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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青海金石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委托人：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对象：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重大资产重组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结果: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 “青海省西海煤

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评估计算服务年限为20年又11个月，

生产规模为90万吨/年，动用可采储量2635.50万吨，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

月31日时点，评估价值为5231.76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伍仟贰佰叁拾壹万

柒仟陆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本评估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按现行

法规规定，本评估结果有效期为一年，即本评估报告其评估结果自评估基准

日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本次评估结果是为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

重大资产重组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提供

价值参考意见，本评估公司只对评估结果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

采矿权定价决策负责。本项目评估目的为重大资产重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使用。 

评估报告假设条件 

(1) 该矿山为独立企业法人，且持续经营下去； 

(2) 评估设定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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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青金石评报字（2016）第002号 

 

青海金石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

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重

大资产重组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进行了

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在认真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核查、市场调查和询证，对委托评估的“青海省

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

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的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

如下：
 

1、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青海金石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宁市胜利路22号地矿花园C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

[2002]00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编号：6300001201788 

2、采矿权人及评估委托方 

（一）采矿权人为：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登记情况 

企业名称：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热水矿区 

法定代表人：祁瑞清 

注 册 号:63000010001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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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人民币叁亿伍仟零贰拾贰万肆仟伍佰元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沿革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15日，注册资本叁亿

伍仟零贰拾贰万肆仟伍佰元，法定代表人祁瑞清，公司住所青海省海北州刚

察县热水矿区。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03年5月根据青海省政府《海西、

海北煤炭资源开发专题会议纪要》的精神，在原热水煤矿的基础上，由青海

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海北州西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

本200,224,500.00元，其中：青海省投资公司有限公司出资为人民币

160,910,2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80.36%；海北州西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

资为人民币39,314,3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9.64%。公司总资产5.7亿元人

民币，2007年12月由青海省投资集团公司将海北州西海投资控股公司所持有

股份全部收购，成为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08年11月7日，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青海省投资集团公司

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青海省投资集团公司以持有青海省西海煤炭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认购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其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2009年3月18日，青海省投资集团公司与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青海省投资集团公司定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青海省投资集团公司将持有青海省西

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于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8月24日，根据公司股东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公司申请增加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0元，由股东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350,224,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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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位于青海省海北州热水矿区，距省会西宁213公里，距海北州府西

海镇103公里，是一家主要从事煤炭资源的开发、生产、销售的企业，现有海

塔尔、柴塔尔两个生产矿井，生产能力150万吨。其中：柴达尔矿年产90万吨 、

海塔尔矿年产60万吨，海塔尔矿区已于2007年7月投产出煤，柴达尔矿计划

2009年投产。公司总资产7.7亿元。现有员工52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5名，

大中专以上学历员工119名。公司设办公室、生产部、市场部等职能管理部门

和柴达尔矿和海塔尔矿两个生产单位。 

3）、执行的会计政策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确认、计量和编制财务报表。青

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制度》和《企

业财务制度》： 

会计期间：公历年度，即以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记账本位币：采用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基础； 

坏账核算方法：采用年末余额百分比法，通过账龄分析法提取坏账准备； 

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方法：按实际成本计价，采用直线法分类计提折旧。 

（二）评估委托方：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登记情况 

企业名称：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西宁市朝阳西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注 册 号: 630000100008572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亿捌仟捌佰壹拾柒万陆仟贰佰柒拾叁元 

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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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矿业”或“公司”）

前身为青海山川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系经青海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青体

改1995第048号文批准，以青海山川铸造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山川集团”）所属之铁合金二分厂及其配套设施作为改制主体，联合海南深

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青海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青海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省分公司、贵州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联营公司海

南分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青海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厦门公司等八家发起

人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山川集团以经评估确认后的3,841.7万元经营性净资产按1:1的比

例折股进入股份公司，其他八家发起人以现金1,658.3万元按1:1的比例折股

进入股份公司。公司于1996年5月5日至5月17日，以“全额预缴、比例配售、

余额转存”的发行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股份发

行募集完成后，公司于1996年5月25日设立，股本总额为7,500万元。公司于

1996年05月25日在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营业执照注册

号： 630000100008572。1996年6月6日青海山川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上海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代码“600714”，证券简称“山川股份”。 

“山川股份”于2002年与青海大风山锶业科技有限公司签定重大资产置

换方案：以其铁合金资产与青海大风山锶业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进行置换，

差额部分由青海大风山锶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分期补足。该资产置换方案

于2003年4月11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在2003年5月22日召

开的2002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2003年6月3日经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审核批准，公司名称由“青海山川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青海山川

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8日又变更为“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山川股份”原第一大股东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投

资公司”），于2004年2月10日与青海省金星矿业有限公司（省投资公司之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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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金星矿业”）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公司的占本

公司股份36.80%的5,554.50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金星矿业，此项交易经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6月16日以国资产权（2004）448号文

件予以批复。 

2006年9月12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所有

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

流通股支付了3股股份对价，非流通股股东共计支付股份12,075,000.00股。

2006年9月27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有限售条件

的 法 人 股 变 更 为 98,612,500.00 股 ，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变 更 为

52,325,000.00股。  

2008年11月7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省投资公司签署了《青海金瑞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省

投资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海

煤炭”）100%的股权认购公司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2008年11月7日，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2009 年3 月18 日，公司与省投资公

司签订《<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2009 年3 月19 日，公司董事会四届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具体方案。 

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2009年4月3日青

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青国资产[2009]29 号《关于青海金瑞矿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批复》核准。 

2009年9月23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9]985 号）《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海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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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7日，省投资公司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省投资公司将持

有的西海煤炭100%股权转让给公司。2009 年10 月15 日，青海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下发了有关西海煤炭股权转让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青工商登记内

变字[2009]第514 号）。 

2009 年11 月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股

份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500万元，其后公司于1997年实行10送

2.5的利润分配方案、2001年实行10送1.5的利润分配方案，2003年实行10转4

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2009年度向省投资公司定向增发股份

12,246.7041万股；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27,340.4541万元，2015

年3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向王敬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王敬春发

行7128415股份、肖中明发行5145027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454265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2015年6月

15日公司股本变更为人民币28,817.6273万元。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总数为28,817.6273万股，省投资公司持

有公司12,246.7041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2.5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金

星矿业持有本公司4,193.87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14.55%，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青海省电力公司持有公司1780.78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6.18%，为公司

第三大股东。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国勋；公司住所：西宁市朝阳西路112号；经营范

围：矿业开发、加工、销售；锶业系列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矿业工程

咨询、技术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生产、销售；铸件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高科技产品开发、资源开发；其他矿产品开发、加工、

冶炼；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收购及兼并；机械加工制造；产品技术开

发；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冶金设备、除尘设备及非标设备制作、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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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工产品及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明令禁止的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

营)。营业期限：1996年05月25日至2016年05月25日。 

公司设总经理办公室、证券部、财务部、生产部、采购管理部等职能管

理部门和采选分公司、化工分公司、柴达尔矿、海塔尔矿、柴达尔先锋矿等

生产单位，目前主要从事煤矿开采、生产、销售，碳酸锶、硫磺等产品的生

产、加工和销售。 

（三）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被评估单位青海省西海煤炭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母公司。 

