要有遮浪海洋站（22°39′N，115°34′E）波浪统计

资料、2005.5～2006.4田尾角波浪观测资料、粤东 LNG沟疏海域 2008年 7月～2009年
8月波浪观测资料。

遮浪站常浪向为 E和 ESE向，出现频率分别为 27.3%和 20.3%；其次为 NE和 ENE
向，分别占 9.9%和 6.6%。强浪向为 E向，S和 SSE向次之。H1/10小于 0.5m仅占 5.9%，

而 H1/10大于 1.5m的所占频率为 32.6%，表明该海域波浪较强。遮浪站海域出现频率最

大的周期为 4.1～5.0s，所占频率为 53.5%，其次为 5.1～6.0s，所占频率为 25.2%，S向

浪最大的周期超过 8s。
田尾角波浪观测站的波浪周年观测时间为 2005年 5月 1日至 2006年 4月 30日，共

365 天，采用 MARKII 型波浪骑士进行波浪测量。波浪仪离岸约 350m，海图水深 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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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测量记录方式为逐时，波浪数据记录是每整点前 18min开始记录，共记录 20min。
365天观测期间，记录波浪数据共 8760次，获取有效记录 8316 次波浪数据，有效率达

94.93%。

海域强浪向为 SE向，最大波高在 4.5m~5m范围，其次为 S向，最大波高在 3.5m~4m
范围；常浪向同样为 SE向，占全年波浪的 38.6%，其次为 ESE向，占全年波浪的 39%。

另外统计了周期大于 6s的波浪，仅占全年波浪的 1.7%。

粤东沟疏海波浪站点的观测位置为广东惠来县沟疏村附近海域，离岸约 7km处水深

约 20m位置，波浪观测期间为 2008年 7月 27日至 2009年 7月 27日，波浪仪采用波浪

骑士Ⅱ型，测量记录方式为逐时，波浪数据记录是每整点前 18min开始记录。

粤东沟疏海域2008.8~2009.7月观测期间海域的常浪向为ESE向，出现频率为 31.5%，

次浪向为 E向，出现频率为 24.5%，SE 向浪出现频率为 19.9%，海域的强浪向为 SE、
SSE、S向，最大有效波高均超过 5m，其中 S向超过 5m的有效波高出现频率最大，为

0.12%，SSE、SE 向频率分别为 0.06%和 0.01%。从波向分布来看，常浪向为 E 和 ESE
向，强浪向为 S向基本一致。

⑷气温

海域近 20年年平均气温为 22.1℃，且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从 12月至次年 1-3
月为气温相对较低的季节，平均气温均在 17℃以下；至 4月份，气温逐渐上升到 20℃以

上；最热的月份出现在 6-9月，近 20年月平均气温为 27.2℃以上；随后，至 10月份，

气温开始下降。该海域平均最高气温出现在 7月份为 28.2℃，平均最低气温出现在 1月
份为 13℃。

⑸降雨

汕尾市降雨空间总体分布南多北少，全市最大年雨量（红海湾遮浪 2117毫米）是最

小年雨量（陆河南万 1017毫米）的 2.1倍。降雨时间分布高度集中于汛期，4-9月总雨

量 1769毫米占全年的 94%，而非汛期的 1-3月总雨量 100毫米、10-12月总雨量不足 10
毫米。这导致了阶段性的明显旱涝。

⑹相对湿度

矿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地带，南海北部的广东沿海，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海

洋季风气候区，常年气温较高，雨量充沛，相对湿度高，降雨、高温天气都出现在 5~10
月。受季风的影响，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地区易受台风影响，雷暴天气

多。

⑺风

陆丰气象站月平均风速如下表所示，12月平均风速最大（2.5m/s），4月平均风速

最小（2.2m/s）。

⑻海雾

海域雾季为 1~4月，近 20年月平均雾日数在 3天以上，其中 4月的近 20年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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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日数可达 5.7 天，为全年雾日数最多月份，此外，历年月雾日数最大值出现在 3 月，

