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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赣南革命老区矿山作为重要的资源开发基地，长期以来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随着矿山开发的深入推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社会矛盾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矿山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本文深入分析了其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从加强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升

生态创新能力以及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策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引入先进监

管技术、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培养技术人才、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以及深化绿色发展理念等措施，旨

在推动赣南革命老区矿山实现绿色转型，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矿山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本文的

研究建议对于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与社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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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development base, mines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of southern 
Jiangxi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min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damage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de-
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By improving the supervi-
sion system, introducing advanced supervision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investment in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training technical personnel, impro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deepen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ines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
tion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in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ion of this pap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es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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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赣南革命老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承载着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和无数革命

先烈的英勇故事。这片土地不仅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也在新时代背景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1]。赣南地区坐拥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钨、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这些资源为地方经济的腾飞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2]。然而，随着矿山开发的深入，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及水体污

染等，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也制约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3]。 
近年来，关于革命老区绿色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张伟(2022) [4]通过对不同革命

老区的对比分析，强调了绿色发展和社会治理在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矿山绿色发

展是革命老区经济转型的关键路径之一，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则是保障这一转型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

李娜(2023) [5]详细探讨了赣南地区在矿山绿色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指出通过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

推广绿色开采技术，有效缓解了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此外，王磊(2021) [6]提出了质量认证在推

动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可以显著提升矿山企

业的环保意识和管理水平，促进绿色开采技术的广泛应用。尽管已有研究为革命老区的矿山绿色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分

析和技术应用，对于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讨较少[4]。其次，现有文献多集中在某一方面，缺乏

对矿山绿色发展与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性研究[5]。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度、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5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周如月 
 

 

DOI: 10.12677/ass.2025.141059 470 社会科学前沿 
 

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未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及其协调机制[6]。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已有研究梳理，本文旨在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如何在保护红色文化的同时实现

矿产资源的绿色开发？具体来说，如何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升生态创新能力以及完善社会治

理机制来推动赣南革命老区矿山行业的绿色转型？这不仅是对当前环境挑战的回应，更是为了探索一条

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以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综上所述，本文将深入分析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具体的策

略建议，以期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共同探索出一条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的绿色发展

之路。 

2. 文献综述 

刘立刚，黄正涛，苏明(2023) [7]通过对不同革命老区的对比分析，强调了绿色发展和社会治理在

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矿山绿色发展是革命老区经济转型的关键路径之一，而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则是保障这一转型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陈华平，王倩(2023) [8]详细探讨了赣南地

区在矿山绿色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作者指出，赣南通过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推广绿色开采技术，

有效缓解了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胡学英，罗海平(2023) [9]以五

大革命老区为例，分析了矿山绿色发展与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矿山绿色转型不仅是经

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保障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的关键。吴海文，李秉远，岳岩等(2022) [10]提出了质量

认证在推动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可以显著提升

矿山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管理水平，促进绿色开采技术的广泛应用。黄国勤(2023) [11]以赣州为例，探讨

了农业高质量发展与矿山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他指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革命

老区可以实现农业与矿业的协调发展，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的绿色转型。付仙兵，郑瑞强，瞿硕等(2022) 
[12]构建了革命老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并指出矿山绿色发展是其中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利

用科学评价矿山绿色发展水平，可以引导老区乡村走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龚倩倩(2024) [13]以甘

肃省庆阳市为例，分析了矿山绿色发展与社会治理在老区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推

动绿色开采技术创新，庆阳市实现了矿山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发展。康敏华(2021) [14]探讨了广西左

右江革命老区在矿山绿色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环保监管等措施，老区可以实

现矿山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侯利平(2024) [15]分析了黄冈市在矿山绿色发展与社会治理方面的

成功经验。他指出，加强政府引导、推动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措施，黄冈市成功实现了矿山经济的绿

色转型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罗燕妮(2023) [16]探讨了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通过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时代精神，可以激发老区人民的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

