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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mplement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neutrality, which can provide more 
help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goal.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is, mainly discusses the path to realiz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analyzes the concept definition of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carbon neutrality goal.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implement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neutrality.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units, effectively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es, and promote the rapid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ty;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practical scheme

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矿山生态修复对策研究
赵瑞国

内蒙古盛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

碳中和背景下落实矿山生态修复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为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更多助力，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此，主要讨
论了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路径，分析了矿山生态修复的概念定义以及在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碳中和背
景下如何落实矿山生态修复，希望通过论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对矿山生态修复对策做
出有效优化和调整，推动碳中和目标快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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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让现阶段人们对于环境保护问题

给予的关注和重视变得越来越高，在气候变暖的问题变得越

来越严重的背景下中国也提出了碳中和的发展目标，指出了

节能减排的重要性，想要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落实矿山

生态修复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对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作出有效优化，而在此之前首先则需要明确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

2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

想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就需要从更加系统全局的角度做

出分析，就现阶段来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主要可以从

以下四点来着手展开讨论。

2.1 改善能源结构
调节能源应用结构是实现碳中和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就现阶段来看，中国在化石能源中煤炭等相应不可再生资源

的应用比例是相对较高的，一方面，这些资源的不可再生性

意味着需要加强资源控制，避免资源应用过多影响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这些能源在燃烧和应用的过程当中会

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这时则需要对

能源结构做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更多的使用天然气等相应

的清洁能源，构建全新的能源体系，在满足人们能源应用需

求的基础之上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

2.2 推动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针对双碳目标提出的管理政策，也是实现

碳综合目标过程中最重要且最经济的手段。中国在近几年来

节能减排的实施力度和执行力度不断上升，已经取得了较为

良好的成效，能源利用率在大大提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节

能减排依旧会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产业升

级、原料代替等多种手段降低碳排放量，实现资源的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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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控制经济发展成本的同时更好的保护环境。

2.3 改变生活方式
在人们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也是相对较大

的，因此改变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实现碳中和发展目标的重要

手段，就现阶段来看中国居民在消费、生活，甚至食品制造、

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也是导致碳

排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

展，现阶段人们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和获取能力在不断提升，

消费结构在不断转变，因为旅游、食品、出行等多方因素导

致的碳排放问题必须引起关注和重视。想要实现碳中和目标

仅凭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项政策出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全国人民共同努力，通过低碳消费、绿色出行等对生活方式

做出有效调整，进而降低碳排放，实现碳中和。

2.4 提升碳汇能力
提升碳汇能力可以从自然角度和人为角度两个角度来

着手展开分析和讨论。从自然的角度则是通过增加植被覆盖

面积，发挥植被的光合作用，进而强化植物固碳能力。而从

人为的方式角度来分析，则是通过碳捕捉、碳利用、碳封存

等多种手段来控制碳排放或去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就现阶

段来看，人为碳汇所需要消耗的成本和资源是相对较多的，

因此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技术的发展，人为碳汇能力在不断提升，可以通过人为碳汇

和自然碳汇结合以上三种手段来控制碳排放，有效推动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 [1]。

3 矿山生态修复概念定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的不断转变以及科技研究

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现阶段矿山生态修复的内涵在不断地发

生转变，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所谓的矿山生态修复

则是通过人工介入结合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使被破坏

的生态系统逐渐地恢复其原有的功能，进而保障生态环境的

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从

能源替代、产业替代、生态服务等多个角度落实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有效避免因为矿产开采或养护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

的持续性退化问题，进而通过恢复生态系统的方式推动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除此之外，在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尽

可能地选择低碳、环保、科学的修复方式，结合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落实矿山生态修复。

4 矿山修复在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

矿山生态修复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和自然条件通过人工干预的方

式来有效的恢复已经退化或即将退化的生态系统，矿山修复

和碳中和目标两者之间有的高度的契合性，都是通过人工介

入的方式来更好的恢复生态系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矿山生态修复和碳中和目标的协同发展可以为碳中和目标

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需要引起关注和重

视，发挥两者高度契合性优势，对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做出及

时的优化和调整。

5 碳中和背景下如何落实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5.1 更新标准规范，适应碳中和需求
明确标准规范，可以提升矿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

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现阶段来看，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缺乏完善且科学的标准。另外，各部门因

