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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晋大地矿评字[2015]第022号 

摘    要 

评估机构：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方：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对象：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所有的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燕子山矿采矿权转让给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煤集团

收购 大同煤业燕子山矿资产解决上下两个主体问题的意见》（晋国资产权函

【2015】141号）对该经济行为进行了批复。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

法》和《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需要对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

山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为评估委托人提供该

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公平、合理的价值

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 

评估范围：《采矿许可证》（证号 C1000002011101140120003）批准的

矿区范围及该范围内与采矿权相对应的煤炭资源。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委托评估范围内截至评估基准日保有储量为31171.8万吨；煤类为不粘

煤，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9884.51万吨；评估计算期为17.7年。 

产品方案为原煤，年产量为400万吨，销售价格（不含税）315元/吨，

年销售收入 126000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 238.88元，单位经营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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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晋大地矿评字[2015]第022号 

受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组成

矿业权评估项目小组，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对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燕子山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名  称：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翠花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9号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二、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 

评估委托人即采矿权人： 

名      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140000100094251 

住      所：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大同矿务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有喜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陆亿柒仟叁佰柒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拾陆亿柒仟叁佰柒拾万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1年7月25日 

营业期限：2001年7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煤炭采掘、加工、销售（仅限有许可证的下属机构从事此三

项）。机械制造、修理。高岭岩加工、销售，工业设备维修，仪器仪表修理，

建筑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铁路运输及本公司铁路线维护。（上述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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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经营许可的，依许可证经营）。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01〕194号《关

于同意设立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以及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2001〕

68号《关于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由大同

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主要生产经营性资产出资，联合中国中煤能源集

团公司(原名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秦皇岛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

名秦皇岛港务局）、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原

名宝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大同同铁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大同铁路多元经营开发中心）、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大同市地方煤炭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其他七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7

月25日注册成立，并取得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14000010094251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11370万元，注册地及总部办公地址为大同

市矿区新平旺，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张有喜。  

大同煤业依据2002年11月8日一届六次董事会、2002年12月8日2002

年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02]213号文批复，本

公司按组建时的原始投资额的50%减资，股本和资本公积分别减少50%，调整

后原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本公司于2002年12月30日办理了工商注册变更登

记，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5,685万元。 

    经证监发行字〔2006〕18号文件《关于核准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公司于2006年6月7日至2006年6月19日，向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售5600万股、网上配

售发行22400万股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8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6.76元。公司股票于2006年6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交易，

股票简称大同煤业，股票代码601001。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83685万元。 

2010年6月25日，本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股利分配

方案，其中以本公司2009 年12 月31 日的总股本83685 万股为基数，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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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东每10 股送10 股，该项增资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年8月

10日进行审验并出具XYZH/2010A6006号验资报告，本公司于2010年9月9

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67370万元。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公司经营方针、筹资、投资、利

润分配等重大事项决议权。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依法行使公司的经营决

策权。经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事项，主持企业的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 

    公司的职能管理部门包括18个部门，即：董事会秘书处、综合办公室、

财务部、证券部、人力资源部、投资发展部、煤炭经销部、生产技术部、安

全监察部、物资供应部、审计部、企划部、经营业管理部、通风处、信息化

管理处、环保处、党群工作部、法律事务部。本部直属矿三个，包括：煤峪

口矿、忻州窑矿、燕子山矿。分公司一个，即：塔山铁路分公司；五个二级

子公司，包括：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大同煤业金宇高岭土化工有限

公司，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大同煤业金鼎活性炭有限公司，大

同煤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三个三级子公司，包括：大同煤矿同塔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同煤秦发（珠海）控股有限公司，大同煤业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参股公司即：准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大同煤业主营业务收入完成85.48亿元， 煤炭产量完成3027.02 

万吨；煤炭销量完成 2362.39万吨；利润总额完成 10.82亿元；净利润完成 

6.64亿元。 

三、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采矿权 

评估范围：《采矿许可证》（证号 C1000002011101140120003）批准的

矿区范围及该范围内与采矿权相对应的煤炭资源。 

采矿权人：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大同矿区新平旺 

矿山名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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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矿种：煤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400万吨/年 

矿区面积：48.3932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拾玖年零壹月  自2011年10月26日至2030年11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发证时间：2011年10月26日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如下表：  

点号 
1980西安坐标（3度带） 

X Y 

1 4437560.69 38411806.76 

2 4437598.89 38411800.04 

3 4441063.75 38411036.64 

4 4440498.74 38410142.29 

5 4439759.4 38407744.45 

6 4439760.29 38407740.32 

7 4438720.28 38405839.66 

8 4439930.5 38405138.86 

9 4437518.04 38402480.97 

10 4436008.37 38401830.84 

11 4434525.41 38401515.76 

12 4434975.73 38403203.57 

13 4431834.92 38405063.47 

14 4434819.15 38409368.98 

15 4435143.79 38409169.43 

16 4435270.84 38409376.78 

17 4435801.23 38409014.53 

18 4436252.23 38409671.95 

19 4436306.47 38409635.76 

20 4436784.41 38410354.12 

21 4437420.27 38410364.55 

22 4437590.91 38411207.58 

23 4437495.40 38411340.40 

24 4437453.69 38411450.03 

开采深度：由1283.2米-1005.9米标高，井巷工程标高至地表，共有24

个拐点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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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生产许可证》情况如下： 

编号：201402030028 

煤矿（井）名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工业广场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燕子山街 

开采煤层：14
-2
#，14

-3
# 

开拓方式：主斜副立 

提升方式：罐笼，带式输送机，串车 

运输方式：带式输送机，列车 

通风方式：混合式 

采煤工艺：综采 

生产能力：480万吨/年 

设计采区回采率：80％ 

有效期限：2012年10月16日至2037年11月8日 

发证机关：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发证时间：2012年10月16日 

（2）《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 

编号：（晋）MK安许证字〔2014〕GA089Y1B1 

单位名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主要负责人：张久儒 

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许可范围：煤炭开采、开采14#
-2
，14#

-3
煤层、许可能力480万吨/年 

单位地址：大同市矿区燕子山街 

有效期：2014年5月14日至2017年5月13日 

发证机关：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发证时间：2014年5月14日 

（3）矿山概况 

燕子山矿于1978年8月开工建设，1985年5月20日试生产，1988年



 

                              
12 

12月20日正式投产，1993年达到设计产量400万吨/年。 

采矿权人原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名称为大同煤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2011年10月26日采矿权人变更为大同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矿山名称为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燕子山煤矿工业场地位于燕子山井田东北部，在燕子山工业场地南侧约

2010m处布置有燕子山风井场地；在燕子山工业场地西南侧约 3432m处布置

有苦水湾风井场地；在苦水湾风井场地西南侧约1939m处布置有纸坊头风井

场地。 

燕子山矿现开拓方式主要为主斜井、副立井、副斜井，两斜一竖综合式

及苦水湾进风井、苦水湾回风井、纸坊头进风井、纸坊头回风井和燕子山回

风井。利用两个水平，1035主水平和1140辅助水平。井田现主要采14
-2
号、

14
-3
号煤层，采煤工艺主要为长壁式机械化采煤，全部跨落法管理顶板。 

四、价款缴纳情况及以往评估史 

2001年，因有偿处置采矿权，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大同

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煤思维评报字

〔2001〕第21号），评估基准日2001年3月31日，评估用资源储量37741.8

万吨，可采储量24986.9万吨，评估计算年限44年，评估值6174.77万元；

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矿认字〔2001〕第68号对采矿权评估结果予以确认。财

政部、国土资源部以财建〔2001〕977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批复》，同意大同煤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煤矿采矿权价款6174.77万元转增国家资本金。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财建【2008】22号，大同煤矿集团燕子山矿于2011年4月

22日缴纳了采矿权价款6174.77万元。 

2012年，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所有的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燕子山矿采矿权转让给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山西大地评估规

划勘测有限公司出具了《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晋大地矿评字[2010]第010号），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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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评估范围内截至评估基准日保有储量为30889.4万吨；煤类为不粘煤，评

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13753.14万吨；评估计算期为 24.6年，评估值为

155892.27万元。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大同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及洗煤厂净资产资

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晋国资产权函【2010】298号）对该报告予以

核准。 

五、评估目的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所有的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采

矿权转让给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煤集团收购 大同煤业燕子山矿资产解决上下两个主体问题的

意见》(晋国资产权函【2015】141号)对该经济行为进行了批复。根据《探矿

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需要对大同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