可达 13天；随后近 20年月平均雾日数迅速减少，5月份的雾日数仅为 1.9天，6~12月
的雾日数甚至小于 1天。

⑼主要灾害天气

①热带气旋

项目矿区位于陆丰市近海海面，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在广东珠江口以东至饶平一带

沿海地区登陆的热带气旋均可能对场址区域造成正面的较大影响。从 1949至 2019年，

71年中在广东珠江口以东至饶平一带沿海地区登陆的热带气旋有 96个（其中达到台风

以上量级的 52 个），年平均 1.4 个。有 13年的登陆热带气旋个数达到 3个以上，其中

1961年有 6个热带气旋在此区域登陆。69年中，有 14个（其中达到过台风以上级别的

有 8个，登陆时达到台风以上量级的 3个）热带气旋在陆丰沿海登陆。

②风暴潮

风暴潮灾害是由台风强烈扰动造成的潮水位急剧升降，是一种严重的海洋灾害，主

要危害沿海地区。在广东地区，台风暴潮灾害的特点是：发生次数多、强度大、连续性

明显，影响范围广，突发性强，灾害损失大，且主要危害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影响矿

区水域的台风平均每年出现 2次左右，一般多出现于 7~9月。通常为天文潮、风暴潮、

海啸及其它长波振动引起海面变化的综合特征。观测期间影响海区的台风主要有：莲花，

浪卡，莫拉菲，天鹅，莫拉克，巨爵和凯撒娜。

③暴雨、洪涝和雷暴

暴雨是指日量≥50毫米的强降水过程，日雨量≥100毫米为大暴雨；日雨量≥250毫米

为特大暴雨。近年来惠来县雷击灾害时有发生，对供电设施（变压器）、家用电器（电

脑、电视机）、人畜等造成过危害。根据近 20年统计成果，区域年平均雷暴日数 54.0d。
④寒潮及低温阴雨

根据《广东省各类主要灾害性天气标准》的规定，单站寒潮指标为：日平均气温在

24h内下降 8℃或其以上（或 48h内下降 10℃或其以上），同时过程最低气温≤5℃，寒

潮出现后天气回暖到日平均气温≥12℃，同时极端最低气温>5℃，作为寒潮结束。遮浪

海洋站有气象记录以来有寒潮过程记录，发生在 1991年 12月 27～31日，24小时内日

平均气温下降了 10.9℃，过程最低气温 3.9℃。汕尾气象站，24小时内日平均气温下降

了 11.8℃，过程最低气温也是 3.9℃，其降温幅度和最低温度均达到了寒潮过程的标准。

气象上表征低温阴雨天气有下列标准：（1）日平均气温≤12℃，连续 3d或 3d以上；

凡在 2月 1日（可上跨）至 4月 30日期间，出现的天气过程符合上述要求，即统计为一

次低温阴雨过程。汕尾沿岸海岛的低温阴雨天气出现次数，累年平均低温阴雨过程为 0.7
次，平均每次过程持续 5.7天，最长为 17天（1968年 2月），最短为 3天，最多的年份

有 3次（1968年），低温阴雨最早为 2月 1日，最晚为 3月 3 日，有 24年没有出现低

温阴雨天气，约 51%年份会出现低温阴雨天气。汕尾沿岸海岛倒春寒天数最长的是 1970



《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正文 第 15页 共 31页

年，共计 8天。

综上所述，存在的海洋灾害有热带气旋、风暴潮、暴雨等。这些海洋灾害的影响有

些是缓慢的，有些是突发性的

8.7.2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地层相对简单，根据勘查的钻孔资料，从上至下矿区可分为 4个工程地质层。