3、评估目的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重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本次评估目的，即为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重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

权”价值提供公正、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

权”。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12月有偿取得该采矿权采

矿许可证，证号：C6300002009101120040732，有限期至2019年10月9日，开

采矿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90.00万吨/年，发证机关: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青海省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04-53。青海省西

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面积为4.5428km
2
，采矿权范围共由

9个拐点坐标圈定，拐点坐标如下： 

拐点            X                  Y 

1         4169129.02         336298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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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168379.01         33629364.94 

3         4167319.02         33630244.97 

4         4166319.03         33631045.00 

5         4165249.05         33632380.03 

6         4165269.06         33632675.03 

7         4165534.07         33632905.03 

8         4167569.05         33631454.97 

9         4168039.05         33631324.96 

标高：从3900米至3300米 

5、评估结果的价值类型 

本报告中所评采矿权价值为公平市场价值类型。即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进行的公开的无限制的市场交易中能够获得的、并被普遍接受的价格。交易

中的各方都是充分拥有相关知识、信息通畅、谨慎行事、行为独立，交易不

受任何强制压迫。 

6、评估基准日 

依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9月）所

规定的评估基准日确定原则，结合本次评估采矿权的实际情况，确定本评估

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本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费标准均

为2015年12月31日有效时点的价格标准。 

7、评估原则 

本项目评估除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的工作原则外，根据采矿权

的特性，又遵循如下原则： 

7.1 尊重地质科学及规律的原则； 

7.2 遵守地质勘查规范的原则； 

7.3 采矿权与有价值的地质勘查资料和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8、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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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8.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152号，1994

年3月26日）； 

8.3《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1998年2月

12日）； 

8.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第

174号）； 

8.5《矿业权转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

309号，2000年11月1日）； 

8.6《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8月）； 

8.7《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

10月）； 

8.8《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8.9 采矿权评估委托书； 

8.10 青海煤炭地质物探测量队（2010年8月）编制的“青海省刚察县热

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储量核算报告”； 

8.11 “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储量核算报告评审

意见书”[青国土规储评字（2015）23号]； 

8.12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90～120万吨/年改扩

建初步设计说明书（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2005年10月）（以下简称改扩建初步

设计说明书）； 

8.13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财务资

料”； 

8.14 采矿权出让合同(2004-53)补充合同； 

8.15 采矿许可证，证号C6300002009101120040732； 

8.16 评估委托方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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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矿业权评估合同》； 

8.18 其他。 

9、评估过程 

评估工作自2016年3月16日开始到2016年3月27日结束。 

2016年3月16日，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进行本项目

采矿权评估，明确其目的是为拟重大资产重组采矿权提供合理、公平的价值

意见，并签定了评估合同。 

2016年3月17日-2016年3月19日，我公司评估人员，对评估区进行踏勘，

收集准备各类资料，调查市场销售状况收集财务资料。 

2016年3月20日-22日，根据委托方的意见，我公司对收集的详查区的各

类资料进行分类及各项准备工作。由两位注册矿业权评估师并具有相关经历

的高级地质工程师和三名财务工作人员等5人组成的评估小组，根据待评估采

矿权的实际情况，制定评估工作方案，研究评估对象地质报告及有关地质资

料，确定评估方法，选择合理适用的评估参数。按照既定的评估方法进行具

体评定估算。 

2016年3月23-26日撰写采矿权评估报告初稿并与委托方交换意见。 

2016年3月27日据委托方合理意见修改评估报告，提交采矿权评估报告。 

10、 现场勘查 

我公司评估师许木元等人到矿区进行实地勘察，主要考察矿区交通、水

电、煤炭销售价格和以往勘查工程等。经考察矿区交通比较方便，评估区矿

区交通方便，已建成从柴达尔矿工业广场至青藏铁路哈尔盖-热水煤矿支线终

点柴达尔站之间的矿山专线铁路7.6公里，由此可将煤炭运往格尔木、德令哈、

湟源、西宁等地。从热水煤矿还可经湟源，嘉峪关公路通往祁连、刚察等地。 

11、采矿权概况 

11.1、交通位置 

该矿区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区刚察县北部与祁连县相邻的地带，其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13 

 

地理座标为：东径 100°28′15″-100°32′15″，北纬 37°35′52″-37°

38′45″。 

矿区交通方便，已建成从柴达尔矿工业广场至青藏铁路哈尔盖-热水煤矿

支线终点柴达尔站之间的矿山专线铁路 7.6公里，由此可将煤炭运往格尔木、

德令哈、湟源、西宁等地。从热水煤矿还可经湟源，嘉峪关公路通往祁连、

刚察等地。 

11.2、自然地理、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祁连山脉大通河水系与青海湖水系的分水岭-大通山的主两脊

侧，地势高峻，海拔高度 3700-3900米，平均为 3880米。空气稀薄，含氧量

仅为沿海地区的 62-64%，矿区以高山地貌为主，第四系冰川遗迹随处可见，

在矿区南侧的马老得的海拔 4200米以上的地区保留着完善的冰斗、角峰、鳍

背和悬谷，积雪终年不化。岩石的高山物理风化现象明显，多年冰土广泛分

布。其夏季融冰深度仅 1-2 米，致使表层多有沼泽化现象，并在沟谷两侧及

缓坡山根形成大片沼泽、草滩，通行困难。 

本矿区属于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多风，夏季多雨湿润。据中

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 1970-1973 年的简易气象观测资料，年平均气温为

-2.4℃，最高月（7 月）平均气温为 9℃，最低月（1月）平均气温为-14.7℃，

冻结期长达六个半月。年降水量 533.8 毫米，集中在 7-9 月，占年降水量的

73.2%。年蒸发量 1000-1100毫米。太阳辐射强，年照射数达 2355小时。 

本矿区地震烈度，据一九四队及兰州地震大队估计均为 7 度，地质矿产

部 906 大队提供的实际资料不超过 6 度。故在矿区规划建井开发中，需采用

抗震设计。 

11.3、以往地质工作概述 

本矿区的地质工作始于 1956年，由原西北地质局六三七队综合普查大队

进行初步调查，勾绘了大通河上游诸煤田的 1/20万路线地质草图。1957年，

原青海省工业厅探矿队进一步在煤洞沟一带作了矿点检查，并于 1958年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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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1万地质草图 7平方公里。 

1958年，青海省工业厅探矿队与原西北煤田地质局一三二队合并，改建

为青海省燃料工业局一三二队、一九三队和一九四队，由一九四队接续本井

田的勘查工作。 

1959 年，一九四队首先开展了“一井田”的“精查勘查”。同时在“二

井田”、“五井田”进行了“普查勘探”；在“三、四井田”进行了详查勘探，

1960年全面转入“精查勘探”。但截止 1962年底，该队实际上只提交了“一

井田”、“五井田”的“精查”地质报告和“二、三井田”的地质勘探工作总

结报告，同年 10月，经青海省矿产储量委员会及省重工业厅复审，全部降格

为普查报告。 

2003年青海省煤炭地质 105勘探队对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

田柴达尔矿煤炭储量进行核算工作。于 2003 年 10 月编写完成了“青海省刚

察县热水煤矿区察达尔井田储量核算报告”。该储量核算报告经青海省矿产资

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 2003 年 11 月 2 日组织专家评审，并形成“青海省刚