为评估委托人提供该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

的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本次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5年 3月

31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七、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8月29日）；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号，1998年 2月

12日）； 

3.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2号,1998年 2月

12日）； 

4.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5.《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2008年

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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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年修订）；  

7. 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18号）及《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一、二） 

9.《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10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1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2.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 

1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

率的通知》（财税［2008］171号）； 

14. 财政部《关于同意山西省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的复函》（财综函【2011】

10号）； 

15.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

〔2012〕16号； 

16．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全面清理涉及煤炭原油天然气收

费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74号）； 

1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14】72号）； 

18.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晋政发【2011】25号）； 

19. 山西省财政厅和山西省地方税务总局《关于停征及清理欠缴煤炭可

持续发展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晋财煤【2014】68号）； 

20.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物价局《关于停止征收涉及煤炭天然气成品油

价格调节基金的通知》 （晋财建[2014]267号）； 

21.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 

22.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

号C1000002011101140120003）； 

23.山西地科勘察有限公司《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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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6）； 

24.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

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晋国土资储备字

[2012]141号）； 

25.山西省地质勘查局二一七地质队《山西省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

子山矿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2015.2）； 

26.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储量审查专家组《〈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意见》； 

27.太原正越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修改版）》 ； 

28.太原正越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服务年限变更补充说明）》 

29.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报送<大同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燕子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的函》（中煤协会技术函

[2015]118号）； 

30.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煤集团收购 大同煤业燕子山矿资产解决上下两个主

体问题的意见》（晋国资产权函【2015】141号）； 

31.山西省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专用票据； 

32.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储量动用证明》； 

33.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

用权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34.评估人员收集和调查的其它资料。 

八、评估实施过程 

评估工作自2015年5月10日开始到2015年12月5日结束。 

l、2015年5月10日-5月25日，接受委托，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

方案，评估人员逯文辉、王丽丽前往企业进行现场勘查，收集有关资料。 

2、2015年5月25日-6月26日，确定评估方法，选择合理的评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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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采矿权评估报告。 

3、2015年6月27日-2015年12月5日，内部审核、修改、定稿，向委

托方提交正式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九、现场核实考察和市场调查情况 

2015年5月10日-12日，评估人员逯文辉、王丽丽在矿方办公室主任陈

立志的陪同下,对矿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井田交通便利，其地形地貌、交通情

况等与《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该矿为正常生产矿井，现开采侏罗系煤层，所生产原煤经过集团公司销

售给集团所属洗煤厂，进行洗选后经集团公司销售。 

十、矿产资源勘查概况 

根据《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对该矿资源勘查情况介绍如下。 

（一）位置与交通 

燕子山井田位于大同煤田西北边缘，十里河中游南岸，马脊梁沟和七磨

河之间，地跨大同矿区、左云两区县,工业广场位于大同市区燕子山街,东距

大同市区27km,西距左云县城15km。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9°59′39″—40°

05′48″，东经112°50′33″—112°59′39″。 

燕子山井田东距大同市27km，西距左云县城15km，与大同西站接轨的云

岗支线至燕子山矿，市郊列车每日往返大（同）新（高山）。大同站与北同

蒲、京包、大秦等主要干线相接，可通往全国各大城市。 

井田北缘有109国道大（同）—左（云）公路段横贯，同时配有燕子山

矿至大同煤矿集团所在地平旺的公路和平旺经忻州窑矿至晋华宫矿的五九公

路，均与109国道相接，每日有班车往来；经大同的高速公路东抵北京，西

通呼和浩特，包头，南达太原，而与全国的高速公路交通系统联网。当地交

通和区域交通均十分便利。 

（二）地质工作简况 

井田勘探历史悠久，早在50年代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井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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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的地质勘探有大同煤田云岗西区普查、马脊梁（精查）勘探区、旧高

山勘探区、燕子山精查补充勘探区。现简述如下：  

1、云西普查勘探 

由原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一五队（即现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查院）

于 1956年在魏家沟以北、破鲁以南、云岗以西、左云以东进行了 1/50000

比例尺，750km
2
的普查工作，以3000×3000m的网距，共施工钻孔19个，于

1956年12月提交《云岗西区普查报告》。 

2、马脊梁（精查）勘探区 

115队于1958年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60km
2
的 详查，后又根据“云岗

沟总体设计”，将60km
2
扩大到67km

2
，全区共施工钻孔104个，其中区内86

个，区外18个，总进尺30540.93m。于1958年9月提交“大同煤田马脊梁

勘探区精查报告”。获得A2+B+C1级储量84482.90万吨，于1959年4月14

日，由山西省储委以决议书6号文审查批准。  

3、旧高山勘探区 

115队于1960年1月至11月施工钻孔47个，总工作量为11563.52m。 

1961年3月提交的“旧高山精查报告”未获批准。在 1961年底至1962年2

月，采取了补救措施，重新布置了检查性钻孔 12个，进尺 3335.97m，其中

水文孔1个，进尺215.26m。1963年复审时，除了个别钻孔煤层低劣外，一

般尚可达到国家规程要求。1967年5月提交了包括马脊梁区（西部）、刘家

窑区、井儿沟区和旧高山区在内的《大宁煤田云岗矿区旧高山勘探区最终地

质报告》（精查），面积164km
2
。1969年8月由山西省革委会煤电化办公室

以晋煤革地字13号文审查批准。 

4、燕子山精查补充勘探区 

补充勘探工作任务由115队承担。野外施工从1981年11月至1984年9

月，共施工钻孔46个，工程量22546.51m，同年12月提交了“燕子山精查

补充勘探地质报告”，共获得A+B+C级储量97289.50万吨。并于1985年4

月3日由山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以第8501号文批准。“储量核实报告”共

利用该期施工钻孔43个，总工程量21140.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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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它勘探区钻孔利用情况为： 

1979-1982年东周窑精查勘探区施工的钻孔 3个（J3、J5、J6），工程

量1874.90m。 

1985年马脊梁改扩建区施工的钻孔2个（M8516、M8502），工程量654.16m。 

四台沟勘探区钻孔2个（ST8401、ST8402），工程量1018.78m。 

燕子山矿在开拓掘进过程中，遇到许多新的地质技术问题，如小构造大

量出现，煤层分叉合并现象频繁。为了满足燕子山生产建设需要，给设计和

生产提供更为可靠的地质资料，控制影响采掘的地质变化，解决原勘探工作

尚未解决的问题，提高储量级别，达到《规程》规定的标准，因此在原勘探

工作的基础上，在建井期间和投产后，又在井田内进行了生产补充勘探。 

以往矿井地质报告 

1994年 11月，燕子山矿自行编制完成《大同矿务局燕子山矿矿井地质

报告》。该份矿井地质报告经大同矿务局以同煤地字[1994]第0649号文审批

通过。 

2004年6月山西省煤炭地质公司修编完成《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燕子山矿生产矿井地质报告》。该报告于2004年10月20日由山西省煤炭地

质技术委员会评审中心以晋煤地技评字[2004]306号文评审通过。 

2005年4月山西省地质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燕子山矿 2004年矿产资源储量核查年度报告》。该报告于 2005年 10月

22日经山西省地质矿产科技评审中心以晋评审储字[2006]048号文评审通

过，并于2006年4月由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以晋国土资储备字[2006]054号文

备案。 

2008年10月由山西省地质调查院提交《山西省大同煤田燕子山矿煤炭

资源核实报告》，该报告于2008年12月23日经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中心以国土资矿评储字[2008]202号文评审通过，并于2009年3月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储备字[2009]50号文备案。 

2012年6月由山西省地科勘察有限公司提交了《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于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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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经山西省地质矿产科技评审中心以晋评审储字[2012]84号文评审通过，

并于2012年12月由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以晋国土资储备字[2012]141号文备

