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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
                                ．姚震，／吴志定2/Jr西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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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人员年龄结构基本合理．学历结构有待完善，经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
障，基地问题有待解决。阻碍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是公益性定位不突出、管理体制不统
一、事业经费不足、队伍结构性矛盾等；推动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的对策包括突出公益性定位、赋

予人事自主权、调整管理体制、加强业务能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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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要求建设一支人员精干并
    相对稳定、装备精良、以高新
技术为支撑、调查与科研相结合，能
担当重大战略任务、善于攻坚打硬
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公益性地质调查
队伍111

    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是国
家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一大组成
部分，它既是解决各省（区市）资源
环境问题的基础力量，又是全国地
质调查工作发展的推动力量。通过
分析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能力
建设现状及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希
望能对地方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能
力建设起到助推作用。

1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
设现状

      近年来，在地方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单位性质、
  人员结构、经费投人、技术装备、业
  务资质及基地保障等方面，普遍得
‘以改善，公益性事业实体的特点得到

  加强，服务于中央和地方的能力得

以提高。

    31个省（区、市）共建立了59支
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其中省
级地质调查院（下简称地调院）31
个，每省（区、市）建立1个；省级地
质环境监测总站（下简称总站）30
个，除了江苏省外（江苏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2008年被省编办注销，人
员并人江苏地质调查院），其他每省

  （区、市）建立1个，上海、天津地调
院和总站为同一套人马，挂两块牌
子121
    在全国31个省级地质调查院
中，内蒙古、山东、上海、江苏、浙
江、云南、重庆7个隶属于省（区、

  市）国土资源厅，其余24个隶属于省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全国30个地
  质环境监测总站中，20个隶属于if,
 9个隶属于（地勘）局，1个（贵州监
  测站）由厅和（地勘）局共同管理。
     2009年底，省级公益性地质调
  查队伍编制为13958人，其中地调院
 10231人，总站372从（不包括上海、
  天津总站）。在职职工为8984人（其

中地调院5934人，监测总站3040
人），离退休人员4344人（其中地调
院2226A，监测总站2118JA)131,

    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年龄
结构基本合理，与地调院相比，总站
人员老龄化程度比较明显。省级公
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学历结构有待进
一步完善，地调院整体学历水平略
高于总站。

    省级公益性地质队伍的收人多
元化格局已日趋成形，事业费（经常
性工作经费和人头费）得到了‘定程
度的保障，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截至2009年底，59支省级公益
性地质调查队伍中，35个有基地，占
省级地质调查单位的60%; 24个没
有基地，占40%,

      总之，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
  伍自建立以来，努力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进改革步伐，
  不断扩大服务领域，主动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资源管理工
  作。建立了一支成建制的公益性地
  质调查队伍，稳定了一批技术业务

，本文所指的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包括两部分：
▲作者简介：姚衷(1983-)  ， 男，江苏省唯宁县人，
查战略与政策。

省级地质调查院、省级地质环坑监刚总站。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地质调

2010.7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4 Q Q t ;f iA it 1 ' 37



公益性地质工作公资习
orum for Public Geological Work

骨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推动了

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发展，为地

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技术支

撑，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2阻碍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
伍建设的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省级公益性地
质调查队伍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是，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困

难和问题，离队伍建实建强的目标

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1公益性定位不突出
    根据调研分析，一些省级编办
没有将省地调院明确定位为承担区

域性、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

略性矿产勘查工作的公益性事业实

体。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部

分省级编办，仅对地调院人员编制

予以明确，但对其职责任务和机构

设置未进行确定，没有明确公益性

事业实体的特点。二是部分省级编

办，在对地调院的性质描述上，与

其他地质队定位相似，使其公益性

事业实体的特点弱化。

    部分省级公益性地质单位的公
益性事业实体的定位不够明确，唯

一性不够突出，甚至个别单位一直以

差额预算单位的身份，从事公益性

工作。

    这种单位性质定位上的重大缺
失，没有达到国家关于省级公益性

地质调查队伍建设的要求，必将给

单位的变革甚至发展带来较大的隐

患。

2.2管理体制不统一
    当前，隶属地勘局管理的省级
公益性地质单位占60％以上。归地
勘局管理的队伍，在建实建强方面

存在较大障碍。一是其事业费从地

勘费基数中核定，没有直接纳人财

政预算，影响了事业费的稳定。二是

由于对未来归属存在不确定性的担

忧，从管理者角度出发，不想投人太

多。在人员配备、基地建设和设备

配置方面一般难有长远考虑。三是

由于未由国土资源厅直接管理，在

服务于政府职能方面不够快捷、方

便。

2.3事业经费不足

    前面两个原因导致了省级公益
性地质调查队伍事业费（经常性工

作经费和人头费）不足，主要表现为

三个方面：一是隶属关系不稳定造

成预算渠道不畅通，尤其是归地勘

局管理的院、站，经常性工作经费

和人头费没有直接纳人地方财政预

算，难以得到稳定的财政保障。二

是与省内其他地勘单位预算科目相

同，特别是与国家要求比较，没有人

员经费预算科目。三是事业费预算

额度与实际支出相比偏低，需要靠争

取市场项目，弥补经费不足，这直接

影响了公益性地质工作质量。四是

离休人员偏多，事业费不足，需单位

补贴大量医药费等费用，影响到单

位正常的运转。

2.4队伍结构性矛盾

    首先，队伍规模存在结构性矛
盾。有些单位编制偏小，队伍规模与

工作任务不匹配。如：新疆地质环境

监测院已经建实，但该院批准人员

编制为60人，队伍编制规模偏小，对
于占国土面积1/6的新疆来说，难以
满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

