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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使我国沿用多年的矿产储量分类分级适应国际上公认的分类标准，以促进国际交流，按我国的

ＧＢ１３９０８—１９９２《固体矿产地质勘探规范总则》中有关分类分级的规定，主要参考了《联合国国际储量燉
资源分类框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ＥＮＥＲＧＹ燉ＷＰ．１燉Ｒ．７０号文件）和美国矿业局、地质调查局

编制的《１９８０年矿产资源和储量的分类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发布以后，我国固体矿产标准、规范、指南的制订、修订，有关矿产资源燉储量分类部分均应符

合本标准的规定。其他标准、规范中的相关内容，凡与本标准相抵触者，按本标准规定执行。
本标准附录 Ａ、附录 Ｂ、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土资源部储量司、地质勘查司，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

有色金属工业局。
本标准起草人：钱大都、严铁雄、李书乐、周圣华、白洪生、李学仁、杨建功。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储量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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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分类

﹤━┈┈┉┄┃┄┇┇┈┄┊┇┈燉┇┈┇┋┈┄
┈┄━┊━┈┃│┃┇━┄││┄┉┈

﹩﹣燉—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分类的适用范围、定义、分类、类型、编码等。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各阶段编制设计、部署工作、计算储量（资源量）、编写报告；

也适用于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评估、登记、统计，制定规划、计划，制订固体矿产资源政策，编制矿产勘查

规范、规定、指南；也可作为矿业权转让、矿产勘查开发筹资融资等活动中评价、计算矿产资源燉储量的依

据。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固体矿产资源：在地壳内或地表由地质作用形成具有经济意义的固体自然富集物，根据产出形式、
数量和质量可以预期最终开采是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其位置、数量、品位燉质量、地质特征是根据

特定的地质依据和地质知识计算和估算的。按照地质可靠程度，可分为查明矿产资源和潜在矿产资源。
．． 查明矿产资源：是指经勘查工作已发现的固体矿产资源的总和。依据其地质可靠程度和可行性

评价所获得的不同结果可分为：储量、基础储量和资源量三类。
．． 潜在矿产资源：是指根据地质依据和物化探异常预测而未经查证的那部分固体矿产资源。
． 矿产勘查１）工作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四个阶段。

１）联合国国际储量燉资源分类框架中的地质研究阶段分为详细勘探、一般勘探、普查、踏勘四个阶段，据定义对比，
前三个分别相当于我国的勘探、详查、普查，而“踏勘”在我国矿产勘查阶段划分中没有，经对比，该阶段应在普查

之前，为普查提供依据的工作，按我国习惯改名为“预查”，相当于联合国分类框架中的“踏勘”。

．． 预查：依据区域地质和（或）物化探异常研究结果、初步野外观测、极少量工程验证结果、与地质

特征相似的已知矿床类比、预测，提出可供普查的矿化潜力较大地区。有足够依据时可估算出预测的资

源量，属于潜在矿产资源。
．． 普查：是对可供普查的矿化潜力较大地区、物化探异常区，采用露头检查、地质填图、数量有限的

取样工程及物化探方法，大致查明普查区内地质、构造概况；大致掌握矿体（层）的形态、产状、质量特征；
大致了解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矿产的加工选冶性能已进行了类比研究。最终应提出是否有进一步详查的

价值，或圈定出详查区范围。
．． 详查：是对普查圈出的详查区通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及各种勘查方法和手段，比普查阶段密的

系统取样，基本查明地质、构造、主要矿体形态、产状、大小和矿石质量，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基本查

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矿石的加工选冶性能进行类比或实验室流程试验研究，做出是否具有工业价值

的评价。必要时，圈出勘探范围，并可供预可行性研究、矿山总体规划和作矿山项目建议书使用。对直接

提供开发利用的矿区，其加工选冶性能试验程度，应达到可供矿山建设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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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探：是对已知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或经详查圈出的勘探区，通过加密各种采样工程，其间距足

以肯定矿体（层）的连续性，详细查明矿床地质特征，确定矿体的形态、产状、大小、空间位置和矿石质量

特征，详细查明矿体开采技术条件，对矿产的加工选冶性能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实验室扩大连续试

验，必要时应进行半工业试验，为可行性研究或矿山建设设计提供依据。
． 地质可靠程度１）反映了矿产勘查阶段工作成果的不同精度。分为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和预测的

四种。

１）地质可靠程度分为预测的、推断的、控制的、探明的，分别相当于联合国分类框架的踏勘的、推测的、推定的、确定

的。

．． 预测的：是指对具有矿化潜力较大地区经过预查得出的结果。在有足够的数据并能与地质特征

相似的已知矿床类比时，才能估算出预测的资源量。
．． 推断的：是指对普查区按照普查的精度大致查明矿产的地质特征以及矿体（矿点）的展布特征、
品位、质量，也包括那些由地质可靠程度较高的基础储量或资源量外推的部分。由于信息有限，不确定因