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储量核算报告评审意见书[青矿管委办

核字（2003）11号]”。储量核算报告及储量核算报告评审意见书，核算及评

定了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在 2003 年 9 月 30 日保有

煤炭资源储量为 8216.51 万吨，其中基础储量（111b）为 8197.51 万吨，资

源量（333）为 19万吨。 

2003年青海省煤炭地质 105勘探队对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

田先峰矿煤炭储量进行核算工作。于 2003 年 10 月编写完成了“青海省刚察

县热水煤矿区察达尔井田先锋矿储量核算报告”。该储量核算报告经青海省矿

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 2003 年 11 月 2 日组织专家评审，并形成“青海

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先锋矿储量核算报告评审意见书[青矿管委

办核字（2003）12号]”。储量核算报告及储量核算报告评审意见书，核算及

评定了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先锋矿（划定矿区范围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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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 30日保有煤炭资源储量为 3022.52万吨，其中基础储量（111b）

为 2968.52万吨，资源量（333）为 54万吨。 

“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及先锋矿储量核算报告”、

“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储量核算报告评审意见书[青

矿管委办核字（2003）11 号]”、 “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先

锋矿储量核算报告评审意见书[青矿管委办核字（2003）12 号]”，真实、客

观地核算和评定了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先锋矿煤炭

资源储量，反映了柴达尔井田的地质、矿床、矿体基本情况和特征。故做为

本次评估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柴达尔井田采矿权的主要参考资料。 

12、区域地质概况 

12.1 、区域地质 

矿区处于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的前弧翼，其次是南山构造带，河西

构造体系及北东向压扭性构造的复合部位。区域内山脉走向与断裂及褶皱轴

向是一致的，大都呈北西及北西西向。 

区域内地层出露较全，以下古生界为主，其次为泥盆系、石炭系、二叠

系、三叠系以及白垩系。 

海得尔矿区属陶来山、大通山中生代山间盆地型沉积，第四系、三叠系

地层广泛，为一隐蔽型侏罗系煤产地。区内出露地层有：第四系(Q2-Q4)、三

叠系（J1-2）、二叠系上统(P2)。分述如下： 

第四系（Q2
gl
-Q4

al
）：为冰川-冰水沉积、冲积、洪积及现代河床沉积。由

沙砾石组成，具一定分选性，总厚 0.5-20米，平均 7.5 米。 

侏罗系：（J1-2）：为本区含煤地层，总厚 300米。 

按岩性特征，顶部为紫红色、杂色为主的泥岩、鲕状菱铁矿薄层。中上

部为灰白色、杂色为主的粗砂岩与砂质泥岩互层。中部紫红色、灰色的细砂

岩、砂质泥岩。中下部为含煤段，自上而下共含三个煤段。 

三叠系上段（T3）：为本地区广泛出露地层。由一套灰白色、灰绿色、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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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粗粒砂岩、细砂岩、粉砂岩组成。 

矿区构造从整个矿区形态来看，由于受区域的北西-南东两方向的强大水

平力的挤压作用，产生向斜褶皱只有一个，大的断裂有(F2F3)两条，小的断裂

有（F1F4F5F6）四条。 

13、矿区地质 

13.1、地层 

矿区位于祁连山地层区中祁连山地层分区木里-热水地层小区的东南部。

主要出露地层有第四系、第三系、白垩系、侏罗系、三叠系。由上至下分述

如下： 

1、第四系以全新统为主，上部为现代河流冲积物，山地坡积物高山前缘

洪积物及草旬沼泽土。中下部系一套未胶结的残积物、冰积砂砾层及冰水沉

积物。不整合于下伏各时代地层之上。厚度约 0-20米。 

2、白垩系仅见下统大茶什浪群。出露于井田南部，上部为紫红、紫灰色

厚层细粒砂岩与粉砂岩互层，中部为棕褐、紫褐色中粗粒砂岩与粉砂岩互层，

具大型交错层理，系湖滨相沉积，下部与紫红色细粒砂岩、粉砂岩为主，底

部具有不稳定的砾岩层。以假整合或不整合覆于上侏罗统之上。厚度＞1600

米。 

3、侏罗系 

（1）上统享堂组 

该组系一套红层，上部为紫红色、灰绿色杂斑状中细粒砂岩为主，夹粉

砂岩，具斜层理。中下部为紫红、灰绿色细粒砂岩与粉砂岩互层，中夹紫红

色泥岩，含灰绿色斑点及泥质包体。底部为白色粗粒砂岩，具斜层理，与下

伏侏罗系中统地层假整合接触。厚 30-100米。 

（2）中统江仓组 

上段岩性以细碎屑岩为主。上部为一套灰绿、夹紫红色细粒砂岩、粉砂

岩及泥岩，夹油页岩、生物灰岩和菱铁矿薄层。具波状水平层理，局部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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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薄煤线或炭泥岩薄层，中下部盛产双壳类动物化石，局部层位集成生物滩。

为区域上的标志层，属滨湖-浅湖相沉积。厚 87-125米。 

中段上部系一套含煤性较差的碎屑岩，岩性为灰色、灰黑色泥岩、粉砂

岩为主，含煤一层，不可采。下部系一套以细粒砂岩为主的富含菱铁质的含

煤碎屑岩，含煤 1-3层，其中含可采煤层（M2）。厚 74-255米。 

下段为矿区主要含煤地层，岩性以灰白色中粗粒砂岩，含砾粗粒砂岩、

砾岩为主，主要可采煤层赋存其中。厚 11-120米。 

（3）下统娘姆吞组 

仅在矿区西部发育，上部为一套紫红、紫褐色泥岩、粉砂岩与灰、灰黑

色泥岩、粉砂岩、组成互层状的杂色段，下部岩性主要为灰白色中粗粒砂岩，

含砾粗粒砂岩、砾岩。含煤 1-2 层，西部主要可采煤层发育其中，厚度大，

较稳定。厚 99-224 米。 

（4）三叠系 

矿区内仅见上统默勒群之上岩组，分布于矿区北侧，为侏罗系含煤盆地

的直接基底。与上覆侏罗系地层不整合接触。厚度＞900 米。 

13.1.2含煤地层 

矿区含煤地层主要为中侏罗统江仓组的中段和下段及下侏罗统娘姆吞

组。江仓组上段基本不含煤。 

江仓组中段以灰白色细砂岩、灰黑色粉砂岩、泥岩为主，含 M3，M2 及

M2煤层，与上覆地层中侏罗统上段呈整合接触。 

江仓组下段以黑色泥岩，炭泥岩及灰白色细砂岩为主，含 M1煤层与下侏

罗统娘姆吞组呈假整合接触。 

下侏罗统娘姆吞组在矿区内仅发育在 F17 断层以西地区，岩性以灰黑-

黑色泥岩，粉砂岩和灰白色粗粒砂岩为主，含 M0 上及 M0 煤层，与上覆地层

江仓组下段呈假整合接触。 

13.2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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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祁连山褶皱挤压带中段，大通河中游中新生带构造拗陷中。含

