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砂、 石、 土资源管理规定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９日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福

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根据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厦门市城市规划条例›

和 ‹厦门市砂、石、土资源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厦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厦门市砂、石、土资源管理规定›的决定»第

二次修正,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砂、石、土

资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砂、

石、土资源的义务,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都有批

评、检举、控告的权利.对保护砂、石、土资源

成绩显著的,给予奖励.举报人和执法人员的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是本市砂、

石、土资源的主管部门.

第四条　严禁在本市下列区域开采砂、石、

土资源,任何单位无权审批:

(一)鼓浪屿岛和其他邻近小岛;

(二)厦门本岛海滩、海岸;

(三)具有保护价值的山岭;

(四)已列入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的耕地;

(五)水库、堤坝、水渠保护区,河道禁采区;

(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保护区,水土流

失极强度地区,绿化规划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范围,地质灾害危险区,地质遗迹保护区;

(七)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开采的区域和市

人民政府规定禁止开采的区域.

第五条　经确定具有保护价值的孤石、奇石

等岩体不得破坏.

第六条　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以外的区域开

采砂、石、土,由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会同市建

设、生态环境、林业、园林绿化、农业、水利、

水土保持等行政管理部门划定开采区域和编制开

采规划,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驻区分局负责组织开采

规划的实施.

第七条　开采砂、石、土,必须通过招标、

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取得采矿权.

第八条　需出让砂、石、土采矿权的,由市

资源规划管理部门会同市建设、生态环境、林

业、园林绿化、农业、水利、水土保持等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会审,确定开采方案和治理方案.

开采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开采地点、开采范围、起采标高、终

采标高、开采顺序;

(二)开采设备,开采方法,选矿工艺;

(三)生产能力,开采年限及进度安排;

(四)按照规定应当载明的其他内容.

治理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水土保持措施;

(三)土地复垦措施;

(四)边坡处理措施;

(五)按照规定应当载明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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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砂、石、土采矿权出让,由市资源规

划管理部门与采矿权人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

权人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采矿权出让收

益.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在采矿权人支付采矿权出

让收益后十日内,为采矿权人发放采矿许可证.

第十条　采矿权人转让、出租采矿权,应当

经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权属登记.

采矿权人抵押采矿权,应当向市资源规划管

理部门办理采矿权抵押备案.

第十一条　采矿权人必须按照开采与治理并

重、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严格依照开采方案和

治理方案开采.

严禁无证开采砂、石、土资源.

第十二条　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

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持证的采矿权人进行年审,年

审结果应予公告.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贩卖、承运

无证开采的砂、石、土.

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砂、

石、土资源的巡护检查工作,对违反本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可以采取查封开采设备、扣留运输工具

等措施.

第十五条　违反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三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

治理、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每立方

米五百元罚款;违反第四条第四项、第五项、第

六项、第七项规定的,分别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分别承担法律责任:

(一)无证开采砂、石、土资源的,由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治理、赔偿损失,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每立方米一百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的罚款;

(二)越界开采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

门责令退回界内开采、限期治理、赔偿损失,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越界开采的砂、石、土每

立方米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

的,由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吊销采矿许可证;

(三)不严格按照开采方案进行开采,使砂、

石、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由资源规划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治理、赔偿损失,并处以二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资源规划

管理部门吊销采矿许可证;

(四)不治理或者不按照治理方案进行治理

的,依职责分工由各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治

理、赔偿损失,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吊

销采矿许可证;

(五)贩卖、承运无证开采砂、石、土的,由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以每立方米一百元罚款;

(六)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缴纳或者未足额缴

纳资源补偿费、采矿权出让收益的,由市资源规

划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

加收滞纳金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在限期内仍不

缴纳、缴足资源补偿费、采矿权出让收益和滞纳

金的,处以滞纳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砂、石、土资源保

护作出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对处罚种类

和处罚幅度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严重破坏砂、石、

土资源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本规

定作出行政处罚后,应当报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

备案.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或者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部门不予批准、不予办理采矿许可证或

者行政处罚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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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也

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对砂、石、土资源开采有批准

权的行政机关必须对其批准结果负责;因违法批

准或者批准不当造成后果的,应当追究其主要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砂、石、土资源监督管理人员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河砂管理依照河道管理有关法

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厦门

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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