①全新世海侵过程形成的海相沉积层，主要为灰色、黑灰色、灰绿色的淤泥、淤泥

混砂层，流塑~软塑，稍密~中密，夹贝壳碎屑，少量贝壳碎屑较完整，含有机质腐殖质，

底部粉质粘土混粉砂层，饱和，粉砂以薄层状或团块状分布。区内所有钻孔揭露该层，

层顶高程-27.17m~-25.67m，层厚 14.10~19.30m。

②晚更新世海相沉积层，主要为土质为灰色、青灰色、灰绿色的粉质粘土，局部混

薄层粉细砂层，软可塑-硬可塑，局部含贝壳碎屑，区内区内所有钻孔揭露该层，层顶高

程-46.47m~-39.86m，层厚 8.00~19.00m。

③晚更新世海侵过程形成的海相沉积层，土质以浅灰色、灰白色、灰黄色的粉细砂、

细中砂、中粗砂层为主，局部含少量硬可塑~硬塑的粉质粘土层；该层总体较均匀，分选

好 ~较好，磨圆高，局部含腐木质。区内区内所有钻孔揭露该层，层顶高程

-63.01m~-52.87m，层厚 3.10~23.30m。

④晚更新世海相沉积层，土质为灰色、青灰色、灰绿色的粉质粘土，局部含少量粉

细砂层，局部含腐木质。区内大部分钻孔揭露该层，区内钻孔均未揭穿该层，层顶高程

-84.97m~-65.87m，揭露最大层厚 8.00m。

8.7.3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⑴区域构造特征

矿区及其周边区域属高要～惠来东西向构造带和北东向莲花山活动构造带交接部

位。地质构造较发育，构造类型以线状断裂构造为主，其中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带最为

醒目，局部还发育有近东西方向断裂构造；褶皱构造少见。

区内岩浆活动较为活跃，其中侵入岩分布较广泛，岩浆侵入时代主要为侏罗纪晚侏

罗世（J3、燕山早期第三期）和白垩纪早～晚白垩世（K1～K2、燕山晚期第四期及第三

期）。

矿区属海底第四纪近海沉积相，地形相对平坦，勘查期间未发现向斜和背斜等褶皱

构造，也未发现断层构造。

⑵地震

区内地震较为频繁，自 1491至 1981年间，共发生过大于 1.9级的地震 25次。其中，

梅陇-海丰一带发生过 20次，特别是在海丰附近曾发生过三次烈度为 V级的五级地震。

其次，在陆丰、惠来附近有 5次浅源壳内地震发生。2015年在陆丰也发生过 3.8级地震。

地震多受早期华夏系断裂构造控制；地震密集区主要处于北东向构造、隐伏的东西向、

西北向构造交汇部位。而强震主要位于构造凹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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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2016年版），矿区所在的陆域陆丰市碣石镇、湖东镇和甲子镇所在

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地震动反映谱特征周期为 0.40s，
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场区内未发现全新活动断裂；拟出让矿区场地不良地质主要为具震陷性的软弱土层。

场地土类型为中软场地土，场地内局部地区存在软土层，岩土种类较多，均匀性较差，

综合评定属抗震不利地段。场地内未发现断裂构造迹象，区域构造稳定性一般。场地不

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采空区等颠覆性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场地环境地质

稳定性较好。综合来看，场地整体稳定性一般。

⑶放射性

海砂放射性实验测试结果表明，内照射指数最大值为 0.1，外照射指数最大值为 0.3，
均小于 1，海砂的放射性比活度符合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
的要求，对环境和人体无危害性，可作为建筑主体材料。

8.7.4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矿区所在区域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主要灾害性海洋天气为热带气旋、暴雨、雷电

等，灾害性海洋天气发生期间，船舶及人员不便出海，对采砂作业有不利影响。区内潮

汐属于不正规全日潮，属弱潮海区。矿区水深范围为 25.17m~26.86m（当地理论深度基

准面），平均水深为 25.96m，拟采用采砂船的满载吃水深基本介于 1.5~2m之间，运砂

船满载吃水深基本介于 4~4.5m之间，在正常作业情况下不会发生低潮时在水浅处搁浅的

现象，在矿区中的作业时间不受潮汐变化的影响。区内波浪受季风和热带气旋的影响，

主要为风浪，常浪向应在 E和 ESE向，其次为 NE和 ENE向，强浪向为 E向，S和 SSE
向次之。矿区拟采用的采砂船和运砂船可在浪高不大于 2.5m的海况下作业。在船舶锚定

的条件下，矿区流速对拟采用的采砂船、运砂船一般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总体上，矿