煤地层北升南降，构成一个北西走向狭长的不对称向斜盆地，其南北两翼分

别被南 F0、北 F0区域走向逆冲断层切割。 

（一）褶曲 

矿区处于外力哈达-呼达斯不对称向斜的中段北翼，展布方向为

NW-SW45°，倾向 SW，呈-走向变化趋势受南 F0 转折形态控制的单斜构造。

地层倾角由西向东逐渐变陡。地表岩煤层产状局部变化较大，至深部渐趋稳

定。 

矿区内走向上未发现明显的褶曲，仅在 22 线北端发现一对受 F9 推覆构

造控制的小型向背斜牵引构造，使 M1 的厚度局部发生变化。 

（二）断层 

1、F0逆冲断层见于 16-17线北东端，造成娘姆吞组及 M1露头局部缺失。 

1、F1逆冲断层：位于 30线东井田边界外侧，斜交地层走向，倾向 SE，

主要可采煤层在该断层西侧均已不可采。 

2、F2正断层：位于 28-29线间向金滩东沟两侧，其产状、性质与 F1相

同，并造成三叠系与 M1露头直接接触的地层缺失现象。 

3、F5逆冲断层:见于 26-27线之间，经露天开采后，其深部的煤层并未

错断，断层面向北倾斜，对煤层基本无影响。 

4、F9 断层推覆体位于 22-25 线间，由自南向北楔入含煤地层的上侏罗

统－下白垩统地层构成，使其下盘 M1 受到强烈挤压，并形成牵引褶曲。断层

面沿着 M1 顶板脆弱层发育，并局部切割煤层，其总体形态 呈舌状，倾向呈

扭曲状，先锋露天采坑边帮上即转为倾向 SW，并 22～045 和 22～041号孔中

又成勺状弯曲，其先锋把江仓组上段及 M3 推覆在 M1 露头和 F11 断层之上，

造成含煤地层在长约 500 米的范围内几乎全部缺失，其深部的产状在下平硐

施工中控制。 

5、F10 逆冲断层：位于 22 线－23 线北东端，仅切割江仓组底砾岩及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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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露采坑及 23 线控制。对煤层的深度赋存状态无影响。 

6、F11正断层：位于 22线东侧的煤洞沟内，浅部多被 F9推覆体掩盖，

仅在北端露天坑中可见其切割 M1 露头线的现象。造成 M1 部分或全部缺失，

致使其顶板或残留煤层与三叠系地层接触。 

7、F13断层推覆体位于 19-20线间，但经露天开采和柴达尔上平峒证实，

F13并不切割 M1露头线，只能与原定 F12相连，M2露头被其前锋所覆。 

8、F17正断层浅部见于 17线与 18线之间。地表迹象南段较清晰，可见

M3顶板黑色粉砂质泥岩构成，其北段则被第四系掩盖。 

9、F20断层推覆体位于 17-19线间，该段地表构造十分复杂，江仓底砾

岩则普遍缺失，但 M1层的露头和底板等高线都是连续的，仅在钻孔所见煤层

顶板以上层段中有断层破碎带的迹象。 

10、F15-F16-F18断层推覆体位于 16 线为中心的地段。地表构造特点是

M1露头有三次重复并有分叉现象，补充勘探后期经查明，F 15和 F16为同一

推覆体前锋上的铲状滑体，F18 则是滑体被剥蚀残存地表的飞来峰，该推覆

体形成于 F17 之后，对后者有切割作用，总断距可达 400 米以上，因此对其

下盘娘姆各组地层的东延部分起着掩覆作用。 

11、F23 断层推覆体位于 13-15 线间，表现为一条断层面倾角小于地层

倾角的弧型铲状逆断层，东端被 F15-F16-F18推覆体掩覆。 

12、F27断层推覆体位于 12线北端，为天鹅泉地区巨型推覆构造在本矿

区西端的延伸部分，仅有地表工程控制，尚未深入了解。 

矿区内未发现岩浆岩活动，仅见少量低温热液活动造成的方解石脉及石

英细脉。 

13.3、矿床地质特征 

13.3.1、煤层 

井田含煤地层主要为中侏罗统江仓组的中段（含 M3煤层）鳞片状、质劣、

结构较复杂，夹矸为黑色泥岩，全区较为发育，但一般不可采，只局部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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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点；含煤 M2上，半亮为主，条带状，中夹灰黑色泥岩薄层，一般不可采；

含 M2煤层，半亮型为主，条带状，局部为线理半暗型煤，夹多层薄层状炭质

泥岩、泥岩、结构复杂，局部可采。 

下段含 M1煤层，半暗、半亮型，顶部块状为主，中下部为粉煤。全区发

育，为井田中东主要可采煤层。局部分叉为上下两层。 

下侏罗统娘姆吞组含 M0上煤层，上部为暗淡型煤，块状，下部为粉状光

亮型煤，结构复杂，一般不可采；含 M0 煤层，半亮-光亮型煤，粉状，局部

块状，结构复杂，常分为两个分层，为西区主要可采煤层。 

在晚三叠世末期受印支晚期－燕山早期构造运行所产生的 F17 同沉积构

造影响，西区开始沉降，沉积了早侏罗世含煤地层；而中东区为隆起剥蚀区

无沉积，从中侏罗世开始，煤盆继续扩大，接受了 M1层以上含煤岩系的沉积，

由于断裂活动，造成井田 F17以西 F2 以东在沉积厚度和成煤环境上的差异。

井田中部位置由于沉降于补偿基本达到均衡状态，从 M1到 M2的含煤性较好；

而东西两端的沉降速度大于补偿速度，M1 层在 F2 断层以东明显出现分叉，

变薄甚至歼灭；F17 断层以西 M1层分上下两层，厚度显著变薄，至不可采。 

井田内可采煤层总的变化趋势是浅部较薄，中深部交厚，沿走向西区煤

层增多分叉；中区煤层少而厚，结构简单；东区夹矸增多，结构复杂。 

13.3.1.1含煤性 

该矿区为陆相山间盆地型煤田，以煤层厚度大，可采储量集中为特点。

平均含煤密度达到 2967万吨/平方公里，具有较高的开采价值。 

1、江仓组下～中段 

共含煤四层组，其中 M3、M2 上为不可采煤层，M2 为大部分可采煤层，

M1为全区可采煤层，并局部分为 M12 和 M11两个分层.此外在井田两端 M1以

下局部尚见一个不可采层位，据穿越江仓组下-中段全厚度的钻孔统计，其煤

层总厚度 0.45-137.08米，平均 44.40米，可采总厚度 3.14-82.31米，平均

22.28米，含煤系数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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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娘姆吞组 