为部门职能、工作内容、工作方向有所区别导致了不同部门

在标准确立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落差，标准不统一甚至

标准冲突的情况导致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

程当中面临着较多的困境和问题。因此，相关单位可以紧抓

两个要点落实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2]。

第一，需要注意原则把控，分析矿山修复工程在实践

落实过程当中所涉及的基本原则以及主要的修复内容，在确

定原则的基础上明确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在实践落实过程中

的主要方向，为后续工作提供指导，结合碳中和目标让环境

污染防治、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景观重建等相应的工作都

能够有效落实于实践当中。第二，需要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原则，从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的各环节出发明确不同环节

的主要工作内容、工作方向和工作标准，从质量控制、调查

评估、规划设计、技术实施、管理维护等多个角度对标准规

范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以此为中心，让矿山生态修复

工作有效落实于实践当中，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5.2 改革管理机制，实现多目标协同
首先，需要采用临时用地策略，就现阶段来看，中国

针对矿区土地复垦问题已经确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但是在

矿产资源开采结束后，土地资源的使用权会转移回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企业需要定期赔付土地损毁资金，直到复垦工作

有效落实到位保证土地地力之后才会彻底归还农村经济集

体组织，然而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企业长期赔付而农民并没

有及时落实复垦工作进而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的情况，同

时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这时则可以通过采取临时用

地策略来进行解决，企业支付赔偿资金的同时还会被赋予土

地使用权，让矿山企业及时落实复垦工作，快速恢复土地地

力然后归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

其次，需要做好地上与地下空间权属分配，为了更好

的提高资源利用率，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提出了地下空

间再利用的理念，而在这时，权属问题则成为十分关键的一

大问题。在矿产资源开采之后，如果利用矿产开采的地下空

间建立抽水蓄能水库，那么原有矿产开采企业是否具有使用

权和占用权，空间占用费由谁来支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考

量在内的。除此之外，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过程中处于地上空

间的农户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产生冲突，完善空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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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做好空间权属分离十分必要，因此相关单位需要对相应

的法律规章制度作出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明确在不同背景

下双方权责，进而对空间权属问题做出有效回答。

再次，需要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市场化发展，发挥市

场的机制优势落实矿山生态修复市场，这样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其落实效率和落实质量可以更好地得

到保障。因此，可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

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全新治理模式，发挥市场机制的机制

优势，让更多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分析如何提升矿山生态

修复的修复质量和修复效果，在不断优化和调整的过程当中

提升矿山生态修复的修复效益，同时也促进相应技术方法的

不断优化和调整。而为了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机制优势，

则还需要建设全新评价体系，配合矿山生态修复市场化机制 

建设 [4]。

最后，生态环境保护和碳中和目标实现是现阶段备受

关注和重视的重点内容，因此与之相应的政策制度也在不断

出台，如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国土空间规划等等，

这些都可以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助力，可以推动

多举措协同发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为碳中和目标实现和

生态修复提供助力和保障。例如，可以将矿山生态修复和城

乡融合发展结合在一起，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矿山生态修复提

供政策基础和实施框架，以生态修复推动城乡融合优化城乡

居民的生活环境，以此为中心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益，推动

碳中和目标实现。

5.3 创新技术体系，推动全过程减排增汇
首先，需要遵守分类施策原则，在矿山生态修复落实

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同时强化碳汇能力，这需

要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气候条件、生态退化、可

逆性等相应数据的分析，进而做好问题分类，对技术方法做

出优化和调整，发挥土壤、植被等生物的碳汇能力，尽可能

地降低人工干预强度，进而减少碳排放，同时强化碳汇能力。

可以从湿润半湿润矿区、半干旱矿区、寒旱矿区三个角度着

手展开分析和讨论，对技术方法做出适当调整 [5]。

其次，需要遵循分区管控原则，矿山地区的生产环境

和治理环境是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因此需要对矿山地区的

区域环境做出有效区分，结合所属分类分析和明确土地生态

修复的修复条件、限制条件、修复措施以及在修复结束之后

的土地利用方向。

再次，需要通过分级治理的方式落实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可以将矿山生态修复划分为极重要修复区、重要修复区、

一般修复区三种主要类别，通过分级治理的方式来明确不同

级别修复区的修复重点。例如，一般修复区在修复工作落实

的过程当中其主要目的是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因此可以通过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结合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重要修复区修

复工作的主要内容则是避免土地退化问题，在该环节强调自

然修复为主、人工介入为辅，保障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极重要地区需要通过保护性措施或限制开发等多种方式来

恢复其生态系统功能 [6]。

最后，需要秉承着分步推进的原则，将矿山生态修复

工作贯穿于矿产开采的全过程，从前期预防、过程控制、修

复监管三个角度完善技术体系和管理规范。

6 结语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落实对于推动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

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更新标准规范、改革管

理体制、创新技术体系等多个角度着手做出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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