区易受灾害性天气影响，矿体位于海水以下，对采砂活动有不利影响，海砂开采改变了

潮流流场，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中等。

目前矿区不良地质现象不发育。特殊性岩土主要为淤泥质土，其天然含水量高、具

流变性，其承载力低、压缩性高、灵敏性高、抗剪强度低，渗透性低。在天然状态下稍

有强度，一旦扰动，土体结构极易破坏，强度急骤降低。当施工扰动时，容易破坏土层

结构，产生流变，不利于施工，工程完成后容易造成不均匀沉降。矿体顶板和底板围岩

为粉质粘土层，稳定性较好，矿体的天然坡度角在 30°左右，开采时需注意边坡稳定性，

开采形成的高陡边坡存在坍塌的隐患，开采时要严格按设计规定开采。确保合理的开采

坡度和段高，严禁超挖，确保边坡安全。未来采砂至一定深度之后，矿区将形成水下“沟
坑”，由于“沟坑”改变了附近的潮流流场，可能会造成潮流流速变慢，流向发生改变，而

间接导致项目附近航道淤积，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中等。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地震动反映谱特征周期为 0.40s，相应地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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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度为 7度，区域构造稳定性分级为稳定性较好。海砂的放射性比活度符合国家标准《建

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的要求，对环境和人体无危害性，可作为建

筑主体材料。

在海砂开采过程中，可能形成一定坡度的海底斜坡，在海流、人为因素作用下存在

海底滑坡的可能性。采砂会造成海洋水文条件的改变，在采砂区周边一定范围内(尤其顺

涨、落潮流的东、西方向）的底质会被悬沙中的极细砂粒、粉粒等物质的沉降所薄层覆

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作长距离运移的极微细粘粒在含沙量降低、水温变化、水体紊动、

含盐度变化等处可能会发生絮凝而沉降海底，形成质纯的淤泥（浮泥)。预计未来采砂使

用的主要工具有采砂船、运砂船等施工设施，采砂船舶都在万吨级以下，船舶机舱含油

污水及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上岸处理。矿区海底沉积物主要为淤泥混

砂、淤泥、石英砂、淤泥、贝类残屑及少量重砂类矿物，以细砂为主，沉积物中各要素

均符合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综上所述，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复合问题的中等类

型（Ⅱ-4型）。

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

（CMVS11000－2008）的要求，我公司组织了评估人员、地质工程师及财会人员，对广

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⑴接受委托阶段：2024年 2月 6日，经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平台直接选取确定

本公司为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机构。

⑵尽职调查阶段：2024年 2月 6日，我公司矿业权评估人员和地质工程师收集了有

关材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设计等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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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6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确定评估

方法，完成初步的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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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确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委托评估

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初步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⑷出具评估报告阶段：2024年 2月 6日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评估机构的内部审核，

与委托人充分交换评估初步结果意见。对评估报告进行修改及评估机构的内部审核，在

遵守评估评估准则前提下，认真对待委托人提出的意见，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出具正

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可选用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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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可比销售法。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

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

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估

方法。

由于缺少近期相似交易环境成交的、具有可比条件的矿业权交易案例，不具备采用

可比销售法进行评估的条件；收入权益法限于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的采矿权。

鉴于：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已经完成勘查、设计相关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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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确定；其资源储

量、采矿技术指标、产品方案、投资、销售收入、成本费用等技术经济参数可根据勘查、

设计资料和评估人员对同类矿山调查获取。该矿满足收益途径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应用条

件。

折现现金流量法基本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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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计算公式为： 
 


n

t
tt

i
COCIP

1 )1(
1)(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 —— 折现率；

t —— 年序号（t＝1，2，3，…，n）；

n ——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依据资料评述

11.1评估依据资料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和引用的专业资料有《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浙江华东岩土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23年 7月编制）（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
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中心（粤资储评审字〔2023〕118号）（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关

于<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结果的函》

—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粤储审评〔2023〕118号）、《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

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23年 8 月编制）（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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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广东省矿业协会（粤矿协审字

〔2023〕26号）（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和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

11.2评估依据资料评述

11.2.1对“储量核实报告”资料的评述

2023年 7月，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
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

（粤资储评审字〔2023〕118号）。

评估人员参照《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及《建设用砂》

（GB/T14684－2011）对“储量核实报告”进行了对比分析。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拟设矿

区范围内，采用的工业指标、矿体圈定原则、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合理，资源储量

估算方法正确，相关资料，图件、表格齐全，数据可靠，资源类型正确。“储量核实报告”
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可作为评估依据。