案。 

（三）地质特征 

1、井田地层 

井田内地层自老到新依次为： 

（1）寒武系 

地表未出露，钻孔揭露最大厚度为40.14m，岩性为紫红、暗紫、灰绿色

泥岩及灰、灰白色石灰岩，其层位相当于下统毛庄组和中统徐庄组之间。 

（2）石炭系 

 1）中统本溪组（C2b） 

厚9.00—38.00m，一般厚22.40m，以灰白、灰褐色泥岩、铝土岩、砂质

泥岩、粉砂岩为主，底部常含有山西式铁矿团块，中部夹有一层石灰岩。与

下伏寒武系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2）上统太原组（C3t） 

本井田太原组厚46.10—89.50m，一般厚68.70m，以灰、灰白色粗砂岩、

含砾粗砂岩和灰黑色粉砂岩、砂质泥岩、泥岩及煤层等组成。本组为主要含

煤地层之一，含煤层数有十多层，其中以3、5、8号为主要可采煤层。 

（3）二叠系 

井田内仅保存二叠系下统山西组（P1s），厚17.70—40.80m，一般35.75m，

由灰、灰黑色细砂岩、粉砂岩、砂质泥岩及灰白色粗砂岩、含砾粗砂岩和煤

层等组成。为主要含煤地层之一，共含山1、山2、山3、山4四层煤，以最

下部山4号煤层发育最好。 

（4）侏罗系 

1）下统永定庄组（J1y） 

厚 21.50—182.00m，一般厚 87.00m，由灰紫、灰黄、杂色粉砂岩、砂

岩、砂砾岩等组成，底部砂砾岩（K8）厚10—20m，与下伏老地层呈角度不整

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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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统大同组（J2d） 

厚189.50—231.55m，一般厚210.00m。为井田主要含煤地层之一，岩性

由灰、灰白色中细砂岩及灰、灰黑色砂质泥岩、粉砂岩及煤层等组成，共含

煤20余层，本井田内有13层达可采厚度，其中以4、8、11、12、14号为主

要可采煤层，底界为灰白色粗砂岩或砂砾岩（K11），厚 2—5m，与下伏永定

庄组整合接触。 

3）中统云岗组（J2y） 

厚78.60—148.14m，一般厚93.40m，按照岩性特征，可分为上、下两段。 

下段：青磁窑段（J2y
q
） 

厚53.30—107.30m，一般厚62.40m，以灰白、灰黄色和砖红色中粗砂岩、

砂砾岩为主，砂岩磨圆度差，交错层理发育，底界砂砾岩（K21）较发育，从

邻区资料看一般厚5—15m。与下伏大同组总体上看为连续沉积，整合接触，

但在局部范围内 K21砂砾岩对大同组顶部 2号煤组有冲刷现象，反映 K21砂砾

岩沉积过程中，地壳局部有所起伏变动。 

上段：石窟段（J2y
s
） 

厚25.30—40.84m，一般厚31.00m，以紫、紫红色、灰绿色砂岩、粉砂

岩或砂砾石等组成，岩性变化大，透镜体发育，上部砂岩常含断续球状结核，

本段只零星分布在井田东南部山梁上。 

（5）白垩系 

井田内仅出露有白垩系下统左云组（K1z），厚115.20—148.41m，一般

厚124.80m，分布于本区西部，且西厚东薄。以灰白、灰紫、棕红色砂砾岩、

砂质泥岩为主，砾石成分复杂，变质岩、玄武岩、石灰岩、砂岩均有之，胶

结疏松、分选差、极易风化。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6）上第三系上新统（N2） 

厚3.50—7.00m，一般5.00m。零星分布于井田西南部，主要为浅棕红色

砂质粘土，内含钙质结核。 

（7）第四系 

1）上更新统马兰组（Q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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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0—21.00m，广布于梁峁及沟谷两侧，上部为浅黄、褐黄色松散状黄

土，即马兰黄土，下部为棕红色亚粘土、亚砂土，内含钙质结构，垂直节理

发育。 

2）全新统（Q4） 

厚0—21.35m。分布于十里河、七磨河及主要沟谷内，由现代河流冲积、

洪积物组成。 

2、含煤地层   

井田内含煤地层有侏罗系大同组和石炭二叠系太原组、山西组上、下两

套煤系。 

大同组（J2d）：厚 189.50—231.55m，一般厚 210.00m。由灰、灰白、

深灰色砂岩、粉砂岩、砂质泥岩、泥岩及煤层等组成，属中侏罗世早期沉积。

全组可划分为三个大的沉积旋回，自底界 K11砂岩至 11号煤顶为第一旋回，

以河流相、河漫滩相的细、粉砂岩和泥沼相的含煤沉积为主，含11、12、14、

15号煤组，为本组最佳聚煤期；自11号煤层顶至 7号煤顶为第二旋回，以

湖泊相的粉砂岩、细砂岩发育最好，河流相砂岩和泥沼相含煤沉积稍次，沉

积厚度约占全组总厚度的一半，含7、8、9、10号四个煤组；从7号煤顶至

大同组顶界为第三旋回，以河流相中、细砂岩最为发育，湖泊相粉砂岩次之，

但亦含有稍不稳定的泥沼相沉积，含2、3、4号煤组。从本井田范围看，2、

3、4号煤遭受剥蚀和破坏较为严重，7号煤层（组），分层多，仅7
-3
号为局

部可采煤层，厚度变化大。 

大同组底部为K11砂岩，一般为中—粗粒，岩性特征及分布较稳定，厚2

—3m，为一明显的标志，该层砂岩下部的永定庄组不再含煤，而且岩性色相

皆与大同组不同，易于识别和对比。 

从燕子山精补报告提供的资料看，大同组在本井田绝大部分范围内，厚

度变化不大，较稳定，一般厚约210m，但在井田西北部边界处，由于受后期

构造运动的影响，地层逐渐变薄，至完全为白垩系地层所替代，成为井田西

北部的天然剥蚀边界。 

3、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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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山井田位于大同煤田西北边缘，云岗向斜北西翼。受煤田总体构造

控制，井田为地层走向北北东、倾向南东的单斜，在此基础上发育有次级褶

曲，地层倾角一般在10°以内，但因受次一级构造影响，局部地层倾角变大，

倾向亦有所变化。井田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为断裂较发育，褶皱规模及幅度

较小。 

（1）断裂 

井田内落差大于5m的断层共40条，其中落差大于30m的2条，30-20m

的10条，19-10m的4条，9-5m的24条。另有落差小于5m、大于1m的断层

36条。76条断层，均为正断层。 

西部构造复杂程度大于东部，北部构造复杂程度大于南部，其中西部与

西北部的301盘区和中北部地区的305盘区构造较复杂，断层密集，而落差

最大的断层如 F2、F5、F6皆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而井田南部、东部构造

较简单，断层和褶曲皆较稀少，地层倾角也较平缓，以向南东倾的单斜构造

为主。 

 （2）褶皱 

井田内褶皱构造不发育，仅309盘区和303盘区各有一组轴向北西和北

东的小型背向斜，皆为短轴宽缓状，背向斜对应成组，十分协调。 

（3）陷落柱 

全井田内共发现8个陷落柱，主要在14-2号煤层中揭示。所有陷落形状

均为圆形或椭圆形，长轴最大为80m，短轴最小为20m。 

4、岩浆岩 

本井田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晚期辉绿岩，呈岩墙状产出，井田东南部地表

可见其露头，8号煤层及12号煤层均有揭露。 

（四）煤层 

1、含煤性 

燕子山井田目前仅开采上煤系，即侏罗系中统大同组，大同组总厚

189.50—231.55m，平均210.00m，共含煤19层，自上而下分别为2
-2
、2

-3
、

3
-1
、3

-2
、4、7

-1
、7

-2
、7

-3
、7

-4
、8、9、10、11

-1
、11

-2
、12

-1
、12

-2
、14

-2
、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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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5号煤层。煤层平均总厚度14.24m，含煤系数6.78%。上述煤层中，可采

至局部可采煤层有13层，自上而下依次为2
-3
、3

-2
、4、7

-3
、8、9、10、11

-1
、

11
-2
、12

-1
、12

-2
、14

-2
、14

-3
号煤层，煤层平均总厚度13.39m，含煤系数6.38%。

煤层多、间距小，赋存范围大，可采范围相对较小，下煤组分叉合并现象较

普遍为本井田特征。目前正在开采的煤层有14
-2
、14

-3
二层，已经部分开采的

有4、8、12
-1
、12

-2
号四层。 

2、主要可采煤层 

现将可采煤层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2
-3
号煤层：包含2

2-3
合并层。位于云岗组基底砾岩K21下0—1.77m。煤厚

0—2.18m，平均1.38m。该煤层有时与2
-2
号煤层合并，合并层最厚可达7.62m，

平均2.20m，属单一结构。2
-2
与2

-3
合并层内有砂质泥岩或粉砂岩夹矸。煤层

局部由于河流冲刷而变薄或缺失。可采区段分布于井田中南部。属不稳定局

部可采煤层，该煤层全部批给乡镇小煤矿开采。 

3
-2
号煤层：位于2

-3
号煤层下7.98—49.06m，平均34.38m。煤厚0—2.24m，

平均 0.57m。除井田西部外，均有分布，其中井田中部和东北部可采，结构

单一，属不稳定局部可采煤层。 

4号煤层：位于 3
-2
号煤层下 5.50—23.05m，平均 12.54m。可采范围标

高1282-1113m，埋深63.47-133.61m。厚度0—1.68m，平均0.85m。赋存及

可采范围集中在井田中部和东部，呈北东—南西向展布。煤层结构简单，属

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该煤层井田范围已进行了部分开采。 

7
-3
号煤层：位于 4—5号煤层下 14.85—29.03m，平均 23.90m。可采范

围标高1282-1149m，埋深89.47-184.44m。煤厚0—2.03m，平均厚0.43m。

该煤层有时与 7
-2
号煤层合并，合并层最厚可达 2.42m，平均 0.96m。井田内

赋存范围和可采区段主要在东南部，呈北东—南西向分布。结构较简单，属

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 

8号煤层：位于 7
-3
号煤层下 7.55—26.52m，平均 20.25m。可采范围标

高 1240.88-1112.76m，埋深 56.6-185.42m。煤厚 0—4.20m（生产点），平

均 1.56m。赋存于中部、东部，可采范围分布于中部及东北部。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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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该煤层井田范围已进行部分开采。 

