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国家自然

资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矿业权收益特别是具

体的会计核算的讨论较少。因此，笔者拟对此谈一些自己的想

法，以供参考。

一、矿业权的两级市场

矿业权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在

一定区域范围和期限内进行矿产资源勘查或开采等一系列经

济活动的权利，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

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称为探矿权，取得勘

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探矿权人；在依法取得的采矿

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

的权利称为采矿权，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

矿权人。

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矿业权的分离导致了矿业权市场的

产生，它包括国家垄断的矿业权一级市场和相对自由流通的

矿业权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中主要反映的是国家作为矿产资

源的所有者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表现为政府采用招

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将矿业权有偿出让给矿业权人；二

级市场主要反映的是矿业权人之间平等的经济关系，表现为

矿业权人之间有偿转让矿业权。当然，两级市场上都存在着国

家作为矿产资源的管理者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其具

体表现为国家颁布有关法律法规、征管矿业权收益以及对矿

业权人实施监督管理等。

二、矿业权收益的性质

矿业权具有物权属性和财产属性。物权属性保障了矿业

权人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而财产属性则使矿业权人能够获得

利益。但有的学者认为，矿业权收益只包括国家征管的资源税

费等，并建议将矿业权收益定性为对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取

的必要费用，属财政性收费。而笔者认为，国家征收的资源税

费等是国家以矿产资源所有者身份获得的矿业权收益，是站

在国家的立场上而言的；而矿业权收益还应该包括矿业权二

级市场主体所获得的收益，如矿业权人进行矿业权的转让、抵

押、出租时获得的收益，如果站在矿业权人的角度，也应该将

这部分收益确认在内。

从矿业权市场角度来看，矿业权价值的构成主要包括矿

产资源所有者权益、投资者权益、勘查者权益、矿产发现者权

益和新矿业权人权益。一级市场上的政府部门或者国有地矿

勘查单位主要是通过先行投入资金勘探，然后再有偿出让给

矿业权人来获得收益；而二级市场上的矿业权人主要是通过

投入资金、设备等，而后通过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有偿转

让给其他矿业权人来获得收益，他们所得的矿业权收益都是

对其投资的补偿。因此，矿业权收益的性质可以表述为是对矿

产勘查、开采投资的回报。

三、矿业权收益的内容

1. 一级市场的矿业权收益。一级市场的主体是国家（或

国有地矿勘查单位），其所获得的矿业权收益主要表现为相关

法规条例规定的各种矿产资源税费。

（1）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指

出：凡在本国领域开采矿产资源的，都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矿

产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用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

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品销售收入伊补偿费率伊开采回采率系

数。其中：补偿费率因矿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0.15%到4%

不等，平均费率为1.18%；开采回采率系数为核定开采回采率

与实际开采回采率之比，体现政策调节因素。

（2）资源税。1994年国家对全国财税体制进行了改革，不

再按超额利润征税，而是按从量原则和普遍原则征收。资源税

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课税数量伊单位税额。其中，单位税

额的幅度因矿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矿业权使用费。主要包括探矿权使用费与采矿权使用

费。《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

有偿取得的制度，探矿权使用费以勘查年度计算，按区块面积

逐年缴纳。其标准为：第一勘查年度至第三勘查年度，每平方

公里每年缴纳100元；从第四勘查年度起，每年每平方公里增

加100元，但最高不超过每年每平方公里500元。

（4）矿业权价款。其主要包括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国家出资勘查

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区块的探矿权的，探矿权申请人除依照

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外，还应当缴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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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矿业权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含义，并从矿业权流转两级市场下矿业权收益确认的角度出发对矿

业权收益的性质与内容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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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价款。同时规定：申请

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采矿权申请人

除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外，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

勘查形成的采矿权价款。

（5）竞价收益。2003年国土资源部颁布了《探矿权采矿权

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允许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形式出

让探矿权和采矿权，并以竞价最高者为矿业权竞得人。在竞得

人最终所支付的价款中，除了包括矿业权价款、矿业权使用费

等基本税费，还可能包括对国家地矿勘查部门先期投入资金

的补偿或者其他超额利得等，这部分收入也是矿业权收益的

一部分，暂称为竞价收益。

2. 二级市场的矿业权收益。二级市场的主体是矿业权

人。2000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规定：矿业权人可以依照本规定采取出售、作价出资、合作

勘查或开采、上市等方式依法转让矿业权；矿业权人可以依照

本规定出租、抵押矿业权。由此可见，矿业权人可以依法对其

享有的矿业权进行转让、出租、抵押等，以获取矿业权收益。

（1）矿业权转让收益。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

入后，经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给他人；已取得采矿权的矿

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

业资产出售及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

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给他人。而在矿业权

转让的过程中，矿业权人获得了货币资金，或者投资收益，或

者企业经营权，这些都是矿业权收益的表现形式。

（2）矿业权抵押收益。矿业权人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作

为债务人以其拥有的矿业权在不转移占有的前提下，以矿业

权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矿业权人可以探矿权、采矿权作为抵押

物，以此来融通资金或者获得其他资产的使用权等。

（3）矿业权出租收益。矿业权出租是指矿业权人作为出租

人将矿业权租赁给承租人，并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行为。已出

租的采矿权不得出售、合资、上市和设定抵押。由此可见，矿业

权人可以通过出租矿业权来获得租金收益。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体制下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的确立，

形成了矿业权两级市场，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收益主体。因此对

于矿业权收益概念的界定，有必要分别站在国家（或国有地矿勘察

单位）和二级市场矿业权人的角度进行考虑，以使矿业权收益

的概念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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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惯用的发展线索，可以将对应的内部控制模式描述

为“内部牵制模式———制度控制模式———系统控制模式———

综合控制模式”。通常人们从审计模式变化中来寻找这些模式

的变化趋势，实际上也可以从管理理论的发展中寻找到这些

模式变化的诱因。

一、职责分工理论与内部牵制模式

从原始的组织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内部控制的

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内部牵制阶段。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发

表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

要内容，其中涉及许多管理思想，分工理论进一步为内部牵制

的实践提供了支撑。经济人的观点是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基

础，他对人性的这一分析对内部牵制思想的假设产生了深远

影响。内部牵制思想的提出基于以下主观设想：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人或部门无意识犯同样错误的机会可能性很小；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有意识的合伙舞弊的可能性也大大低

于一个人或一个部门舞弊的可能性。因此，还没有内部控制的

说法时，《柯氏会计辞典》将内部牵制定义为：以提供有效的组

织和经营，并防止错误和其他非法业务发生的业务流程设计，

每项业务通过正常发挥其他个人或部门的功能进行交叉检查

或交叉控制。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制度控制模式

进入20世纪，工厂制度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重从管

从管理理论发展看内部控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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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管理理论的发展入手，分析不同阶段的内部控制模式，寻找管理理论发展和内部控制演进的契合点，以

此为基础探讨未来内部控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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