11.2.2对“开发利用方案”的资料评述

2023 年 8 月，广东海兰图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编制了《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开发利用方案”经广东省矿业协会

审查通过（粤矿协审字〔2023〕26号）。评估人员通过对编写的“开发利用方案”认真研究

分析，认为其所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依据充分，选用的开采方式、采矿方法，方

案合理，技术上可行；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技术参数基本合理，可供评估对比分析及选取

利用。

12．评估主要指标和参数的选取

各参数取值分述如下：

12.1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2.1.1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23年 5月 31日，保有回填用海砂量共 1971.39万m3，其

中：控制资源量为 1395.26万m3，推断资源量为 576.13万m3；保有资源量矿石量（含泥）

共 2419.36万m3，其中：控制资源量矿石量（含泥）为 1701.92万m3，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含泥）为 717.44万m3。

12.1.2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故本次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即为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即评估利用的

资源储量为 2419.36万m3（含泥）。

12.2开采方案



《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CB22-06矿区回填用海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

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正文 第 20页 共 31页

由射流式采砂船直接抽取海砂，开拓运输方式为管路-皮带联合运输方式。采砂船采

砂后原位洗砂，表面形成的含泥余水，淤泥、粉砂则随水流经采砂船体两侧的溢流口排出，

成品砂输送到射流船两侧的过驳船上，过驳船再运送至运砂船，最后由运砂船运送至目标

用砂区，即“采砂船采砂→原位洗砂→成品砂运输（过驳船）→成品砂运输（运砂船）→
目标填海区”。

12.3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海砂矿开采的产品方案拟对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国家战略

重大项目供砂，可作为项目回填用砂。

12.4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为避免超矿区开采，避免造成水下矿区边坡坍塌，在水下

休止角（30°）以内的矿体将得不到开采，放坡后坡体内不可开采资源量为 350.17万立方

米，则该矿设计损失量为 350.17万立方米。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0%；

矿石贫化率 0%；海砂产品产出率 85.15%。

12.5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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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2419.36－350.17）×90.00%
＝1862.27万立方米。

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二”。

12.6生产规模、矿山服务年限及评估计算年限

12.6.1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规模为 685.00万立方米/年。本次评估据此确定生产能力为 685.00
万立方米/年。

12.6.2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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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矿山合

理生产年限 T按下式计算：

式中：

T—矿山合理生产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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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矿山生产规模（万立方米/年）；

ρ—废石混入率。

式中参数分别为：可采储量 1862.27万立方米，矿山生产规模 685.00万立方米／年，

矿石贫化率 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T＝1862.27÷〔685.00×（1-0%）〕

=2.72年

12.6.3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准备期 0.25年，生产期 2.72年。本次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为 2.97年，即 2024年 2月至 4月为准备期，2024年 5月至 2027年 1月为生产期。

12.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⑴销售收入计算公式

年销售总收入=矿山产品销售价格×矿山产品年产量

⑵销售价格

矿业权评估中，销售价格的取值依据一般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预）可行

性研究报告或矿山初步设计资料；企业会计报表资料；市场收集的价格凭证；国家（包括

有关期刊）公布、发布的价格信息。

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资源禀赋条件综合确定，一般采用当地平均销售价格，原则上以

评估基准日前的三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对小

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

该矿为拟设矿区，属新设采矿权，未建设开采，无矿山实际销售价格资料。

根据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2023年海砂（淡化处理）平均购进

价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通过了解湛江、汕尾和揭阳现行海砂开采企业，半年以来海砂坑

口价格约 120~130元/m3，到岸价格 140~150元/ m3，且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

“开发利用方案”通过对海砂市场需求分析后，设计该项目回填用海砂产品销售价为

125.00元/立方米（不含税）。

另据评估人员查询了解的 2020-2022年广东省海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情况，2020年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出让的海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10月 31日）所采

用的回填海砂精矿价格为 118元/立方米（不含税），2022年汕尾市自然资源局出让的海

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8月 31日）所采用的回填海砂精矿价格为 125
元/立方米（不含税）