为矿山绿色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吴忠琼(2021) [17]强调了红色文化在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可以激发老区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为矿山绿色发

展和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贾芙豪(2023) [18]在文章中虽然主要探讨的是乡村旅游的发展问

题，但也提到了矿山绿色发展对乡村旅游的促进作用，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等措施，可以提

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吸引力，推动老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张沛琳(2024) [19]分析了红色旅游在推动革

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带动老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生

态环境的改善，为矿山绿色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孔怡璎(2023) [20]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

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问题，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创新等

措施，可以推动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冯俊(2019) [21]强调了红色基因传承在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中的重要性，加强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可以激发老区人民的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为矿山绿色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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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底蕴。 
综上所述，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研究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通过借鉴上述文献中的观点和经

验我们可以发现矿山绿色发展在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矿山绿色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3. 相关理论概述 

3.1. 环境规制理论 

3.1.1. 环境规制的定义与类型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或相关机构为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

政策、标准和措施。这些规制旨在通过限制或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减少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制的类型多样，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等。命令控制

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标准，要求企业必须遵守；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通过

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强调公众的参与

和监督，通过信息公开、环境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环境的氛围。 

3.1.2. 环境规制对矿山企业的影响机制 
环境规制对矿山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成本、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等方面。一方面，环境规制

要求矿山企业增加环保投入，提高污染治理水平，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也促

使矿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研发和应用绿色开采技术，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此外，环境规制

还推动了矿山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那些能够积极响应环境规制、实现绿色发展的企业将获得更多市场

机会和竞争优势。 

3.1.3. 环境规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环境规制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环境规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实施

环保法规、政策，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社会治理也为环境规

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加强政府监管、推动公众参与、完善市场机制等方式，社会治理能够提

升环境规制的执行效率和效果，促进环境规制目标的实现。 

3.2. 生态创新理论 

3.2.1. 生态创新的定义与特征 
生态创新是指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

创新等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创新模式。它强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动经

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生态创新具有显著的特征，包括环境友好性、资源高效性、系统协调性和创新

驱动性等。这些特征使得生态创新成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3.2.2. 矿山企业生态创新路径与模式 
矿山企业作为资源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矿山企

业需要在生态创新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其生态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三

个方面。在技术创新方面，矿山企业需要研发和应用绿色开采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等，降低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在制度创新方面，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体系，推动环保法规的落实和执行。在

管理创新方面，企业需要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矿山企业的

生态创新模式可以是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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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生态创新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 
生态创新不仅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还对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生

态创新能够推动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从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转变。其次，

生态创新能够激发社会治理主体的活力，鼓励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最后，

生态创新能够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手段，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推

动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3.3. 社会治理理论 

3.3.1. 社会治理的定义与内涵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提供服务和管理公

共资源，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正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它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

注重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发挥，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治理的内涵丰富，包括

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社会

治理的复杂系统。 

3.3.2. 革命老区社会治理的特点 
革命老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其社会治理

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传承深厚，革命精神激励人心，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动力；二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三是社会治

理体系尚不完善，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当地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四是社会矛盾相对复杂，需要更

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共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3.3.3. 绿色发展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绿色发展视角下，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

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具体来说，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推动

绿色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和生产方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需要加强环境监管和

执法力度，确保环保法规的落实和执行；需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需要构建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通过这些创新举措，我们可以实

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现状 

4.1. 矿产资源概况 

4.1.1. 主要矿产资源种类与分布 
赣南革命老区，这片承载着深厚革命历史的土地，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且价值

连城。据统计，该地区主要涵盖了钨、稀土、铜、锡、钼、萤石等多种战略性矿产，其中不乏在全球市场

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珍稀资源。 
钨矿资源是赣南的瑰宝，被誉为“世界钨都”。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等世界级大矿均坐落于此，

它们的钨矿储量惊人。据统计，赣南地区的钨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36.7%，在全球钨矿资源版图中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钨矿资源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品质上乘，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了稳定而优质的原材