9号煤层：位于8号煤层下5.05—26.20m，平均16.78m。可采范围标高

1232.23-1048.32m，埋深 29.43-198.87m。厚 0—1.62m，平均 0.46m。结构

简单。赋存于中北部，可采范围集中在东北部，西南角局部零星可采。属不

稳定局部可采煤层。 

10号煤层：位于 9号煤层下3.66—31.35m，平均18.21m。可采范围标

高1174.98-1092.97m，埋深189.49-215.84m。厚度0—1.82m，平均0.51m。

结构较简单，局部钻孔揭露有一层0.10m泥岩夹石。该煤层赋存范围较大，

除西北角及北部边缘外均有分布，其中可采区仅在东南局部地段。属不稳定

局部可采煤层。 

11
-1
号煤层：位于10号煤层下0.61—22.45m，平均8.96m。可采范围标

高1194.37-1077.23m，埋深242.70-256.91m。煤厚0—3.35m，平均0.68m。

结构单一，主要分布在井田的中西部和东部，其中东南部合并于 11
-2
号煤层

内。属不稳定局部可采煤层。可采范围分布于井田中西部，东北部有零星可

采点。 

11
-2
号煤层：位于11

-1
号煤层下0.74—29.89m，平均7.76m。可采范围标

高1214.13-1023.93m，埋深169.53-223.26m。煤厚0—3.90m，平均0.83m。

结构简单，局部钻孔含有1—2层粉砂岩夹矸。东南部11
-2
号煤层与该煤层合

并为11号煤层，厚度1.80—4.73m，平均3.30m；北部局部地段并入12
-1
号

煤层或 14
-2
号煤层。煤层发育较好，井田内除西部局部缺失外大部赋存，呈

东南厚、西北薄趋势。属不稳定局部可采煤层。 

12
-1
号煤层：位于11

-2
号煤层下1.04—32.90m，平均14.01m。可采范围

标高1197.62-1014.63m，埋深187.15-232.56m。煤厚0—3.60m，平均0.82m。

11
-2
号煤层在东北端与本煤层合并，厚度1.10—4.64m，平均3.38m。结构单

一。在井田西北部有一呈南北方向展布的无煤区。井田西侧为12
-1
—12

-2
合并

区，中部偏东为12
-1
—14

-2
合并区。属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 

12
-2
号煤层：位于12

-1
号煤层下0.75—30.79m，平均9.09m。可采范围标

高1208.39-1037.81m，埋深85.75-276.26m。煤厚0—5.80m，平均1.6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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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号煤层在西部地段多与本煤层合并为 12号煤层，厚度 1.68—8.96m，平

均 2.56m。结构简单，偶含一层夹石。井田内中部及东部多与 14
-2
号煤层合

并，而西南局部地段为无煤区。属不稳定局部可采煤层。 

14
-2
号煤层：位于12

-2
号煤层下0.66—17.74m，平均7.56m，可采范围标

高1161.33-1005.92m，埋深248.25-264.11m。煤厚0—4.40m，平均1.59m。

上部 11
-2
、12

-1
、12

-2
等 3层煤有与本层合并现象。其中 11

-2
号煤层在中部偏

北合并于本层，厚度 3.95—10.01m，平均 6.04m。12
-1
号煤层在中部偏东合

并于本层，厚度3.52—6.75m，平均4.93m。12
-2
号煤层在中部偏西及东部一

小块，合并于本层厚度0.86—5.78m，平均3.06m。本煤层基本赋存于井田全

部。中部大面积为 12
-2
—14

-1
号合并区，其中偏南侧又有 12

-1
—14

-2
合并区。

东南端则与 14
-3
号煤层合并。除西界附近有零星缺失点和局部不可采区外，

井田范围基本可采，属稳定可采煤层。 

14
-3
号煤层：位于14

-2
号煤层下0.75—23.85m，平均7.75m。可采范围标

高1182.16-1005.92m，埋深201.50-292.26m。煤厚0—7.32m，平均2.10m。

本煤层全井田均有赋存。一般含夹石1层，偶含2层，最大夹矸厚度可达0.86

—0.93m。井田范围除北部边界附近及东部、西部局部不可采外，其余地段均

可采，为稳定可采煤层。 

（五）煤质及工业用途 

1、煤的物理性质 

井田2
-3
、4、7

-3
、8、9、11（11

-1
、11

-2
）、12（12

-1
、12

-2
）、14

-2
号煤的

宏观煤岩类型为半亮—光亮型煤，宏观煤岩组分以亮煤为主，镜煤次之；玻

璃光泽，平坦—贝壳状断口，条带结构，层状或块状构造，内生裂隙发育，

性脆，煤质好。3
-2
、10、14

-3
号煤的宏观煤岩类型以半暗—半亮型煤点主体，

宏观煤岩组分以亮煤为主，暗煤次之；沥青—弱玻璃光泽，阶梯状断口，条

带状结构，块状构造。 

2、煤的化学性质 

 （1）水分 

2
-3
号煤层：原煤3.15-9.65%，平均5.07%；浮煤1.94-9.44%，平均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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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号煤层：原煤1.90-8.19%，平均4.14%；浮煤1.79-7.84%，平均4.26%。 

4号煤层：原煤1.88-8.44%，平均4.88%；浮煤1.95-9.34%，平均5.42%。 

7
-3
号煤层：原煤2.21-8.99%，平均4.69%；浮煤2.25-9.39%，平均5.08%。 

8号煤层：原煤2.10-8.18%，平均4.32%；浮煤2.11-9.44%，平均4.88%。 

9号煤层：原煤1.14-9.19%，平均3.64%；浮煤1.98-6.62%，平均4.42%。 

10号煤层：原煤1.08-7.33%，平均3.34%；浮煤1.52-7.72%，平均4.87%。 

11（11
-1
、11

-2
）号煤层：原煤1.70-7.90%，平均4.57%；浮煤1.55-8.46%，

平均4.80%。 

12（12
-1
、12

-2
）号煤层：原煤1.35-8.24%，平均4.66%；浮煤1.91-8.41%，

平均4.85%。 

14
-2
号煤层：原煤1.26-8.35%，平均4.67%；浮煤1.78-7.55%，平均4.94%。 

14
-3
号煤层：原煤1.41-7.67%，平均4.45%；浮煤1.17-8.46%，平均4.33%。 

（2）灰分 

2
-3
号煤层：原煤3.00-29.23%，平均7.80%；浮煤1.59-6.54%，平均2.81%。

原煤灰分属特低-中灰煤。 

3
-2
号煤层：原煤 4.84-33.10%，平均 15.15%；浮煤 2.84-12.24%，平均

5.88%。原煤灰分属特低-中高灰煤。 

4号煤层：原煤2.35-18.02%，平均7.98%；浮煤2.23-6.53%，平均3.22%。

原煤灰分属特低-低灰煤。 

7
-3
号煤层：原煤3.10-25.15%，平均9.24%；浮煤2.30-8.26%，平均3.30%。

原煤灰分属特低-中灰煤。 

8号煤层：原煤2.50-26.41%，平均8.62%；浮煤2.08-8.03%，平均3.59%。

原煤灰分属特低-中灰煤。 

9号煤层：原煤2.86-24.74%，平均10.98%；浮煤2.46-5.98%，平均3.32%。

原煤灰分属特低-中灰煤。 

10号煤层：原煤5.07-34.48%，平均13.86%；浮煤4.26-10.14%，平均

6.74%。原煤灰分属特低-中高灰煤。 

11号煤层：原煤3.62-39.22%，平均12.01%；浮煤3.28-10.69%，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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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原煤灰分属特低-中高灰煤。 