序号 海砂区块名称 销售价格（元/立方米 不含税）

1 湛江徐闻东部海域 JH20-02区块 118.00

2 湛江徐闻东部海域 JH20-03区块 118.00

3 湛江徐闻东部海域 JH20-04区块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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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湛江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 118.00

5 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1-08区块 125.00

6 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2-03区块 125.00

平均 120.33

根据市场调查，评估人员经综合考虑该矿的资源禀赋条件、市场需求状况及销售价格

趋势，最终确定该回填用海砂产品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120.00元/立方米。

⑶年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约为：

583.28×120.00=69993.30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三。

12.8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残值的确定

12.8.1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固定资产项目投资详见下表 12-1。
表 12-1 矿山投资估算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工程直接费用 万元 500.00

1 采场设备 万元 - 租用，计入采砂成本

2 供水、供电 万元 150.00
30 万元设备类投资，120 万元建

（构）筑物类投资

3 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建设 万元 130.00

4 安全设施工程投资 万元 120.00

5 其他辅助工程 万元 100.00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万元 60648.13

1 采矿权出让 万元 30150.15
参考汕尾、揭阳、湛江、外伶仃等

海砂开采出让底价平均值，约

16.19 元/m
3
,以采出矿石量计

2 海域使用权出让 万元 21416.11
参考汕尾、揭阳、湛江、外伶仃等

海砂开采出让底价平均值，约

11.50 元/m
3
，以采出矿石量计

3 环保投资 万元 1355.00 根据环评报告

4 海洋生态损失补偿 万元 5426.87 根据环评报告

5 监测费用 万元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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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前期费用 万元 800.00

三 预备费用 万元 2000.00

四 估算总投资 万元 63148.13 未包括流动资金及利息等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采场设备为租用，扣除采矿权出让、海域使用权出让、

海洋生态损失补偿、环保投资、监测费用后矿山固定资产投资为 1300.00万元，其中：房

屋建筑物工程 120.00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280.00万元，其他费用 900.00万元。根据矿

业权评估相关规定，评估人员对固定资产投资重新归类，其他费用按比例分摊至房屋建筑

工程和设备及安装工程，经计算，评估确定矿山固定资产投资：房屋建筑工程 390.00万元

（含增值税进项税 32.20万元），机器设备 910.00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104.69万元），

合计固定资产投资为 1300.00万元。评估人员经分析后认为该矿上述固定资产与矿山生产

规模是匹配的，能满足企业正常建设与生产，本次评估予以利用。

固定资产在准备期均匀投入，于 2024年 2月-4月投入固定资产 1300.00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详见“附表一”、“附表四”。
12.8.2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房屋建筑物折旧按照 20年计提，机器设备折旧计提年限按照 10年。房屋

建筑物及机器设备可折旧年限等于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不需要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12.8.3固定资产残（余）值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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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残值率按 5%计算（按原值计算），余值即为评估计算期末固定资产净值。生产期末

（2027年 1月）结束回收房屋建筑物残（余）值 311.06万元、机器设备残（余）值 594.92
万元。即评估计算期共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合计 905.98万元（详见附表五）。

12.8.4无形资产投资

按照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要求，将海域使用权费用和生态补偿费用作为无形资产投

资。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海域使用权费用为 21416.11万元，则海域使用权费用

为 21416.11万元。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生态补偿费用为 5426.87万元。

故本次评估确定无形资产投资为 26842.98万元，无形资产在准备期按月均匀投入，

2024年 2-4月投入 26842.98万元，无形资产在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摊销。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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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

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非金属矿山的流动资

金估算参考指标为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5%～15%资金率估算流动资金，本次评估按固定资

产资金率的 15.00%估算。故本次评估确定的流动资金为 195.00万元，计算过程如下：

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含税）×固定资产资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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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15.00%
＝195.00（万元）

流动资金在生产期 2024年 5月投入使用，在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

12.10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根据《矿业权评估准则》及评估人员所掌握的资料，确定本项目采用“制造成本法”估
算总成本费用，故矿山企业的成本构成包括生产成本（其中包括材料、动力、职工薪酬、

折旧费、安全费用等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

考虑项目实际需要，将“设备租赁费”纳入总成本费用计算。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总成本费用情况见下表，经与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单位核