料。 
稀土资源方面，赣南同样不负众望。该地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子型稀土矿，且以中重稀土为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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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稀土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稀缺。据统计，赣南的稀土资源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23.6%，在全球稀土

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稀土资源不仅为我国的国防、科技、新能源等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还在

全球稀土市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赣南地区还分布着大量的铜、锡、钼等金属矿产，以及萤石等非金属矿产。其中，铜矿储量占

全国总储量的 5.2%，锡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3.7%，钼矿储量也颇为可观。萤石等非金属矿产同样资源

丰富，为当地的化工、建材等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 
这些矿产资源的分布相对集中，如钨矿主要分布在赣南的多个大型矿区，如大吉山、西华山等地；

稀土资源则主要分布在特定的地质构造带，如龙南、定南等地。这种集中分布的特点不仅有利于矿产资

源的开采和利用，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4.1.2. 矿产资源开发历史与现状 
赣南革命老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历史可追溯至百年之前，早在 19 世纪末，西华山钨矿便开启了其辉煌

的开采历程，成为当时国内外瞩目的矿产开发热点。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赣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

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迭代日新月异。截至 21 世纪初，赣南地区已探明的钨、稀土、铜、锡、钼等战略性

矿产资源的总储量，分别占全国总储量的 36.7%、23.6%、5.2%、3.7%及显著比例，成为国家重要的矿产

资源基地。长期的矿产开采活动也给赣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近

年来，赣南地区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将矿产资源的绿色开发作为转型发展的核心方向。通

过实施一系列严格而有效的措施，赣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逐渐实现了从“黑色”向“绿色”的华丽转

身。 
赣南地区提高了矿山开采的准入门槛，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进行了坚决的整治和淘汰。同时，

大力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如采用充填采矿法减少地表塌陷，实施尾矿综合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等。此外，

还加强了环保监管力度，对矿山企业的环保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

赣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逐渐走向规范化、绿色化。据统计，截至目前，赣南地区已有超过 20 家矿山企

业通过了国家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认证，这些企业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达到

了国内领先水平。 
在环保资金投入方面，近年来赣南地区的矿山企业累计投入超过 5 亿元用于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

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实施矿山复绿工程、建设废水处理设施、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等，有效改善了矿山

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 

4.2. 绿色发展政策与实践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矿山绿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旨在推动矿产资源开发方式的根本

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这些政策涵盖了矿山开采准入、绿色开采技术应用、

矿山生态修复、环保监管等多个方面，为矿山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在赣南地区，矿山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采取了一系列绿色发展举措。他们不仅加强了内部管理，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加大了对绿色开采技术的研发投入，如采用充填采矿法、尾砂综合利用等技术，

有效减少了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矿山企业还加强了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研发和推广

更加环保、高效的开采技术。 
在矿山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方面，赣南地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大量资金，实

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项目，如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等，有效改善了矿山周边的生态环境。此

外，还建立了完善的环保监管体系，对矿山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全程监控，确保各项环保措施得到有效

落实。据统计，近年来赣南地区矿山生态修复面积超过数千公顷，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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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政策与实践的实施，不仅促进了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赣南革命老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了积极贡献。 

4.3. 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矿山绿色发展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济增长方面，矿

山企业通过采用绿色开采技术和加强生态修复，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增强

了市场竞争力。同时，绿色矿山的建设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环保设备制造业、生态修复服务业

等，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赣南地区绿色矿山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均实现了稳步增长，对当

地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在就业与居民收入方面，矿山绿色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绿色矿山建设的推进，矿山企业对

于环保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绿色矿山的建设也促进了

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了餐饮、住宿、物流等相关行业的繁荣，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此

外，矿山绿色发展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绿色旅游品牌等方式，

提升了地方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环境质量提升方面，矿山绿色发展更是成效显著。通过实施严格的环保措施和生态修复项目，矿

