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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能力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

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

力于那些在自然突变和人类活动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

复生态系统原本的面貌，比如砍伐的森林要种植上，退耕还林．让动物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

中。这样，生态系统得到了更好的恢复，称为&ldquo;生态修复&rdquo;。数据显示，生态环境

恶化还表现为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等方面。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侵蚀遥感调查，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

吨，全国113108座矿山中，采空区面积约为134.9万公顷，采矿活动占用或破坏的土地面

积238.3万公顷，植被破坏严重。

     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不良影响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入以保护越

来越脆弱的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并改善生态环境，我国政府提出了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20%增

加到23%，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的目标。目前有关部门已开始重点投入矿

山生态修复和沙漠化治理等方面的国土整治工作，其中生态修复已成为一个新兴的生态环境

建设领域。生态修复客户来源主要是政府、大型矿、水、油类企业;作为国内刚刚起步的朝阳

行业，具有投资门槛较低、见效快、行业成本与收入波动性小、行业集中率低、税务审核机

制宽松、持续盈利能力较强等的特点，尤其适合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广大、资金投入有限的实

际，其工程毛利也高于园林绿化行业。此外，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矿产、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水利水电等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复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

生态破坏。到2015年，我国生态建设行业的总体规模将达到3000亿。随着国内GDP发

展&ldquo;先污染、后治理&rdquo;的趋势愈加明显，由此产生的生态修复行业更有着超过万亿

的发展市场。

     本报告主要分析了矿山生态修复的市场规模、矿山生态修复产品供需求状况、矿山生态修

复竞争状况和矿山生态修复主要企业经营情况、矿山生态修复主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同时

对矿山生态修复的未来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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