共含煤两层，其中 MO上为不可采煤层，M0为主要可采煤层，并分为 M01

和 M02 两个分层。仅分布西区。娘姆吞组的煤层总厚度 0.81-37.93m，可采

厚度 2.29-12.30m，平均 6.33m，含煤系数 0.041。 

13.3.1.2、可采煤层 

1、M2 煤层组：在矿区范围内分布较广泛，发育较好地段是中区 18-21

线间，在西区及东区厚度变化较大，常有不可采甚至尖灭。全井田平均总厚

度 4.56米。 

2、M1煤层组：在井田范围内广泛分布，除在东部边缘的 30线部分不可

采外均可采，全井田平均总厚度 27.20米。 

3、M0煤层组：分布在 17辅线以西的西区。可采储量集中在 13-16线，

向西、向深部煤层变薄，向东至 17线变为不可采。 

13.4、煤质 

本矿区各煤层的变化程度不尽一致，物理性质差别较大，一般地说，高

变质的厚煤层以光泽较强的粉状煤为主，但多数仍保存沉积构造特征，呈条

状或宽条带状结构，仅在挤压强烈地段可见流变现象，而低变质煤都以光泽

较弱的片状，鳞片状、碎块状煤为主，仅有部分高变质薄煤层光泽很强的煤

块。从煤化程度上看，娘姆吞组应属Ⅱ阶段（气煤），江仓组下段应属Ⅳ阶段

（焦煤），江仓组上组应属Ⅴ阶段（瘦煤），总的变化趋势是上高下低，具有

反希尔特定律的特点。 

各煤层均属低水分、特低硫、低磷煤，M2为中磷、低熔灰、低挥发分煤。

M1属中灰分、中高发热量、高熔灰、低挥发分煤。M0 属中灰分、中高热量、

低熔灰煤。 

13.5、开采技术条件 

13.5.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基岩山区地带，具以往资料及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将矿区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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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划分如下： 

1、冻土层上含水层： 

以第四系含水层为主，含有部分中高山区裸露基岩形成的冻岩层上水，

一般为 1.00-2.00米，最深 4.00米，补给单一，与基岩含水层的水力联系比

较微弱，在地表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和积水坑，流量一般为 1.50-5.00升/秒，

富水性极不匀一。 

2、冻土层不含水层 

以基岩含水层为主，分布于高山长年冻岩带范围内，其分五个含水层，

由上而下分述如下： 

（1）第一含水层：位于 M3-M2之间，厚度约 20.00米，岩性为灰色粗粒

砂岩，中粒砂岩，钙质胶结。由东至西颗粒变细，富水性及透水性差，据 19-6

号孔资料，水位标高 3872.90 米，单位涌水量 0.0012 升/秒·米，渗透系数

0.00096米/天。因距主煤层较远，该含水层对煤层的开采影响较小。 

（2）第二含水层：为 M1 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平均厚度 60.00 米，岩

性为灰白色中厚层状粗粒砂岩、砾岩，由东至西粒径变细，中部较薄，富水

性及透水性较差，据 22 线西-048 号孔观测，涌水量 0.19 升/秒，单位涌水

量为 0.043升/秒·米，水位标高为 3807.99米，涌水量较小，水压较大，该

含水层属承压裂隙含水层。 

（3）第三含水层：为 M1 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厚度 40.00 米，岩性为

灰白色砾岩，粗粒砂岩，富水性及透水性较好，据 28 线-水 3 号孔抽水资料

单位涌水量 0.00031升/秒·米，渗透系数 0.00055米/天。水位标高 3833.66

米，水质为 HCO3－Ca型水，水温 1～2℃，属承压裂隙含水层。 

综上所述，矿区以裂隙，充水含水层为主，断层带的富水性较差，且各

含水层单位涌水量小于 0.01 升/秒·米，地下水的补给条件差，排泄条件良

好，故该矿区的水文地质类型属二类一型。 

3、充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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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生产矿井如柴达尔上平峒和下平峒，无小窑积水，通过对矿井的调

查，上平峒揭露 M1顶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下平峒已揭穿间接充水含水层。 

矿区内断层较发育，但多为泥质，粉砂质充填的小角度逆掩断层，导水

性较差，并未造成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化，断层的性质及含水层的富水性将为

本矿区的主要充水因素。 

矿井充水同时还受到汇水面积的影响，由于该矿区汇水面积小，地表泄

水条件好，所以大气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条件较差。 

据上述分析，虽裂隙发育程度和分布的不均一性，汇水面及冻土层的完

整性是矿区的主要充水因素，但各含水层的埋藏条件，厚度、岩性、水力联

系及矿井的开采水平，开采方式等都将直接影响着矿井的充水。 

13.5.2、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1、生产矿井的开采技术条件 

该矿区M1的露头部分煤层厚度大，但倾角多在60°以上，应加强顶底板

边坡管理，消除不安全隐患。 

据已往的探煤巷道资料，M2层顶板为炭质泥岩、粉砂岩、薄层细粒砂岩

互层，M3层顶板为厚层黑色泥岩，其强度较差，裂隙发育，均易坍塌冒顶，

造成伤亡事故。因此，在建井开采过程中应加强防护。 

2、岩石工程地质特征 

在矿区范围内，绝大部分属II区，即多年冻岩区。其特征为岩石的残积

风化层，基岩裸露地表；风化层含有粒状胶结冰，以下是裂隙水，脉状冰；

季节冰融深度一般为4米，风化层厚者小于3米。年平均地温-1.0～-2.0℃，

厚度为20-60米以上。工程地质条件评价为：松散薄层，含水量小，且具坚硬

稳定基底，在工程建筑中，应注意冻岩中的裂隙冰，脉状冰在人为活动影响

下融化，造成坍塌及地下水外溢，因此，必须加强支护，注意排水。 

3、瓦斯含量、煤尘及煤的自燃性 

根据以往资料测试，M1的瓦斯涌出量为6.41-6.00立方米/吨。M1的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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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出量为7.03立方米/吨，并根据此确定为二级瓦斯矿。 

1）、M1是本矿区的主要开采层，也是主要的瓦斯富集层，其煤类以贫煤

和瘦煤为主，煤化程度高，局部流变作用较明显，尽管沼气含量不高，但在

延深开采后，局部地段可能会遇到瓦斯积聚的情况，以致发生游离瓦斯及煤

层突出的危险。 

2）、本矿区的地层倾角陡立，煤层顶底板裂隙发育，加之海拔高、气温

低，这既是造成本矿区瓦斯风化带下延的客观原因，也是造成沼气和重烃比

例反常的重要原因。 

3）、从M1瓦斯含量资料分析可见，煤中瓦斯的可燃组分与非可燃组分具

负相关关系，而瓦斯总量与其可燃组分成正相关关系，当瓦斯越多时，其可

燃比例也就是越高。由此可进一步证明本矿区煤层瓦斯的富集状态是受局部

保有条件制约的具有非线性分布的特点，从而增添了今后开采过程中瓦斯监

测和安全保障的难度。 

本矿区的可采煤层全部具有煤尘爆炸的危险性，在开采过程中，必须把

煤尘抑制在《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的限值以内，其中尤以M1的粉尘危害最为

严重，加上瓦斯的影响，稍有不慎，极易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 

煤芯煤样的自燃倾向试验，煤化程度较高的M2和M1为不自燃煤，而M0则

以较容易自燃的煤为主，故在今后的M0煤层开采时，加强和注意防火、灭火

措施 

13.6、矿区资源储量 

依据《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青国土规储评字【2015】23号），矿区截止2010年12