12号煤层：原煤 3.17-28.67%，平均 10.27%；浮煤 3.13-6.92%，平均

4.17%。原煤灰分属特低-中灰煤。 

14
-2
号煤层：原煤 1.92-33.39%，平均 9.46%；浮煤 2.64-6.41%，平均

3.97%。原煤灰分属特低-中高灰煤。 

14
-3
号煤层：原煤 3.15-33.50%，平均 14.55%；浮煤 1.99-9.36%，平均

4.27%。原煤灰分属特低-中高灰煤。 

按GB/T15224－2010动力煤的灰分分级规定，各煤层平均的原煤灰分均

以特低灰—低灰煤为主。但以煤层的灰分极值分析，2
-3
、4、7

-3
、8、9、12

（12
-1
、12

-2
）七层煤属特低—中灰煤；3

-2
、10、11（11

-1
、11

-2
）、14

-2
、14

-3

六层煤属特低—高灰煤。原煤洗选后，灰分大多降在5%左右。组成灰分的主

要物质为SiO2、Al2O3和Fe2O3。特别是Fe2O3的含量偏高，造成Fe2O3增高的原

因一是煤层中含有大量的菱铁矿结核；二是次生黄铁矿较多。 

（3）硫分 

2
-3
号煤层：原煤全硫0.22-2.37%，平均1.25%；浮煤全硫0.12-0.49%，

平均0.14%。原煤全硫为特低-中高硫煤。 

3
-2
号煤层：原煤全硫0.25-3.78%，平均0.81%；浮煤全硫0.21-0.42%，

平均0.29%。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4号煤层：原煤全硫0.29-2.71%，平均0.63%；浮煤全硫0.14-0.35%，

平均0.25%。原煤全硫为特低-中高硫煤。 

7
-3
号煤层：原煤全硫0.14-0.72%，平均0.38%；浮煤全硫0.11-0.90%，

平均0.30%。原煤全硫为特低-低硫煤。 

8号煤层：原煤全硫0.23-4.49%，平均0.93%；浮煤全硫0.19-0.49%，

平均0.36%。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9号煤层：原煤全硫0.16-4.39%，平均1.10%；浮煤全硫0.26-0.45%，

平均0.35%。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10号煤层：原煤全硫0.11-1.70%，平均0.61%；浮煤全硫0.23-0.42%，

平均0.31%。原煤全硫为特低-中硫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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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煤层：原煤全硫0.16-4.21%，平均0.87%；浮煤全硫0.14-0.49%，

平均0.27%。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12号煤层：原煤全硫0.20-5.37%，平均0.95%；浮煤全硫0.17-0.65%，

平均0.32%。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14
-2
号煤层：原煤全硫0.24-4.67%，平均0.90%；浮煤全硫0.18-1.46%，

平均0.30%。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14
-3
号煤层：原煤全硫0.19-4.14%，平均0.91%；浮煤全硫0.13-0.73%，

平均0.35%。原煤全硫为特低-高硫煤。 

原煤全硫含量从特低硫—高硫者均有。就其侏罗系煤层而言，均应为低

硫煤，为什么出现高硫煤呢？可能是在采集过程中将含黄铁矿结核较多的煤

收入样品，从而造成硫分含量增高。矿井中的煤层煤样全硫含量均未超过1%，

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按GB/T15224-2001无烟煤和烟煤的硫分分级规定,全井

田平均后，各煤层平均硫含量除2
-3
、9号煤层属中硫煤外，其余各层煤均为

特低—低硫煤。经1.4比重液洗选后，全硫含量下降明显，说明赋存在煤中

的硫以硫化铁硫为主，易于脱硫。 

（4）挥发分 

2
-3
号煤层：28.68-36.90%，平均32.31%。 

3
-2
号煤层：30.35-37.00%，平均33.67%。 

4号煤层：28.68-37.78%，平均31.65%。 

7
-3
号煤层：26.73-42.34%，平均29.30%。 

8号煤层：26.87-37.93%，平均31.04%。 

9号煤层：29.24-33.29%，平均30.60%。 

10号煤层：28.72-37.06%，平均32.87%。 

11号煤层：23.23-37.06%，平均30.64%。 

12号煤层：23.40-34.55%，平均30.55%。 

14
-2
号煤层：26.47-34.70%，平均29.94%。 

14
-3
号煤层：26.99-35.53%，平均30.89%。 

3、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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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类为不粘煤。 

4、煤的工业用途 

煤类为特低灰－低灰，特低硫－低硫，高热值，是优质的动力用煤。 

（六）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井田水文地质条件 

井田位于大同煤田西北边缘，左云县与大同市的交界处，属神头泉域北

部边缘。井田地面标高一般在1300-1400m之间。井田内南北分布的堡子梁、

石窟顶、东山头、窝棚梁一线为马脊梁沟与苦水湾沟之分水岭。十里河从井

田北界外流过，井田内分布的十里河支流有七磨河，由南向北流经本井田的

西部，马脊梁沟位于本井田东部，苦水湾沟位于本区中部。 

井田主要含水层组有：寒武系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石炭、二叠系太原

组、山西组和侏罗系永定庄组砂岩裂隙含水层组，侏罗系大同组砂岩裂隙含

水层组，基岩风化带裂隙含水层，冲积—洪积孔隙含水层。井田隔水层主要

有石炭二叠系含煤地层、底部的本溪组，石炭、二叠、侏罗系各砂岩裂隙含

水层之间均夹有厚度不等的泥岩、砂质泥岩等泥质层。 

矿井充水水源主要为：风化壳裂隙水和煤层间砂岩裂隙水、断层水破碎

带水，采空区和废弃巷道积水。矿井水防治的重点为小窑采空区积水和本矿

采空区积水区。 

按直接充水含水层含水空间特征划分水文地质勘查类型，本井田属以裂

隙水充水为主的水文地质条件中等至复杂矿井。 

2、工程地质条件 

井田内各煤层顶底板多为细砂岩、中砂岩和粗砂岩，岩石致密坚硬；一

般为厚层状构造，厚度大，层理不甚发育、节理裂隙较少，整体性好。各类

岩石单向抗压强度为 21.7-109.2MPa，大多在 40-90MPa，单向抗剪强度

4.4-8.4Mpa，抗拉强度 0.83-1.41Mpa，属于强度中等-高的岩石类型。工程

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中等类型，矿井自生产以来未发生严重的工程地

质问题。 

3、环境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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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开采强度高，形成大面积的地表沉陷和地裂缝，地质灾害程度危险

性分区为大-中等，对侏罗系裂隙含水层和第四系孔隙水含水层影响或破坏为

严重，对土地资源破坏程度为严重，环境地质程度为复杂类型。 

4、其它开采技术条件 

本矿井为低瓦斯矿井。煤尘均具爆炸危险性，自燃倾向等级为Ⅰ类，煤

层自燃发火期一般为6个月。地温、地压正常。 

十一 、矿井资源开发概况 

1、矿井规模 

燕子山矿于1978年建矿，1988年12月12月正式投产，设计生产能力

400万吨/年、煤炭生产许可证核定生产能力480万吨/年。实际生产规模是

426万吨/年。 

2、工业场地与井筒布置 

全矿井布置有4个工业场地，其中主工业场地位于燕子山井田东北部，

在主工业场地南侧约2010米处布置有燕子山风井场地；在主工业场地西南

侧约 3432米处布置有苦水湾风井场地；在苦水湾风井场地西侧约 1939米

处布置有纸坊头风井场地。共布置主斜井、副立井、副斜井以及燕子山回

风井、苦水湾进风井、苦水湾回风井、纸坊头进风井、纸坊头回风井 8个

井筒。 

3、水平划分及巷道布置 

矿井采用主斜井、副立井、副斜井开拓方式。共设+1035主水平和+1140

辅助水平，其中+1035水平布置在14-3煤层底板，分东西两区布置轨道大巷

和带式运输机大巷、担负下部煤层开采辅助运输和全矿井煤炭运输任务 。

+1140辅助水平大巷布置在8号煤底板，分东西两区布置轨道大巷，承担上

部煤层开采的辅助运输，各盘区生产原煤通过煤仓至1035带式输送机大巷。 

4、采区划分即开采顺序 

全矿井布置7个采区，其中沿+1035水平大巷由西向东依次划分为301、

303、305、307、309盘区，西南部由东向西划分为311、313盘区。现主采

煤层为14
-2
、14

-3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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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煤方法与工艺 