山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空气质量、水质等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标准。这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

的生活质量，也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综上所述，矿山绿色发展在促进

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与居民收入、提升地方文化与环境质量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赣南革命老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5. 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5.1. 环境规制执行不力 

5.1.1. 监管体系不完善，违法开采现象频发 
在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的进程中，环境规制执行不力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

的根源在于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违法开采现象频发，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矿山环境

规制的监管体系在当前面临着明显的短板。一方面，监管手段相对落后，无法及时、准确地发现和制止

非法采矿行为。传统的监管方式主要依赖于人工巡查和举报，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受到人

为因素的干扰。一些非法采矿者往往利用监管漏洞，采取隐蔽作业、夜间开采等手段，逃避监管和打击。

这不仅使得非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而且加剧了矿产资源的无序开采，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

坏。 
另一方面，执法力量的严重不足也是导致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重要原因。在赣南革命老区，矿山分布

广泛，且多位于偏远地区。由于执法人员数量有限，加之矿山环境复杂多变，使得监管工作难以全面覆

盖。一些地区甚至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盲区，给非法采矿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不仅导致了违法开采行为

的频发，而且使得监管工作陷入了被动局面，难以有效遏制非法采矿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5.1.2. 环保标准执行不严格，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在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的绿色发展进程中，环保标准执行不严格的问题日益凸显，给当地生态环境带

来了严重的污染威胁。一方面，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不一，使得部分矿山企业能够轻易逃避监管。这些

企业往往利用法规执行的漏洞，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环保检查，如篡改监测数据、隐瞒污染情况等，导致

环保法规形同虚设。这种执行不力的情况不仅助长了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也使得环保法规的权威性和

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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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严重不足，生态修复工作严重滞后。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气、废渣等污染物，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由于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而现实中往往存在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

作难以有效推进。这不仅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也给当地生态系统和居民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

胁。 

5.2. 生态创新能力不足 

5.2.1. 矿山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 
在当前矿山企业的发展中，生态创新能力的匮乏成为了制约其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而技术创新投

入的不足则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许多矿山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过于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而

忽视了绿色技术研发的重要性。这种短视行为导致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严重不足，难以支撑起

具有竞争力的绿色技术产品的研发。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去投入到绿色技术的研发中，使得

绿色技术的发展滞后于行业发展的步伐。 
此外，技术人员短缺也是制约矿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矿山行业的工作环境相对艰苦，人才

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许多企业面临着技术人员短缺的困境，尤其是缺乏高素质的技术研发人才。这使得

企业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持，创新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技术创新投入的不足和技术人员短缺的双重困境，使得矿山企业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步履维

艰。企业难以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技术产品，也难以将绿色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这

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和威胁。 

5.2.2. 生态技术转化与应用能力弱 
在矿山企业的绿色转型过程中，生态技术的转化与应用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这一环节却存在

着明显的短板。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的不健全，是当前矿山企业在生态技术转化上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许多具有潜力的绿色技术，虽然经过了科研阶段的验证，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导向和成果转化机制，

难以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这些绿色技术难以找到合适的应用

场景，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此外，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风险承担，这对于许多矿山企业来说是一个难以

逾越的障碍。由于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限制，许多企业难以承担科研成果转化的重任，导致一些

具有潜力的绿色技术被束之高阁，无法得到有效应用。除了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矿山企业对新技术的

接受度也普遍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技术应用推广的困难。一些企业对于新技术的认知不足，缺乏

对新技术的信任和了解，导致新技术在矿山行业中的推广和应用受到严重阻碍。这种对新技术的抵触情

绪，不仅影响了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效果，也制约了矿山企业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前进步伐。 

5.3. 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 

5.3.1. 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低，社会矛盾突出 
在矿山开发这一复杂而敏感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低下，成为了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突出的社会矛盾。由于各方之间的沟通机制不畅，信息流通受阻，

导致各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协作和共识。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政策执行与经济利益的平衡问题上常常产生