月31日，矿区保有资源储量为10364.00万吨，其中111b为470万吨，122b为4674

万吨，333为5220万吨。 

14、评估对象评价 

柴达尔矿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先后有地矿、石油、物探、煤田等多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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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单位涉足。自上世纪 50年代以来在不同区段做过煤田地质普查、精查、找

煤、航空地质填图、电法测量，石油地震、石油钻探、区域地质调查、水文

地质调查和专项水文地质普查等。基本查明了含煤地层的时代，主要可采煤

层的层数、厚度、结构、分布范围和赋存状态、基本查明了可采煤层煤质特

征和工艺性能，基本确定了主要可采煤层煤类等。达到了勘探程度的要求。 

15、矿区现状 

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自1956年开始土法小规模

开采，开采方式以露天开采为主，平峒采矿为辅。1969年成立青海热水煤矿

筹建处，随后成立了“青海省热水煤矿”。从此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转入正规

开发阶段。1970年之后，由青海煤矿设计院设计，先后建成柴达尔井田柴达

尔矿上平峒（30万吨/年）和下平峒（30万吨/年）开采M1煤层。柴达尔井田

柴达尔矿经几十年的开采，地表及浅部已开采消耗储量2000万吨左右。 

青海热水煤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5月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企业进行体制

改革，将青海热水煤业有限公司和其所拥有的热水煤矿柴达尔井田柴达尔矿

划归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年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为扩大生产能力，满足省内火电发展的需要，对柴达尔矿进行改扩建，

并委托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对柴达尔矿进行90万吨/年改扩建项目设计。2003

年8月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井田

柴达尔矿矿井改扩建初步设计说明书》，改扩建工程于2004年下半年开始进行

边生产边实施改扩建工程施工，改扩建工程预计2009年初竣工投产。 

目前柴达尔矿90万吨改扩建项目已完成。调查证实矿业权属明确，矿山

及周边地区矿业秩序良好。 

16、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转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采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并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9月）、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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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经认真分析，认为该采矿权已提交经有关部门审定的煤矿资源量

（111b+122b+333）10364.00万吨，属正常生产的矿山，该采矿权编制有《青

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90-120万吨改扩建初步设计说明

书》，并且该采矿权编制有完整的财务资料。因此具备通过收益途径评估该采

矿权价值的基本条件。 

综上，本着能满足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评

估各项参数选取条件并可对该区煤矿采矿权价值做出评估的原则，本次评估

结合本评估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 

                       1    

P=


n

1t

 (CI-CO)t· (1+i)
 t-1
 

式中：P—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采矿权评估基础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1，2，3，…，n）； 

  n—计算年限。 

17、评估指标与参数 

17.1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确定原则 

17.1.1 矿山资源储量依据《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青国土规储评字【2015】23号）

进行确定。 

17.1.2 本评估项目开采技术参数选取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柴达尔矿 90-120万吨改扩建初步设计说明书》（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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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经济参数依据“2014-2015 年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资料”确定。 

17.1.3 税费率依据有关税法及实施细则选取确定。 

17.1.4 本次评估区提交有“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改扩建初步设计说明

书”，并且报告经有关部门审查，具有一定可信度，在本次评估中予以利用。 

17.2、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青海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青海煤炭地质物探测量队编写的

《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与2010年11月9日经

过青海省国土规划研究院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储量核实报告提

交保有煤炭资源总量（111b+122b+333）10364.00万吨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

储量（111b）：470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4674万吨；推断的内

蕴经济的资源量（333）：5220万吨、矿权范围外预测煤炭资源量（333+334）

3367万吨，级别符合矿床实际，并按现行煤炭一般工业指标对核实区进行了

储量估算。地质报告的编制方法及内容基本符合有关规定。资源储量估算工

业指标确定合理，估算方法选择和估算参数确定正确，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符

合规范要求，因此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认为地质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具一定

可信度，本次评估予以参考利用。 

17.3、“改扩建初步设计说明书”的评述： 

2005 年 10 月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兰州煤矿设计研究

院编制《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 90-120万吨改扩建初步

设计说明书》。该初设于 2006 年经过青海省建设厅批复。方案编写单位为兰

州煤矿设计研究院具有工程咨询甲级资质证书，具备编制矿山开发利用方案

的资质，开发利用方案编制的主要地质资料依据为《青海省大柴旦行委鱼卡

矿区一井田煤炭勘探报告》（宁夏煤炭勘察工程公司、2014 年 4 月）及“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青国土规储评字（2014）72号编制，依据基本可靠。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生产规模、开采方式、三率指标、矿山服务年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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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理。故本次评估项目技术参数予以参考利用。 

17.4、评估参数的计算 

17.4.1、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可采储量 

17.4.1.1、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青海省刚察县热水煤矿区柴达尔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青国土规储评字【2015】23号）进行确定本次评估项

目的资源储量。截止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基准日，本次评估区范围内保有煤炭

资源总量（111b+122b+333）为10364万吨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111b）：

470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4674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的资源

量（333）：5220万吨。 

17.4.1.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指南》及《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

矿 90-120 万吨改扩建初步设计说明书》，本次评估确定（111b）、（122b）全

部参与评估计算；（333）可信度系数取 0.6折算后参与评估计算。 

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470+4674+5220×0.6=8276.00（万吨） 

17.4.1.3、可采储量 

根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 90-120万吨改扩建初

步设计说明书》设计损失为永久煤柱（断层、石门、隔高），则设计损失量

723.16万吨。 

采区回采率根据国家规定指标确定： 

薄煤层：0.8～1.3 米  采区回采率不小于 85% 

中厚煤层：1.31～3.5米  采区回采率不小于 80% 

厚煤层：＞3.5米  采区回采率不小于 75% 

柴达尔矿煤层平均厚度大于 3.5 米，属于厚煤层。故本评估项目采矿回

采率取值为 75%。 

可采储量=(评估可利用基础储量－矿山设计损失量)×采区回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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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采储量=（8276.00-723.16）×75%=5664.63（万吨） 

依据“西海煤炭原煤产量统计表”，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开采量为 33.11 万吨（折合可采储量为 46.35 万吨），2012 年开采量

为 51.91 万吨（折合可采储量为 72.67 万吨），2013 年开采量为 42.82 万吨

（折合可采储量为 59.95万吨），2014年开采量为 48.85万吨，（折合可采储

量为 68.39 万吨），2015 年开采量为 55.18 万吨（折合可采储量为 77.25 万

吨），则柴达尔矿 2011-2015年可采储量总计为 324.61 万吨应予以扣除。 

则可采储量=5664.63-324.61=5340.02（万吨） 

17.4.2、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 

依据“采矿许可证”，确定生产规模为 90.00 万吨/年，本次评估产品方

案为原煤。 

17.4.3、开拓方式 

根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 90-120万吨改扩建初

步设计说明书》斜井开拓。 

17.4.4、开采方法   

根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 90-120万吨改扩建初

步设计说明书》采煤方法为分层假顶综采放顶煤采煤方法，层间采用金属网

假顶。 

17.4.5、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 90-120万吨改扩建初

步设计说明书》本评估项目储量备用系数为 1.4。 

矿山服务年限按下列公式如下： 

T =Q/( A·K) 