采煤工艺为倾斜长壁后退式综合机械化采煤，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6、矿井通风 

矿井采用混合式通风方式，全负压机械抽出式通风方法，主斜井、燕

子山副立井、燕子山副斜井、苦水湾进风井、纸坊头进风井5个井筒进风，

燕子山回风井、苦水湾回风井、纸坊头回风井3个井筒回风。 

7、矿井提升、运输 

矿井主提升为皮带提升，矿井主运输为皮带运输，矿井各盘区运输为

皮带运输，矿井辅助运输为轨道运输。 

                                                                                                                               

十二、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源部公告《关于实施<

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年第18号）及《中

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年），收益途径是较为广泛采用的矿业权评估方

法，其主要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折现剩余现金流量法、剩余利润法、收

入权益法和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折现现金流量法是任何目的下收

益途径矿业权价值评估的首选方法，适于详查及以上勘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

和赋存稳定的沉积型大中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估；适用于拟建、在建、改

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以及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山的采

矿权评估。本次评估对象为生产矿山采矿权，有可供评估利用的经济技术参

数，适宜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基本原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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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净现金流量口

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计算公式为： 

 n    

P = ∑ (CI-CO)t × (1+i)
-t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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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三、评估参数的确定 

本项目评估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依据主要为《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

《<山西省大同煤田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以下简称“备案证明”）、《山西省大同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以下简称“2014年储量年

报”）、《〈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2014年度矿山储量

年报〉审查意见》（以下简称“储量年报评审意见”），大同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燕子山矿《储量动用证明》。设计损失主要依据《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燕子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修改版）》（以下简称“开发方案”），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服务年限变更

补充说明）（以下简称“开发方案补充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据
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燕子

山矿净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2015）第0102号），生产成

本主要依据企业财务资料，其他评估参数的选取参考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

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GMVS308000-2008）

相关规定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它资料确定。 

由山西地科勘察有限公司提交的“储量核实报告”，其资源储量的估算

范围与采矿权许可证范围一致；估算工业指标基本符合《煤、泥炭地质勘查

规范》中一般工业指标的要求；资源储量归类编码符合《固体矿产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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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选用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储量符合矿山实际情况；资源储量估

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储量核实报告”所提交的资源储量经山西省地质矿

产科技评审中心评审通过，并在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因此，“储量核实

报告”中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2015年2月，由山西省地质勘查局二一七地质队编制了《山西省大同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以下简称“2014年度

矿山储量年报”，其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采矿权许可证范围一致；估算工业

指标基本符合《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中一般工业指标的要求；资源储量

归类编码符合《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选用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储

量符合矿山实际情况；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2015年4月大同市

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储量审查专家组对该年报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山西

省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意见书》。

故“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中的储量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太原正越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

发的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资质等级为煤炭行业（矿井、选煤厂）专业甲级。

2015年8月由其编制的“开发方案”已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专家评审，

并出具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报送<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的函》（中煤协会技术函[2015]118号），

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在后续工作中，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提出部分设计开采的

储量块段，受现有井下开拓布局以及采空区、蹬空区等原因影响，实际无法

开采，为无开采价值块段，“开发方案”中计算的矿井剩余服务年限与实际

情况不符。为此，太原正越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分析，出具

了“开发方案补充说明”，并报送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估人员认为“开发

方案补充说明”对损失做了专项补充说明，根据提出的问题按照规范要求进

行了修改，并报送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开发方案补充说明”中的数据可以作

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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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201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2014年12月31

日保有资源储量为31280.81万吨，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111b）7914.31

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5723.30万吨、333资源量17643.20万

吨。根据燕子山矿提供的储量动用证明，2015年1月至3月底动用储量109

万吨，截止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矿井保有资源储量为31171.8 万吨。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 

煤层号 

保有储量 

111b 122b 333 小计 

2015年1月至评

估基准日动用

储量111b 

截至评估基准

日保有储量 

4  200.00  514.60  859.50  1574.10   1574.10 

7
-3
  553.1 236.4 789.5  789.50 

8  1224.8 152.6 1366 2743.4  2743.40 

9    1023.8 1023.8  1023.80 

10    131.3 131.3  131.30 

11
-1
   1891.4 1891.4  1891.40 

11
-2
   1737.2 1737.2  1737.20 

12
-1
 543.9 1440.8 787.8 2772.5  2772.50 

12
-2
   2115 2115  2115.00 

14
-2
 2660.6 1403.4 4024.9 8088.93  8088.90 

14
-3
 3284.98 1658.8 3469.9 8413.68 109 8304.68 

合计 7913.4  5723.30  17643.20  31280.8  109 31171.78 

 

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

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之《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

见》，111b、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

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可信度系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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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发方案”，9、10、11
-1
、11

-2
、12

-2
号煤层333可信度系数k取0.7，

4、7
-3
、8、12

-1
号煤层333可信度系数k取0.8,14

-2
、14

-3
可信度系数k取0.9

本次评估按照开发方案取值。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111b+122b+333*k） 

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计算表               单位：万吨 

煤层

号 

保有储量 

可信度系数

K 

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利

用储量

（111b+122b+333*K） 
111b 122b 333 小计 

截至评估

基准日动

用储量

111b 

小计 

4 200 514.6 859.5 1574.10   1574.10  0.8  1402.2 

7
-3
  553.1 236.4 789.50   789.50  0.8  742.22 

8 1224.8 152.6 1366 2743.40   2743.40  0.8  2470.2 

9   1023.8 1023.80   1023.80  0.7  716.66 

10   131.3 131.30   131.30  0.7  91.91 

11
-1
   1891.4 1891.40   1891.40  0.7  1323.98 

11
-2
   1737.2 1737.20   1737.20  0.7  1216.04 

12
-1
 543.9 1440.8 787.8 2772.50   2772.50  0.8  2614.94 

12
-2
   2115 2115.00   2115.00  0.7  1480.5 

14
-2
 2660.63 1403.4 4024.9 8088.93   8088.93  0.9  7686.44 

14
-3
 3284.98 1658.8 3469.9 8413.68  109 8304.68  0.9  7957.69 

合计 7914.31 5723.30  17643.20  31280.81  109  31171.81   27702.78  

经计算，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27702.78万吨。 

3、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根据“开发方案”和开发方案补充说明”煤柱损失包括储量报告统计保

护煤柱、蹬空资源、小窑影响区资源、地质损失、因小窑切割孤立块段、其

它无开采价值块段、开采煤柱损失等。 

本次评估根据《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和《煤矿安

全规程》，厚煤层的回采率不应小于75％，中厚煤层的回采率不应小于80％，

薄煤层的回采率不应小于85％，8、12
-2
、14

-2
、14

-3
号煤层属中厚煤层，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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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采率取80%，4、7
-3
、9、10、11

-1
、11

-2
、12

-1
为薄煤层，采区回采率取85%。

损失中333资源量根据各自对应的可信度系数进行折算。经计算，本次评估

利用可采储量为9884.51万吨，详见下表。 

 

煤层

编号 

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万

吨） 

设计损失 

回采率 
评估利用

可采储量 

设计损失 

开采煤

柱损失 

储量报

告统计

保护煤

柱 

蹬空资源

储量 

小窑影

响区资

源储量 

地质损

失量 

因小窑

切割孤

立块段

资源储

量 

其它无

开采价

值块段 

小计 

4  1402.2 488.84 236.88 53.76 22.64 181.84 27.2 1011.16 28.69  85% 308 

7-3 742.22 51.8 91.36 0 0 7.6 0 150.76 42.01  85% 467.03 

8  2470.2 870.36 388.56 387.68 0 3.76 27.26 1677.62 55.45  80% 589.71 

9  716.66 271.46 218.96   0 0 0 3.64 494.06 12.09  85% 178.93 

10  91.91 4.27 41.3 0 0 0 33.46 79.03 0.00  85% 10.95 

11-1 1323.98 38.64 395.22 0 0 36.82 0 470.68 47.45  85% 684.98 

11-2 1216.04 200.41 203.07 211.68 0 293.09 6.72 914.97 12.59  85% 245.21 

12-1 2614.94 1310.14 344 42.24 0 23.28 1.2 1720.86 51.21  85% 716.44 

12-2 1480.5 207.97 30.8 53.9 0 0 118.79 411.46 168.53  80% 720.41 

14-2 7686.44 1716.21 148.95 1893.6 417.78 52.02 222.3 4450.86 43.97  80% 2553.28 

14-3 7957.69 1233.93 0 1775.88 0 0 353.61 3363.42 332.31  80% 3409.57 

合计 27702.78 6394.03 2099.1 4418.74 440.42 598.41 794.18 14744.88 794.292  9884.51 