素多，矿体（点）的连续性是推断的，矿产资源数量的估算所依据的数据有限，可信度较低。
．． 控制的：是指对矿区的一定范围依照详查的精度基本查明了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矿体的形态、
产状、规模、矿石质量、品位及开采技术条件，矿体的连续性基本确定，矿产资源数量估算所依据的数据

较多，可信度较高。
．． 探明的：是指在矿区的勘探范围依照勘探的精度详细查明了矿床的地质特征、矿体的形态、产

状、规模、矿石质量、品位及开采技术条件，矿体的连续性已经确定，矿产资源数量估算所依据的数据详

尽，可信度高。
． 可行性评价分为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三个阶段。
．． 概略研究：是指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概略评价。所采用的矿石品位、矿体厚度、埋藏深度等指

标通常是我国矿山几十年来的经验数据，采矿成本是根据同类矿山生产估计的。其目的是为了由此确定

投资机会。由于概略研究一般缺乏准确参数和评价所必需的详细资料，所估算的资源量只具内蕴经济意

义。
．． 预可行性研究：是指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初步评价。其结果可以为该矿床是否进行勘探或可

行性研究提供决策依据。进行这类研究，通常应有详查或勘探后采用参考工业指标求得的矿产资源燉储
量数，实验室规模的加工选冶试验资料，以及通过价目表或类似矿山开采对比所获数据估算的成本。预

可行性研究内容与可行性研究相同（见附录Ｃ），但详细程度次之。当投资者为选择拟建项目而进行预可

行性研究时，应选择适合当时市场价格的指标及各项参数，且论证项目尽可能齐全。
．． 可行性研究：是指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详细评价，其结果可以详细评价拟建项目的技术经济

可靠性，可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所采用的成本数据精确度高，通常依据勘探所获的储量数及相应的加

工选冶性能试验结果，其成本和设备报价所需各项参数是当时的市场价格，并充分考虑了地质、工程、环
境、法律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可行性研究的内容见附录 Ｃ。
． 经济意义：对地质可靠程度不同的查明矿产资源，经过不同阶段的可行性评价，按照评价当时经济

上的合理性可以划分为经济的、边界经济的、次边界经济的、内蕴经济的。
．． 经济的：其数量和质量是依据符合市场价格确定的生产指标计算的。在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

研究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开采，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等其他条件允许，即每年开采矿产品的平均

价值能足以满足投资回报的要求。或在政府补贴和（或）其他扶持措施条件下，开发是可能的。
．． 边际经济的：在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当时，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于盈亏边界，只有

在将来由于技术、经济、环境等条件的改善或政府给予其他扶持的条件下可变成经济的。
．． 次边际经济的：在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或技术上不可行，需大幅度

提高矿产品价格或技术进步，使成本降低后方能变为经济的。
．． 内蕴经济的：仅通过概略研究做了相应的投资机会评价，未做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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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因素多，无法区分其是经济的、边际经济的，还是次边际经济的。
经济意义未定的：仅指预查后预测的资源量，属于潜在矿产资源，无法确定其经济意义。
定义中名词及词汇的中英文对照见附录 Ａ。

 分类及编码

． 分类依据：矿产资源经过矿产勘查所获得的不同地质可靠程度和经相应的可行性评价所获不同的

经济意义，是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分类的主要依据。据此，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可分为储量１）、基础储量、
资源量三大类十六种类型，分别用三维形式（图 １）和矩阵形式（表 １）表示。

１）联合国国际储量燉资源分类框架将矿产资源分为储量和矿产资源两类，美国将其分为储量、储量基础、资源三类。
我国的储量与联合国、美国的储量相当；我国的资源量与联合国的矿产资源、美国的资源相当；我国的基础储量

包含在联合国的矿产资源、美国的储量基础中（见附录 Ｂ）。

． 分类（见图 １、表 １及附录 Ｂ）：

可行性研究
１

预可行性研究
２

概略研究
３

可行性轴

经济的 １

边际经济的 ２Ｍ

次边际经济的 ２Ｓ

内蕴经济的 ３

Ｅ

Ｆ

Ｅ

Ｇ

１ 探明的

２ 控制的

３ 推断的

４ 预测的

地质轴

经
济

轴

图 １ 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分类框架图

．． 储量：是指基础储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在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编制年度采掘计划当