实，该成本费用不含税。

表 12-2 单位矿石总成本费用情况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成本

1 单位矿石直接生产成本 元/m3 26.30

1.1 设备租赁费 元/m3 15.00

1.2 外购材料费 元/m3 4.40

1.3 外购燃料动力费 元/m3 4.00

1.4 职工薪资 元/m3 2.90

2 管理费用 元/m3 3.50

3 销售费用 元/m3 2.50

4 安全费用 元/m3 4.44

5 总成本费用 元/m3 36.74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采砂成本为 36.74元/立方米，“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成本费用

经济指标基本反映了海砂矿行业平均生产力水平，可作为本次评估经济参数选取的依据或

基础。因此本次项目评估对于成本费用取值主要依据开发利用方案，个别参数依据评估人

员的工作经验及结合目前市场情况作适当的调整。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2.10.1生产成本

⑴设备租用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单位设备租赁费为 15.00元/立方米。经过分析并类比当地类

似矿井实际，评估认为其合理。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设备租赁费为 15.00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设备租用费＝年原矿产量×单位设备租赁费

＝685.00×15.00＝10275.00（万元）

⑵外购材料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单位外购材料费用 4.40元/立方米。经过分析矿山实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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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认为其合理。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材料费为 4.40元/立方米。则：

正常材料费＝年原矿产量×单位材料费

＝685.00×4.40

＝3014.00（万元）

⑶动力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单位动力费为 4.00元/立方米，经过分析矿山实际，评估认

为其合理。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动力费为 4.00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动力费＝年原矿产量×单位动力费

＝685.00×4.00＝2740.00（万元）

⑷职工薪酬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定员 128人，矿山员工平均工资为 15.00万元／人·年

（含各种社会保险），矿山年工资总额为 1920.00万元，矿山单位原矿工人工资及福利

费为 2.53元/立方米。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广东统计年鉴—2022》，广东省采矿业

2021年平均工资为 18.79万元/人·年。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22》，广东省 2021 年

采矿业平均工资增长 8%。广东省 2022年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尚未公布，参照 2021年取

8%。本次评估福利费按工资的 16%、四险一金企业缴费比例按 40%（养老 20%、医疗

11%、工伤 1%、失业 1%、公积金 7%）、工会经费按 2%、职工教育经费按 2%计算，

则该矿单位原矿的职工薪酬费为 6.60元/立方米（18.79×1.08×1.08×（1+1/12×0.08）
×（1+16%+40%+2%+2%）×128÷782.00）

评估人员分析上述数据之后，认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人员工资比市场平均水

平偏低，本次评估按照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进行估算，即单位工人工资及福利费为 6.60
元/立方米。按照确定的参数能够客观反映当前经济技术条件及本矿社会实际生产力水平

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的原则，其能满足企业开采达产后年生产规模 685.00万立方米

/年生产性支出，则评估确定其工人工资及福利费为 6.60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年产量×单位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685.00×6.60

＝4521.00（万元）

⑸折旧费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为 93.50万元，单位折旧费为 0.14元/立方米

⑹安全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单位安全费用为 4.38元/立方米，依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号）规定 3.00元/吨，取松散堆积密度

1.46g/cm3计算得到。经过分析并类比当地类似矿山实际，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原始状态

下，海砂矿体在海底环境中处于紧密压实的状态，该矿区海砂紧密堆积密度在

1630~1750kg/m3之间，平均值为 1679kg/m3。本次评估取 1.679t/m3计算安全费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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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安全费用为 5.07元/立方米。

则正常生产年份安全费用＝5.07×685.00＝3472.95（万元）

⑺修理费

矿业权评估中，修理费一般是指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本次评估按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投 资 原 值 的 5.0% 计 提 机 械 修 理 费 ， 则 单 位 修 理 费 用 为 0.06 元 / 立 方 米

（910.00÷1.13×5.0%÷685.00）。评估人员认为其能满足企业生产规模 685.00万立方米/年
的生产性支出。本次评估确定修理费为 0.06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年原矿产量×单位修理费

＝685.00×0.06＝40.42（万元）

⑻监测费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单位销售费用为 0.76元/立方米（1500.00÷1.06÷1862.27），
经与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单位沟通了解，监测费用主要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扫海费用，本次