《根据《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国家煤炭工业局煤行管字[2000]第

81号）等有关技术规程规范规定，大巷煤柱采矿回收率按50%估算,可采储量计算中已考虑。 

  （二）生产规模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确定生产能力应遵循矿山生产

生产能力、矿山服务年限与矿产资源储量规模相匹配的原则。生产矿山非采

矿权价款评估可根据采矿证载明的生产规模确定；也可按照经批准的开发方

案确定。本矿《煤炭生产许可证》核定生产能力为 480万吨/年，经批准的

开发方案生产能力为 400万吨/年，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为 4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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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次评估根据采矿许可证和开发方案生产规模确定为400万吨／年。 

（三）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品方案为原煤，本次评估以原煤考虑。 

（四）矿山服务年限的确定 

 通过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的服务年限： 

       T＝Q／（A×K） 

 式中：T—服务年限，年； 

       Q—评估用可采储量，万吨； 

       A—生产规模，万吨／年； 

       K一储量备用系数。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地下开采储量备用系数的取值

范围为1.3～1.5。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备案证明”，该矿井田地质构

造复杂程度属中等，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到复杂；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至

中等类型，环境地质条件复杂。“开发方案”储量备用系数为 1.4，综合上

述特点，结合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储量备用系数取1.4。 

矿井的服务年限为： 

T＝9884.51／（400×1.4）=17.7（年）。 

本次评估确定矿井合理的服务年限为17.7年，即17年8个月，自2015

年 4月至 2032年 11月。该矿为正常生产矿山，则评估计算年期为 17年 8

个月。 

（五）投资估算 

1、固定资产投资估算 

根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资产项目评估报告》。燕子山矿

2015年3月31日固定资产评估原值、净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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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评估原值、净值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评估原值 评估净值 

房屋建筑物 
 35,324.38   13,819.64  

井巷工程 
 25,895.89   10,316.29  

综采设备及安装 
 95,235.27   50,932.49  

一般设备及安装 
 48,135.44   26,302.05  

合计  
 204,590.98   101,370.47  

本次评估确定各类固定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按净值全部投入。在折旧期满

后，按照不变价的原则，按固定资产原值进行更新改造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详见附表四。 

2、流动资金投资估算 

流动资金是指企业为维持正常运营所需要的周转资金。 

流动资金的估算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流动资金额为固定资产原值总额

乘以固定资产资金率，煤矿一般为15～20％，本次评估取16％。 

则正常生产期的流动资金额计算如下： 

流动资金额＝  204,590.98  ×16％ 

           ＝32734.56（万元） 

 本次评估确定流动资金在2015年投入。 

（六）成本估算 

1、关于成本估算的原则与方法的说明 

本次评估主要根据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并结合近年来的政策规定及实际

调查来测算矿山生产年限内开采每吨原煤的生产成本。该矿目前正常生产，

企业财务资料真实反映了矿山的生产经营情况，根据《矿业权评估准则》之

《矿业权评估利用企业财务报告的指导意见》，如一年期会计报表信息能够

总体反映企业未来生产经营情况，可以基于企业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会计报

表信息确定矿业权评估成本费用，本次评估主要以2014年度财务报表结合有

关政策分析确定矿业生产成本。由于煤炭资源税改革及涉煤收费项目清理等



 

                              
39 

原因取消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转产发展基金和环境治理保证金不再计入

成本。 

2、外购材料费 

根据燕子山矿 2014年“原煤成本计算表”，吨原煤外购材料费 43.26

元，评估人员认为基本合理，予以采用。 

本次评估确定吨原煤外购材料费为43.26元。 

3、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燕子山矿2014年“原煤成本计算表”，吨原煤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9.31元，评估人员认为基本合理，予以采用。 

本次评估确定吨原煤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9.31元。 

4、工资及福利 

根据燕子山矿2014年“原煤成本计算表”，吨原煤工资及福利费为72.63

元，评估人员认为基本合理，予以采用。 

本次评估确定吨原煤工资及福利费为72.63元。 

5、修理费 

根据有关规定，设备的修理费按照固定资产原值和提存率计算取值，一

般设备的提存率为2.5％，综采设备的提存率为5%。本次评估修理费按规定

计算。 

（ 95,235.27 ×5%+ 48135.44×2.5%）/400=14.91（元/吨） 

本次评估确定吨原煤修理费为14.91元。 

6、固定资产折旧 

在矿业权评估中，折旧年限应遵循财税制度的规定，原则上可分为房屋

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不低于20年，一般设备的折旧年限不低于10年，综采设

备不低于8年。鉴于评估的生产规模和实际情况，本次评估中房屋建筑物的

折旧年限为20年，一般设备折旧年限为12年，综采设备折旧年限为10年。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均采用直线法，固定资产残值率为 5％。井巷工程

提取维简费，不再按服务年限计提折旧。 

正常生产年份折旧额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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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物年折旧额＝ 35,324.38 ×（1－5％）÷20＝1677.91（万元） 

综采设备年折旧额＝95,235.27 ×（1－5％）÷10＝9047.35（万元） 

机器设备年折旧额＝ 48,135.44 （1－5％）÷12＝3810.72（万元）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1677.91＋9047.35+3810.72＝14535.98（万元） 

吨原煤年折旧费为＝14535.98÷400＝36.34（元） 

本次评估确定吨原煤年折旧费为36.34元。 

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

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折旧期末回收固定资产残值，评估计算期末以固

定资产净（残）值作为回收的固定资产余值，共计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108,182.21元。 

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详见附表三。 

7、维简费及井巷工程基金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维简费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

有关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总成本费用中。维简费包含有两个部分：一是已

形成的采矿系统固定资产折旧，二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资金支出，对煤矿

按财政部门规定标准维简费（剔除井巷工程费用）的50％作为更新费用列入

经营成本，另50%作为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根据《〈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

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财建［2004］119号）及《关于印发

（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

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晋财建[2004] 320号）规定，国有重点煤炭企业

吨煤维简费为8.5元，扣除井巷工程基金2.5元，按吨煤6元的标准每月在

成本中提取煤矿维简费。其中，更新性质的维简费为3元，折旧性质的维简

费为3元，井巷工程基金为2.5元。 

该矿为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本次评估按上述规定计提。 

8、安全费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维简费、安全费用和井巷工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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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巷工程费）均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总成

本费用中，全部安全费用作为更新费用列入经营成本。 

财政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财企〔2012〕16号印发的《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012年2月14日施行。该

办法中规定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吨煤30元；

其他井工矿吨煤15元。 

该矿为低瓦斯矿井，本次评估确定吨煤安全费用为15元。 

9、土地租赁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指导意见》，根据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燕子山矿共租赁使用集团所有的经营性用地18宗，年租金3406.23万元。 

则吨煤年土地租赁费＝3406.23÷400＝8.52（元/吨）。 

本次评估确定吨煤土地租赁费为8.52元。 

10、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制造费用中不属于以上的费用。根据2014年“原煤成

本计算表”，其它费用为1.4元/吨，评估人员分析了2013年度及2015年3

月31日的报表，2014年的其他费用偏低，综合分析后取2015年3月底的其

他费用7.48元/吨。 

则本次评估确定其他费用为7.48元/吨。 

11、管理费用 

根据2014年“科目余额表”，2014年管理费用为148867627.94元，折

旧费、修理费、无形资产摊销、其中交集团公司管理费分别为241080.36元，

16760412.23元，35373665.88元，36227119元。从中将折旧费、修理费、

无形资产摊销、交集团公司管理费扣除。 

2014年产量为426.2万吨。 

则管理费用=

（148867627.94-241080.36-35373665.88-36227119-16760412.23）

/4262014=14.14（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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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确定管理费用为14.14元/吨。 

12、销售费用 

燕子山矿生产的产品由集团公司统一销售，没有销售费用，销售费用一

般为销售收入的1%-3% ，本次评估销售费用按2%计取。 

315*2%=6.3（元/吨） 

13、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根据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流动资金的