时，经过了对经济、开采、选冶、环境、法律、市场、社会和政府等诸因素的研究及相应修改，结果表明在当

时是经济可采或已经开采的部分。用扣除了设计、采矿损失的可实际开采数量表述，依据地质可靠程度

和可行性评价阶段不同，又可分为可采储量和预可采储量。
．． 基础储量：是查明矿产资源的一部分。它能满足现行采矿和生产所需的指标要求（包括品位、质
量、厚度、开采技术条件等），是经详查、勘探所获控制的、探明的并通过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认为

属于经济的、边际经济的部分，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 资源量：是指查明矿产资源的一部分和潜在矿产资源。包括经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证实

为次边际经济的矿产资源以及经过勘查而未进行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的内蕴经济的矿产资源；
以及经过预查后预测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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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固体矿产资源燉储量分类表

经济意义

分类
类型

地质可靠程度
查明矿产资源 潜在矿产资源

探明的 控制的 推断的 预测的

经济的

边际经济的

次边际经济的

内蕴经济的

可采储量（１１１）

基础储量（１１１ｂ）

预可采储量（１２１）

基础储量（１２１ｂ）
基础储量

（２Ｍ１１）
基础储量

（２Ｍ２１）
资源量

（２Ｓ１１）
资源量

（２Ｓ２１）
资源量

（３３１）

预可采储量（１２２）

基础储量（１２２ｂ）

基础储量

（２Ｍ２２）

资源量

（２Ｓ２２）
资源量

（３３２）

资源量

（３３３）

资源量

（３３４）？

注：表中所用编码（１１１３３４），第 １位数表示经济意义：１＝经济的，２Ｍ＝边际经济的，２Ｓ＝次边际经济的，３＝内

蕴经济的，？＝经济意义未定的；第 ２位数表示可行性评价阶段：１＝可行性研究，２＝预可行性研究，３＝概略

研究；第 ３位数表示地质可靠程度：１＝探明的，２＝控制的，３＝推断的，４＝预测的。ｂ＝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

的可采储量。

． 编码：采用（ＥＦＧ）三维编码，Ｅ、Ｆ、Ｇ分别代表经济轴、可行性轴、地质轴（见图 １）。
编码的第 １位数表示经济意义：１代表经济的，２Ｍ 代表边际经济的，２Ｓ代表次边际经济的，３代表

内蕴经济的；第 ２位数表示可行性评价阶段：１代表可行性研究，２代表预可行性研究，３代表概略研究；
第 ３位数表示地质可靠程度：１代表探明的，２代表控制的，３代表推断的，４代表预测的。变成可采储量

的那部分基础储量，在其编码后加英文字母“ｂ”以示区别于可采储量。
． 类型及编码：依据地质可靠程度和经济意义可进一步将储量、基础储量、资源量分为 １６种类型（见
表 １）。
．． 储量：有 ３种类型。
．．． 可采储量（１１１）：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按勘探阶段要求加密工程的地

段，在三维空间上详细圈定了矿体，肯定了矿体的连续性，详细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和开采技

术条件，并有相应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成果，已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包括对开采、选冶、经济、市场、法律、
环境、社会和政府因素的研究及相应的修改，证实其在计算的当时开采是经济的。计算的可采储量及可

行性评价结果，可信度高。
．．． 预可采储量（１２１）：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达到勘探阶段加密工程的地

段，在三维空间上详细圈定了矿体，肯定了矿体连续性，详细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和开采技术

条件，并有相应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成果，但只进行了预可行性研究，表明当时开采是经济的。计算的可

采储量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 预可采储量（１２２）：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达到详查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

地段，基本上圈定了矿体三维形态，能够较有把握地确定矿体连续性的地段，基本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
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提供了矿石加工选冶性能条件试验的成果。对于工艺流程成熟的易选矿石，也
可利用同类型矿产的试验成果。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开采是经济的，计算的可采储量可信度较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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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 基础储量：有 ６种类型。
．．． 探明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１１１ｂ）：它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

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 ３４１１所述，与其唯一的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

述。
．．． 探明的（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１２１ｂ）：它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

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 ３４１２所述，与其唯一的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

述。
．．．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１２２ｂ）：它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

意义的分类同 ３４１３所述，与其唯一的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 探明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２Ｍ１１）：是指在达到勘探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详细查

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圈定了矿体的三维形态，肯定了矿体连续性，有相应的加

工选冶试验成果。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只有当技术、经
济等条件改善后才可变成经济的。这部分基础储量可以是覆盖全勘探区的，也可以是勘探区中的一部

分，在可采储量周围或在其间分布。计算的基础储量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 探明的（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２Ｍ２１）：是指在达到勘探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详细

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圈定了矿体的三维形态，肯定了矿体连续性，有相应的

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试验成果，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
待将来技术经济条件改善后可变成经济的。其分布特征同 ２Ｍ１１，计算的基础储量的可信度高，可行性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 控制的边际经济基础储量（２Ｍ２２）：是指在达到详查阶段工作程度的地段，基本查明了矿床地