分歧，政府的监管要求与企业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妥善协调。企业与公众之间，则因为资源开发带

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土地权益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公众对于企业的开发行为表示强烈的

不满和担忧，而企业则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沟通和理解，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社会矛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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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及时且妥善的解决，不仅会对矿山开发的顺利进行造成严重的阻碍，还会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

威胁。矿山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往往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文化差异和经济利益纠葛，使得问题的

解决变得异常困难。这些社会矛盾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抗议活动，进一步加剧社会的紧张氛

围。矿山开发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若不能妥善处理，将会对社会

和谐与稳定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提高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加强沟通与协作，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

推动矿山开发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5.3.2. 绿色发展理念未深入人心，公众意识薄弱 
在当前矿山开发领域，绿色发展理念并未如预期般广泛深入地传播和接受，成为制约矿山绿色转型

的重要因素。公众对于矿山绿色发展的认识不足，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深刻理解，这直接导致了绿

色发展理念在矿山开发领域的推广受阻。绿色发展宣传的不足是公众意识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缺

乏有效的宣传渠道和方式，公众对于矿山绿色发展的具体举措、成效以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益处了解不

够，难以形成对绿色发展的全面认知。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公众在面对矿山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时，

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判断，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参与。 
同时，公众参与矿山环境治理的渠道有限，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意识的薄弱。

公众往往难以将自身的意愿和诉求有效融入到矿山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导致其在矿山开发中的声音被忽

视或弱化。这种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不仅影响了公众对矿山绿色发展的支持度，也制约了社会整体对于

绿色发展的共识和行动。 
公众意识的薄弱，不仅会影响矿山绿色发展的推进，还会制约社会整体对于绿色发展的共识和行动。

在矿山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公众的支持和参与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公众

对于矿山绿色发展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意识和行动力，这无疑为矿山绿色转型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6. 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解决对策 

6.1. 强化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 

6.1.1. 完善监管体系，强化执法力度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赣南革命老区的自然环境，必须致力于完善矿山环境的监管体系，并进一步强化

执法力度。为此，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一个全面、高效的矿山环境监管体系，这不仅需要制定科学合理

的监管政策和标准，还需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来辅助监管工作。 
无人机巡查和卫星遥感监测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将极大地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无人机可

以灵活地在矿山上空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记录环境破坏行为；而卫星遥感监测则能够覆盖更广阔的区

域，对矿山环境进行持续、动态的监测，确保任何环境违法行为都逃不过监管的“法眼”。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增加执法人员的数量，确保每个矿山都有足够的监管力量。更

重要的是，要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执法能力，让他们能够准确识别环境问题，并依法进行查处。

这需要通过定期的培训、考核和激励措施来实现。 
为了拓宽违法线索来源，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公众是矿山环境最直接的受益者

和受损者，他们往往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环境问题。通过设立举报奖励机制，可以激发公众的环保热情，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矿山环境的监督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监管效率，

还能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为赣南革命老区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6.1.2. 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为了切实保护赣南革命老区的生态环境，必须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并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为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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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需制定并执行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限值，这些标准和限值旨在规范矿山企业的生产行为，

减少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实际操作中，对矿山企业实施动态监管是确保环保标准得以执行的关键。通过定期检查和随机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了解矿山企业的排放情况，确保其始终保持在规定的排放标准之内。

对于那些未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将依法进行严厉处罚，并通过公开曝光典型案例的方式，形成有效的震

慑作用，以此警示其他企业切勿触碰环保红线。 
除了严格的执法外，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资金投入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资金将用于支持矿山

企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态修复方法，以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通过引进先进的环保设备

和技术，矿山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降低其对环境的危害。同时，

生态修复资金的投入将有助于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提高区域的生态质量。 

6.2. 提升生态创新能力 

6.2.1.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培养技术人才 
在矿山行业中，生态创新能力的提升已成为推动其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关键。为了加速