70％为银行贷款。流动资金为一年期贷款，按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10月24

日起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年利率 4.35%计算，单利计息，则吨原煤的利息支出

计算过程如下： 

利息支出＝（流动资金×70％×贷款利率）／年原煤产量 

        ＝（32734.56×70％×4.35％）／400＝2.49（元／吨） 

单位成本估算详见附表四。 

14、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为以上费用之和。 

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井巷工

程基金－利息支出 

本次评估吨原煤总成本费用为238.88元；吨原煤经营成本194.55元。 

单位成本费用估算详见附表四。 

（七）销售收入及税费估算 

1、 产品价格确定原则：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

－2008），矿业权评估中，产品销售价格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

市场价格，是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应有

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可采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

分析法确定矿产品市场价格。 

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评估人员收集了中国煤炭资源网大同矿区的原煤销

售价格，2013年、2014年2015年1-3月份的三个年度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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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平均含税价 不含税价售价 

2015年3月 340.00 290.6 

2014年 369.26 315.61 

2013年 443.00 378.63 

 平均 328.81 

评估人员收集到了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经销部直达煤销售结算

价。 

单位：元/吨 

 

 

 

 

二者的简单算术平均值：（328.82+302.1）/2=315（元/吨） 

综合分析确定本次评估不含税销售价格取315元/吨。 

2、销售量 

根据产销均衡原则，假设年产原煤当期全部销售。 

3、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销售收入＝原煤销售价格×原煤产量 

以2016年为例： 

＝315×400 

       ＝126000（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六。 

4、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

源税。其中前三项以应纳增值税为基数进行计算。 

（1）应纳增值税 

年份 流向 品种 结算价（含税价） 不含税价 

2013 电煤 末煤 428.04 365.85 

2014 电煤 末煤 334.87 286.21 

2015年1季度 电煤 末煤 297.47 254.25 

平均值 302.1 



 

                              
44 

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

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自2009年1月1

日起，适用的产品销项税率为17％；产品进项税率为17％（以材料费、动力

费为税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

总局令第50号），自2009年1月1日起，新购进设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

更新资金投入）进项增值税，可在矿山生产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

动力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

继续抵扣。 

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以2016年为例）： 

年产品增值税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126000×17％＝21420（万元） 

年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动力费）×17％ 

                    ＝（17304＋3724）×17％＝3574.76（万元） 

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0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产品销项税额—年产品进项税额一年抵扣设备进项

增值税额 

＝21420－3574.76－0＝17845.24（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国发［1985］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矿山所在地城建税税率为 7％。则

年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 

17845.24×7％＝1249.17（万元） 

（3）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国发明电（1994）2号《国务院关于教育附加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

中的规定，教育附加征收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税率为3％。 

17845.24×3％＝535.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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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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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晋

政发〔2011〕25号），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额的2%。 

17845.24×2％＝356.9（万元） 

（4）资源税 

根据财税[2014]72号《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原煤应纳税额=原

煤销售额×适用税率；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地税局《关于我省实施煤

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晋财税[2014]37号），山西省煤炭资源税适用税率

8%。 

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原煤年销售额×适用税率 

=126000×8%=10080（万元） 

5、所得税 

根据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

为25％，自2008年1月1日执行。 

本次评估确定25％的所得税税率计算。计算基础为收入总额减准予扣除

项目，准予扣除项目包括总成本费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资源税。 

正常生产年份所得税＝（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税率 

经计算，年缴所得税为4556.36万元。 

所得税估算详见附表七。 

（八）折现率 

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

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确定。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

票面利率、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

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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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11月22日起执行最新存贷款利率，不再公布五年期定

期存款基准利率。本次评估以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至评估基准日发行的长期

国债利率平均值4.03%作为无风险报酬率，详见下表：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2010-2-3 10 3.43 2012-5-16 50 4.25 

2010-2-26 30 4.08 2012-5-23 10 3.36 

2010-3-24 10 3.36 2012-6-27 30 4.07 

2010-4-14 20 3.96 2012-8-1 30 4.12 

2010-5-12 10 3.25 2012-8-22 10 3.39 

2010-5-21 50 4.03 2012-9-26 20 4.1 

2010-6-18 30 4.03 2012-11-14 50 4.35 

2010-6-23 10 3.41 2012-12-12 10 3.55 

2010-7-28 30 3.96 2013-2-20 10 3.52 

2010-8-4 10 3.28 2013-4-19 20 3.99 

2010-8-13 30 3.96 2013-5-17 50 4.24 

2010-9-1 20 3.82 2013-5-22 10 3.38 

2010-9-15 10 3.29 2013-8-9 20 4.32 

2010-10-27 10 3.67 2013-8-21 10 4.08 

2010-11-17 50 4.4 2013-9-13 30 4.76 

2010-12-8 30 4.23 2013-11-15 50 5.31 

2010-12-15 10 3.77 2013-12-6 30 5.05 

2011-1-19 10 3.94 2014-3-19 10 4.42 

2011-2-23 30 4.31 2014-4-25 20 4.77 

2011-3-16 10 3.83 2014-5-23 50 4.67 

2011-4-27 20 4.15 2014-6-18 10 4 

2011-5-25 50 4.48 2014-7-23 30 4.76 

2011-6-15 10 3.99 2014-8-8 20 4.63 

2011-6-22 30 4.5 2014-9-17 10 4.13 

2011-8-17 10 3.93 2014-10-24 30 4.3 

2011-11-9 50 4.33 2014-11-21 50 4.24 

2011-11-16 10 3.57 2014-12-17 10 3.77 

2012-2-22 10 3.51 2015-4-8 10 3.64 

2012-4-20 20 4.03 2015-4-24 20 4.09 

平均 4.03 

 

风险报酬率是指风险报酬与其投资算采用“风险累加法”，其公式为： 

风险报酬率的比率。投资的风险越大，风险报酬率越高。风险报酬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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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主要是指因不同勘查开发阶段距开采实现收益的时

间长短以及对未来开发建设条件、市场条件的判断不同造成的。根据《矿业

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取值参考表如下： 

 

 

风险报酬率分类 取值范围（%） 备注 

勘查开发阶段   

普查 2.00-3.00 已达普查 

详查 1.15-2.00 已达详查 

勘探及建设 0.35-1.15 已达勘探及拟建、在建项目 

生产 0.15-0.65 生产矿山及改扩建矿山 

行业风险 1.00-2.00 根据矿种取值 

财务经营风险 1.00-1.50  

该矿为生产矿山，考虑当前的勘查程度及勘查质量对开采风险因素，本

次评估勘查开发风险报酬率取0.65%。 

行业风险是指由于行业市场特点、投资特点等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所带

来的风险。根据矿种的不同，取值不同，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取值范围为1-2%，本项目矿种为煤，近年来煤炭行业风险大，市场不

景气，2012年以来价格急剧下滑，年初的销售价格和年末的销售价格相差大，

需求不足，就有大幅度的减少，本次评估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1.9%。 

财务经营风险：包括产生于企业外部而影响财务状况的财务风险和产生

于企业内部的经营风险两个方面，财务风险是企业资金融通、流动以及收益

分配方面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和税率风险。经营

风险是指企业内部经营过程中，在市场需求、要素供给、综合开发、企业管

理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取值范围为1-1.5%。近年来煤炭市场不

景气，融资成本高、煤价低、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安全成本上升、经营

困难，本次评估取值1.5%。 

因此，风险报酬率=0.65%+1.9%+1.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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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折现率=4.03%+4.05%=8.08%。 

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08%。如融资成本高，煤价问题，上升等因素才是

取值的主要依据 

十四、评估结论 

经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组成评估小组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

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

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93704.76万元，大写金额人民币玖亿叁仟柒佰零肆万柒仟陆佰元

整。 

十五、评估假设条件 

1、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30年 11月，本次评估计算期为2015

年4月到2032年11月，假设该矿山能够依法延续采矿许可证，能够依法取

得生产许可证等证件。 

2、假设该矿按400万吨生产规模生产且持续经营； 

3、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4、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5、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6、评估计算期内，企业投资的固定资产价格水平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十六、评估报告的使用 

1、本评估报告仅为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采矿权转让提供价值

参考这一特定评估目的使用。 

2、上述评估的假设条件发生变化则本报告的评估结论亦不再适用。 

3、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 

4、本评估结果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

论的时间与本报告评估基准日相差一年以上，本项目的评估公司对使用后果

不承担任何责任。 

5、本评估报告未经评估单位书面同意，报告书的全部或任一部分均不传

使用于公开的文件、通告或报告中，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其他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