式中：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K—储量备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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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矿山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为：T=5340.02/（90×1.4）＝42.38（年） 

本项目矿山服务年限为 42.38年。依据采矿权出让合同（2004-53）补充

合同第三条规定，该矿采矿权出让年限为 30 年（自 2006 年 12 月算起），本

次评估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5年 12月 31日，则剩余出让年限为 20年又 11

个月。故本评估项目矿山服务年限为出让的剩余年限 20 年又 11 个月。则矿

山服务年限为 20年又 11个月，正常期为 2016年－2036年 1-11月。动用可

采储量为 2635.50万吨。 

17.5、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西海煤炭销售统计表”进行确定原煤销售价

格。2014年原煤销售量为 1850570.74 吨，销售金额为 425210996.34 元；2015

年原煤销售量为 1223003.15 吨，销售金额为 267659349.23 元。两年加权平

均（不含税）为 225.43 元/吨。故本次评估原煤销售价格取值为 225.43 元/

吨（不含税）。 

销售收入按下列公式计算: 

年销售收入=年原煤产品产量×原煤产品销售价格（不含税矿山价） 

2016-2035年年销售收入=90×225.43=20288.70（万元） 

2036 年 1-11月销售收入=90×225.43÷12×11=18597.98（万元） 

17.6、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青海省西海煤

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固定资产明细表”及“2015 年在建工程明细表”

中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确定。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为 19522.59 万元，其中

井巷工程为 10187.42万元，房屋建筑物为 4769.53万元，机器设备为 4565.64

万元（原值为 14085.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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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为 6930.10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为 6061.49 万元，房屋建筑物

为 303.78万元，机器设备为 176.03 万元，勘探费用为 388.80万元（外围勘

查费用）。则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为 6541.30万元。 

17.7、流动资金 

本项目流动资金估算采用扩大指标法进行确定。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煤矿矿山流动资金一般按销售收入的 20%-25%估算，故本项

目流动资金取值为 4800.00万元。 

流动资金在 2016年 1月初一次性投入，2036 年 11月末回收。 

17.8、单位、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本评估项目单位成本费用依据青海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2014-2015年“原煤成本计算表”、“期间费用明细表”及“关于青海省西海煤

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海塔尔矿及柴达尔矿矿山管理人员比例的说明”、“关于

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费用分摊比例的说明”确定。依据年

生产产量及单位成本费用确定本项目总成本费用, 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

本法”进行估算。评估采用的单位成本费用参数详见下表“原煤单位成本费

用表”。 

本评估项目经营成本依据下列公式计算: 

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财务费用－摊销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井巷工程基金 

原煤单位成本费用表                

单位：元/吨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4年原煤成

本计算表 

2015年原煤成

本计算表 

平均单位成本 评估利用取值

单位成本 

备注 

1 材料 7634140.80 7474104.60 14.52 14.52 依据“财务资料” 

2 动力 4365537.71 4204103.96 8.24 8.24 依据“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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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资 17353151.57 13495398.17 29.65 24.48 
29.65×104.03÷

180×70% 

4 
承包队费

用 
15344941.57 24776473.03 38.57  

包括在其他费用

中 

5 
安全维简

费 
12458065.62 14071713.45 25.50  

包括在其他费用

中 

6 其他费用 5943979.52 7174310.40 12.60 76.67 38.57+25.5+12.6 

7 折旧 16948711.44 16978959.65 32.61 11.65/17.17 
依据“评估准则”

计算 

8 管理费 35851302.38 4093.97 24.92 31.57 

24.92×150×

76％÷90 

扣除折旧、资源补

偿费、摊销 

9 销售费用 12352436.53 6161202.67 6.02 6.02 依据“财务资料” 

10 财务费用    1.62 
依据“评估准则”

计算 

11 
总成本费

用 
   174.77/180.29  

12 经营成本    155.00  

17.8.1、外购原材料及辅助材料 

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原煤成本计

算表”进行确定外购原材料及辅助材料单位成本。2014年材料总成本为

7634140.80元，产量为488521.86吨，2015年材料总成本为7474104.60元，产

量 为 551831.90 吨 。 单 位 成 本 两 年 加 权 平 均 为 14.52 元 / 吨

【（7634140.80+7474104.60）÷（488521.86+5518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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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35年外购原材料及辅助材料=90×14.52=1306.80（万元） 

2036年1-11月外购原材料及辅助材料=90×14.52×11/12=1197.90（万

元） 

17.8.2、外购燃料及动力 

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原煤成本计

算表”进行确定外购燃料及动力。2014年燃料及动力总成本为4365537.71元，

产量为488521.86吨，2015年燃料及动力总成本为4204103.96元，产量为

551831.90 元 。 单 位 成 本 两 年 加 权 平 均 为 8.24 元 / 吨

【（4365537.71+4204103.96）÷（488521.86+551831.90）】 

2016-2035年外购燃料及动力=90×8.24=741.60（万元） 

2036年1-11月外购燃料及动力=90×8.24×11/12=679.80（万元） 

17.8.3、工资及福利费 

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原煤成本计

算表”及“有关说明”进行确定工资及福利费。2014年工资及福利费总成本

为17353151.57元，产量为488521.86吨，2015年工资及福利费为13495398.17

元 ， 产量 为 551831.90 元 。单位 成 本两 年加权 平 均为 29.65 元 / 吨

【（17353151.57+13495398.17）÷（488521.86+551831.90）】。依据“有关说

明”，柴达尔矿工资及福利费占总公司工资及福利费用的70%，则柴达尔矿工

资及福利费为24.48元/吨（29.65×104.03÷180÷70%）。 

2016-2035年工资及福利费=90×24.48=2203.20（万元） 

2036年1-11月工资及福利费=90×24.48×11/12=2019.60（万元） 

17.8.4、折旧费、残（余）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按 10 年计提折旧，

井巷工程不计提折旧，原有形成的房屋建筑工程按 25年计提折旧，在建工程

房屋建筑物按 30年折旧，残值按 5％计（井巷工程不计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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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固定资产明细表”及“2015年在建工程明细表”中固定

资产投资进行确定。 

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为 19522.59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为 10187.42 万

元，房屋建筑物为 4769.53 万元，机器设备为 4565.64万元（原值为 14085.37

万元）。 

在建工程为 6930.10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为 6061.49 万元，房屋建筑物

为 303.78万元，机器设备为 176.03 万元，勘探费用为 388.80万元（外围勘

查费不计入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为 6541.30万元。 

原有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折旧统一折旧年限为 10 年，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月 31日，故剩余折旧年限还剩 5年，故 2016年-2020年机器设备折旧

按 5年进行折旧。 

折旧： 

房屋建筑工程年折旧=4769.53×（1-5%）÷25=181.24（万元） 

在建工程房屋建筑物年折旧=303.78×（1-5%）÷309.62=11.54（万元）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年折旧=4565.64×（1-5%）÷5=867.47（万元）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年折旧=14261.40×（1-5%）÷10=1354.83（万元） 