这一进程，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出台

相关政策以鼓励矿山企业增加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设立专项研发基金，为矿山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

持，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这些资金将用于引进先进的研发设备，为开展实验研究、技术测试以及推动技

术升级和迭代提供有力保障。通过持续的资金投入，可以激发矿山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活力，推

动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矿山企业也应积极寻求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外部资源的合作。通过

校企合作，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还能在绿色技术研发方面形成合力。企业可以借助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共同开展前沿的绿色技术研究和开发，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校企合作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与高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矿山企

业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到绿色技术领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企业还可以通

过提供实践机会和职业培训，培养一批具备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绿色技术人才，为绿色技术的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6.2.2. 加强生态技术转化与应用能力 
为了加速赣南革命老区矿山绿色发展的步伐，加强生态技术转化与应用能力显得尤为关键。为此，

需要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确保绿色技术能够顺利从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的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政府应出台相

关政策，鼓励和支持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企业应积极参与科

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主动与科研机构合作，引进和消化吸收新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科研

机构则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了解企业实际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持。 
在此基础上，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是推动绿色技术产业化应用的重要举措。该基金将专门用于

支持具有市场潜力的绿色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降低企业应用新技术的风险和成本，加速新技术的

推广和应用。 
加强矿山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组织培训、现场示范等方式，可

以提高企业对绿色技术的认知和应用水平，帮助企业更好地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

环保水平。同时，还可以建立绿色技术交流平台，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矿山绿色

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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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6.3.1. 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度，化解社会矛盾 
在矿山开发这一复杂而敏感的领域中，提高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发

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一种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沟通协

作机制，确保各方在矿山开发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中享有平等、有效的发言权。这一沟通协作机制应贯穿

于矿山开发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规划、审批、实施到监管等各个环节，都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确保各

方利益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平衡。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能有效减少因利益分配不

均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同时，为了妥善处理矿山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应设立专门的矿山开发利益协调机构。

这一机构应具备高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能够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调解各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确保矿山开发活动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 
该利益协调机构的工作应涵盖但不限于：收集和分析各方利益诉求，提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组

织各方进行协商和谈判，寻求共识和妥协；对利益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确保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

决。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矿山开发过程中的社会风险，为矿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6.3.2. 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公众意识 
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公众意识，是推动矿山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构建矿山绿色发展

的坚实基础，我们需从源头抓起，加强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教育。借助媒体、网络、社区活动等多元化

渠道，广泛传播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深远意义及成功案例，让公众深刻理解矿山绿色发展的紧迫性和

重要性，从而激发社会各界对矿山绿色转型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拓宽公众参与矿山环

境治理的渠道至关重要。我们鼓励并支持公众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投身到生态修复、环境监测等环保

实践中去。这不仅能让公众亲身体验到环保行动的力量，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还能为矿山环

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通过深化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教育，以及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我们旨在营造一种全社会共同关注、

积极参与和支持矿山绿色发展的浓厚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将极大地推动矿山行业向更加绿色、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因此，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公众

意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实现矿山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7. 结论 

本文围绕矿山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议题，深入探讨了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了加强环境规制执

行力度、提升生态创新能力以及完善社会治理机制等关键策略。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环

境规制执行力度的加强是保障矿山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础。完善监管体系，引入先进监管技术，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以及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是遏制环境违法行为、恢复矿山生态

环境的有效途径。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矿山开采的环保水平，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生态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推动矿山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培养技术人才，促进生

态技术转化与应用，是提升矿山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核心。通过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可以实现矿山开

采过程中的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污染最小化，推动矿山行业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是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公众意识的重要保障。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度，设立矿山

开发利益协调机构，可以妥善处理矿山开发中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深化绿色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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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宣传教育，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可以提升公众对矿山绿色发展的认识和参与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关

注、参与和支持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加强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升生态创新能力以及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是推动矿山开发与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有效策略。未来，应继续深化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矿

山行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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