同时，有些单位存在空编较多的现

象。总体来看，地调院在职职工仅占

编制的58%，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有1/3的地调院还没有建实，有20%
的地调院在职职工不足100人，根本

原因在于省级公益性地质单位没有

用人自主权。

    其次，部分单位人才结构难以
满足工作需要，急需调整充实。如广

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近年来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任务越来越重，专业骨

干技术人才明显不足，特别是地质

灾害预报人才和地质环境信息管理

人才缺乏。

2.5保障条件薄弱

    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总体
上存在基础设施投人不足，基地建

设滞后等问题。许多单位因为组建

历史复杂、资金缺乏等原因，其办公

场所、实验室、样品库等基地一直没

有落实，租用场地或人员办公环境

拥挤等问题严重。据统计，省级地调

院中，有将近一半还没有基地，靠租

用力、公用房。尤其是归地勘局管理

的地调院，问题更加严重。

    地质技术装备财政投人不足，
且更新慢。目前的装备主要是通过

部分财政拨款、营业收人及近年来

中国地质调查局下拨的部分“野战

军”技术装备取得的。由于事业单位

财务制度规定装备不能提折旧，省

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缺乏稳定的

装备投人和更新渠道，导致装备数

量少、设备陈旧、更新慢，不能满足

工作需要。

2.6资质缺乏3a偏低

    一部分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单
位资质条件有欠缺，有些单位不具

备具体职责要求的资质或者资质级

别较低。比如，截至2009年底，上海
地调院没有区域地质调查和地球化

学勘查资质，山东地调院没有区域

地质调查甲级资质，导致了单位实

际业务能力与部分职能任务脱节，

必将对今后接受相关专业任务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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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3推进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
伍建设的对策
    上述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省级公
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能力建设，纵

观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造成这

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改

革之初省级政府对改革政策认识上

的偏差，也有地勘单位改革滞后的

连带影响，还有主管部门职能越位

错位的束缚和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

队伍自身建设上的原因。不管外部

还是内部原因，深化改革已经刻不

容缓，攻坚克难势在必行，必须根据

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地质工作规

律的要求，外除障碍，内健体魄，进

一步推动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能力建设。

3.1调整队伍管理体制

    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是
承担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的主力

军，其工作性质决定了这支队伍的

相对独立性，应按照“大地质”对地

质工作管理布局的要求，将省级公

益性地质调查队伍逐渐从地勘局中

分离出来，全部纳人国土资源厅直

接管理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在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隶
属国土资源厅后，实行省级政府和

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其双重管理，中

国地质调查局侧重于对其进行业务

管理。

 3.2突出公益性定位

      省级公益性地质队伍主管部门
  要协调省级编办、财政厅（局），解
  决公益性定位问题，将地调院和监
·测站明确定位为承担省级及国家基

  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
  产勘查的单位。
      与此同时，按照经费来源与单

位性质相匹配的原则，将省级公益

性地质调查队伍经常性支出以及基

本建设经费，列为省级财政全额拨

款，切实保障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的运行和工作的开展。

3.3赋予人事自主权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专业技
术人员是省级公益性地质队伍的核

心力量。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的规模和结构之所以存在欠缺，主

要原因在于人事上缺乏自主权，有些

单位是否用人以及用哪些人完全受

制于主管部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要遵循人才配置的基本

规律，按照事业单位相对独立的原

则，主管部门应赋予省级公益性地

质调查单位人事自主权，使其能够

根据工作任务大小，灵活自主地招

聘使用专业技术人员。

3.4加强业务能力建设

    一是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比
例，确保专业技术人员达到70％以
上，加强对年轻专业技术人员的培

养和锻炼。二是要加强野外地质调

查工作，提高野外地质调查能力。完

善津贴补贴制度，使更多的专业技

术人员到一线开展调查工作，使研

究与调查有机衔接。三是要按照地

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相应的要求，

根据单位任务职责，克服困难，争取

获得相关领域高级别的勘查资质。

四是要突出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

工作，做出业务特色，为地质找矿

打牢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

务。

3.5落实保障措施

    省级公益性地质单位需要相应
的办公场所、实验室、样品库等基

地，但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

公益性定位，决定了其无偿为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不像其他地勘单位

在市场经济中能够盈利，因此不可

能靠自身出资在市场中购买办公基

地，只能靠政府协议划拨使用。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站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基

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出

发，协调有关部门，对省级公益性

地质调查单位办公基地予以保障落

实。

    另外，鉴于科技的引领作用更
多地体现在技术装备的使用上，主
管部门应协调财政部门，建立省级

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技术装备的动
态更新机制。

3.6加强联系与指导

    目前，在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
队伍未实行双重管理之前，中国地

质调查局在项目部署上要与地方政

府相互沟通，使中央与地方项目衔接

和互补，避免重复。要以项目部署引

导队伍建设，建立稳定的项目联系

机制，保证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

伍承担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连续
性。

    中国地质调查局特别要加强对
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技术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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