计入成本费用，通过分析并类比，评估认为 0.76元/立方米监测费用较为合理。本次评估

确定单位监测费用为 0.76元/立方米。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费用＝年原矿产量×单位监测费用

＝685.00×0.76＝520.51（万元）

12.10.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包括无形资产摊销费、环保投资费和其他管理费用。无形资产投资按评估计

算的服务年限进行摊销，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摊销费为 14.41元/立方米（27416.11÷1862.27）。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环保投资为 1355.00万元，则单位原矿环保投资费为 0.73元/立方米

（1355.00÷1862.27）。“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单位原矿其他管理费用为 3.50元/立方米。

评估人员分析上述数据之后认为其能满足企业生产规模685.00万立方米/年的生产性支出，

则本评估项目最后确定的单位管理费用为 18.64元/立方米（14.41+0.73+3.50）。则：

正常生产年份管理费用＝年产量×单位管理费用

＝685.00×18.64＝12769.58（万元）

12.10.3销售费用

本次评估单位原矿销售费用按正常年销售收入的 3%计算得 3.07 元 /立方米

（69993.30×3%÷685.00），按照确定的参数能够客观反映当前经济技术条件及本矿社会

实际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的原则，认为其能满足企业开采达产后年生产

规模 685.00万立方米/年生产性支出，则评估确定其销售费为 3.03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费用＝年原矿产量×单位原矿销售费用

＝685.00×3.07＝2099.80（万元）

12.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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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矿所需流动资金为 195.00万元，设定资金来源 70%为贷款，按现行一年期 LPR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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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3.45%计算，则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195.00×70%×3.45%÷685.00＝0.007（元/立方米）

正常生产年份利息支出＝年产量×单位利息支出

＝685.00×0.007＝4.80（万元）

12.10.5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是指生产成本与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之和。

经营成本是指产品总成本费用扣除固定资产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无形资产摊销费、

财务费用等以后的全部费用。计算如下：

正常年份总成本费用＝产成本＋管理费用＋监测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24156.87＋12769.57＋520.51＋2099.80＋4.80
＝39551.56万元）

正常年份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财务费用

＝39551.56－93.50－9873.67－4.80
＝29579.60（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参数取值，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 39551.56 万元，经营成本为

29579.60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单位总成本费用＝总成本费用÷年产量

＝39551.56÷685.00
＝57.74（元/立方米）

正常生产年份单位经营成本＝单位总经营成本÷年产量

＝29579.60÷685.00
＝43.18（元/立方米）

（详见附表六）。

1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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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国家城市建设税税率按

纳税人所在地分别规定为：在市区为 7%；在县城、镇的为 5%；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为

1%。该矿为拟出让矿山，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按 1%进行取值计算；教育费附加

按照国务院令[1990]第 60号和国务院令[2005]第 448号计算；地方教育附加根据矿产资源

所在地区关于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的方式和税率计算。根据国发明电[1994]2号文件《关于

教育费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确定教育费附加率为 3%，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及《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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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2%计税。

1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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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69993.30×13%＝9099.13（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租赁费＋年材料费+年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年监测

费用×进项税率

＝（10275.00+3014.00＋2740.00+40.42）×13%+520.51×6%
＝2120.25（万元）

正常年份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固定资产进项税

＝9099.13－2120.25－0
＝6978.88（万元）

1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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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交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该采矿权取 5%的税率）

＝6978.88×5%＝488.52（万元）

12.11.3教育费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3%）

＝6978.88×3%＝209.37（万元）

12.11.4地方教育附加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率（2%）

＝6978.88×2%＝139.58（万元）

12.11.5资源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广东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建筑用花岗岩选矿的资源税按销售收入的 2%计税。则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

年资源税＝销售收入×资源税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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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93.30×2%＝1399.87（万元）

12.11.6税金及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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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52＋209.37＋139.58＋1399.87
＝2237.34（万元）

12.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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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税金及附加

＝69993.30－39551.56－2237.34
＝28204.40（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28204.40×25%＝7051.10（万元）

12.12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

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9%。

本报告折现率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取 8.00%。

13．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出让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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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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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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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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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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