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基本圈定了矿体的三维形态，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
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待将来技术经济条件改善后可变成经济的。其分布特征类似于 ２Ｍ１１，
计算的基础储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 资源量：有 ７种类型。
．．． 探明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２Ｓ１１）：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
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必须大幅度提高矿产品价

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计算的资源量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 探明的（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２Ｓ２１）：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

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矿

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

般。
．．． 控制的次边际经济资源量（２Ｓ２２）：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详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

靠程度为控制的，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大幅度提高矿产品价格或大

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３３１）：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

度为探明的，但未做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仅作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

范围内，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３３２）：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详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

度为控制的，可行性评价仅做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计算的资源量可

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３３３）：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只达到普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

度为推断的，资源量只根据有限的数据计算的，其可信度低。可行性评价仅做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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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可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 预测的资源量（３３４）？：依据区域地质研究成果、航空、遥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异常或极少

量工程资料，确定具有矿化潜力的地区，并和已知矿床类比而估计的资源量，属于潜在矿产资源，有无经

济意义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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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术语和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固体矿产资源 ｓｏｌｉｄｆｕｅｌ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查明矿产资源 ｔｏ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潜在矿产资源 ｕ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储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可采储量 ｐｒｏｖ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预可采储量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基础储量 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ｅ
资源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预查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普查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详查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勘探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矿化潜力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地质可靠程度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预测的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推断的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控制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探明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可行性评价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概略研究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预可行性研究 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ｙ
可行性研究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ｙ
采矿报告 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
经济意义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经济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边际经济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次边际经济的 ｓｕ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内蕴经济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经济意义未定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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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国内外矿产资源主要分类概略对比表

表 Ｂ１ 国内外矿产资源主要分类概略对比表

标准名称 分 类 对 比

本标准

（１９９９）

查 明 矿 产 资 源

储量 基础储量 资源量

可采储量

预可采储量
经济基础储量

边际经济

基础储量

次 边 际 经 济 资

源 量、内 蕴 经 济

资源量

潜在矿产资源

预测的资源量

《固 体 矿 产 地 质 勘 探 规

范 总 则》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国家标准

ＧＢ１３９０８—９２

能利用储量

ａ亚类 ｂ亚类

尚难利用储量

《联 合 国 国 际 储 量燉资

源分类框架》（１９９７）

矿产资源总量

证实矿产储量

概略矿产储量

可行性矿产资源

预可行性矿产资源

确定的矿产资源

推定的矿产资源

推测的矿产资源 踏勘矿产资源

ＣＭＭＩ系统（１９９７）
证实矿产储量

概略矿产储量
确定矿产资源 推定矿产资源 推测矿产资源 矿产潜力

《矿 产 资 源 和 储 量 分 类

原 则》（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１９８０）

查 明 资 源 未经发现资源

经济储量

边际经济储量
经济边际经济储量基础 次经济资源

假定资源

假想资源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内容

工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一般要求具备以下主要内容。

﹤ 总论

﹤． 项目提出的背景（改扩建项目要说明企业现有概况），投资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
﹤． 研究工作的依据和范围。

﹤ 需求预测和拟建规模

﹤． 国内、外需求情况的预测。
﹤． 国内现有工厂生产能力的估计。
﹤． 销售预测、价格分析、产品竞争能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景。
﹤． 拟建项目的规模、产品方案和发展方向的技术经济比较和分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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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原材料、燃料及公用设施情况

﹤． 经过储量委员会正式批准的资源储量、品位、成分以及开采、利用条件的评述。
﹤． 原料、辅助材料、燃料的种类、数量、来源和供应可能。
﹤． 所需公用设施的数量、供应方式和供应条件。

﹤ 建厂条件和厂址方案

﹤． 建厂的地理位置、气象、水文、地质、地形条件和社会经济现状。
﹤． 交通、运输及水、电、气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厂址比较与选择意见。

﹤ 设计方案

﹤． 项目的构成范围（指包括的主要单项工程）、技术来源和生产方法、主要技术工艺和设备选型方

案的比较，引进技术、设备的来源、国别，设备的国内外分交或与外商合作制造的设想。
改扩建项目要说明对原有固定资产的利用情况。

﹤． 全厂布置方案的初步选择和土建工程量估算。
﹤． 公用辅助设施和厂内外交通运输方式的比较和初步选择。

﹤ 环境保护

调查环境现状，预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提出环境保护和三废治理的初步方案。

﹤ 企业组织、劳动定员和人员培训（估算数）

﹤ 实施进度的建议

﹤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 主体工程和协作配套工程所需的投资。
﹤． 生产流动资金的估算。
﹤． 资金来源、筹措方式及贷款的偿付方式。

﹤ 社会及经济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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