2016-2020年年总折旧=181.24+867.47=1048.71（万元） 

年单位折旧费用＝1048.71/90＝11.65（元/吨） 

2019-2036年 11月总折旧=181.24+1354.38+9.62=1545.69（万元） 

年单位折旧费用＝1545.69/90＝17.17（元/吨） 

残值： 

房屋建筑物残值=4769.53×5%=238.48（万元） 

在建工程房屋建筑物残值=303.78×5%=15.19（万元） 

机器设备残值=4565.64×5%=228.28（万元） 

机器设备（原值）残值=14261.4×5%=713.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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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值： 

房屋建筑余值=4769.53-238.47-181.24×21=725.01（万元） 

在建工程房屋建筑物余值=303.78-15.19-9.62×16=134.67（万元） 

机器设备（原值）余值=14261.4-713.07-1354.83×6=5419.35（万元） 

2036 年 11月末回收残余值为 7245.77万元。 

17.8.5、其他制造费用 

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原煤成本计

算表”进行确定其他制造费用。其他制造费用包括其它费用12.60元/吨（2014

年其他为5943979.52元，产量为488521.86吨；2015年其他为7174310.4元，

产量为551831.9吨，单位其他费用为12.60元/吨）、维简费10.5元/吨、安全

费15元/吨、承包费用38.57元/吨（2014年承包费用为15344941.57元，产量

为488521.86吨；2015年承包费用为24776473.03元，产量为551831.90吨，单

位承包费用为38.57元/吨），总计76.67元/吨。 

2016-2035年其他制造费用=90×76.67=6900.30（万元） 

2036年1-11月其他制造费用=90×76.67×11/12=6325.28（万元） 

17.8.6、管理费用 

依据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管理费

用明细表”及相关说明确定管理费用。 

根据财务资料，管理费用中扣除扣除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矿产资源

补偿费（根据最新税法，资源税中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经计算管理费用为

31.57元/吨 

2016-2035年其他制造费用=90×31.57=2841.30（万元） 

2036年1-11月其他制造费用=90×31.57×11/12=2604.53（万元） 

17.8.7、销售费用 

依据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销售费用明

细表”确定销售费用。2014年销售费用为12352436.53元，销售量为18505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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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2015年销售费用为6161202.67元，销售量为1223003.15吨。则销售费用

加 权 平 均 为 6.02 元 / 吨 【（ 12352436.53+6161202.67 ） ÷

（1850570.74+1223003.15）】。 

2016-2035年年销售费用=90×6.02=541.80（万元） 

2036年1-11月销售费用=90×6.02×11/12=496.65（万元） 

17.8.8、财务费用 

本评估项目的利息支出主要为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流动资金为4800.00

万元，其中30%由企业自筹，70%由银行贷款，评估基准日时点国家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利率为4.35%， 

则年财务费用为： 

4800.00×70%×4.35%=146.16(万元) 

每吨原煤财务费用约为1.62元/吨（146.16/90）。 

17.9、销售税金及附加 

本次评估项目产品价格为不含税价，因此，本项目应交税金及附加为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资源税。 

17.9.1、增值税（销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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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规定原煤产品

税率 17%。 

2016－2035年年销项税额=销售收入×税率=20288.70×17%=3449.08（万

元） 

2036年1-11月销项税额=销售收入×税率=18597.98×17%=3161.66（万

元） 

17.9.2、增值税（进项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外购原材料

及辅助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增值税（进项税）税率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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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35年年进项税=（外购原材料及辅助材料+燃料及动力费用）×税

率=（1306.80+741.60）×17%=348.23(万元) 

2036年1-11月进项税=（外购原材料及辅助材料+燃料及动力费用）×税

率=（1197.9+679.80）×17%=319.21(万元)  

17.9.3、应交增值税 

2016-2035 年 年 应 交 增 值 税 = 年 销 项 税 额 - 年 进 项 税 额 ＝

3449.08-348.23=3100.85(万元) 

2036 年 1-11 月 应 交 增 值 税 = 年 销 项 税 额 - 年 进 项 税 额 ＝

3161.66-319.21=2842.45(万元) 

17.9.4、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规定，该采矿权所在

地为海北州刚察县，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值为5%。 

2016-2035年年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3100.85×5%＝155.04(万元) 

2036年1-11月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2842.45×5%＝421.71(万元) 

17.9.5、教育费附加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按应交增值税额的3%计费 

2046-2054年年应交教育费附加=3100.85×3%＝93.03(万元) 

2055年年应交教育费附加=2842.45×3%＝85.27(万元) 

17.9.6、资源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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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

对原煤产品，其资源税应纳税额＝原煤销售额×适用税率，税率幅度为2%～

10%，具体适用税率由省级财税部门报省级人民政府拟定。 

根据青财税字［2014］2230号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

发《青海省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实施办法的通知》，青海省煤炭资源税适用税

率为6%，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资源税税率为6%。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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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源税＝原煤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 

2016－2035年年应缴资源税=20288.70×6％＝1217.32 (万元) 

2036年1-11月应缴资源税=18597.98×6％＝1115.88(万元) 

17.10、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5%计算。 

17.11、折现率（r） 

折现率包括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其中包含了社会

平均投资收益率。依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

取8%，本次评估的采矿权折现率取值为8%。 

18、评估结果和结论 

18.1、评估结果 

综上，本公司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正确分析柴达尔矿采矿权的实际情

况及认真查阅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折现现金流量法，经过评定估算，确

定“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5231.76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伍仟贰佰叁拾壹万柒仟陆佰元整。 

18.2、评估结论 

本公司评估人员通过对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

权价值的系统评定和估算，认为： 

1、上述评估结果是本评估公司严格遵循评估原则、评估依据、履行必要

的评估过程、选择公认的评估方法，且未受委托方或其它任何方面干预的情

况下，经评估人员独立、客观、公正地评定估算的公平市场价值。 

2、经过对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已经探明的

煤矿资源储量及其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分析，该矿山经济意义随市场价格波

动影响较大，因此本矿区生产具有一定风险。 

19、有关问题的说明 

19.1、评估报告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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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结

果有效期为一年，即本评估报告其评估结果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19.2、评估报告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仅对评估基准日是成立的。因此，评估委托人在

评估基准日后使用本评估报告中的结论，应考虑资产数额、取费标准等变化

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在本评估结果的有效期内，如果委托方的资产具体数量

发生重大变化或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

对采矿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商请本评估公司对评估价值进行相

应的调整或重新评估。 

19.3、其他责任划分 

本公司只对本项目的评估结果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该采矿

权定价决策负责。本项目评估结果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得出的采矿

权价值，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19.4、评估报告使用范围和责任划分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拟重大资产重组“青海省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柴达尔矿采矿权”这一特定的评估目的使用，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

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报告中的有关

分析、认识、评价是为支持评估结论而做出的。未经评估机构书面同意，除

委托方之外的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拷贝、引用评估报告和其相关内容，否则

后果自负。 

19.5、评估报告假设条件 

(1) 该矿山为独立企业法人，且持续经营下去； 

(2) 评估设定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不变； 

(3) 国家产业、财税、金融政策在预测期无重大变化； 

(4) 以现有的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5) 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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