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情况

（一）资源分布与比较优势。

全球天然矿泉水在地理分布上主 要 集 中 在 北 纬３６°—４６°地

带，被誉为世界 “黄金水源带”。这一纬度带的高海拔地区，远

离人类污染，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独特，降水、冰雪融水历经多

年的岩层天然过滤，从而造就了享誉世界的珍稀水源带。阿尔卑

斯 山 （北 纬 ４４９°—４７８°）、北 高 加 索 地 区 （北 纬 ４５２°—

４６９°）、长白山 （北纬４１３５°—４２２５°）被国际饮水资源保护组

织列为全球三大天然矿泉水源富集地。此外，还有美国布岭 （北

纬３５１°—３６６°）、以及中国昆仑山 （北纬３５°—３８９°）等都处

在 “黄金水源带”。目前，全球表面７５％是水，但只有１％是饮

用水，而 “黄金水源带”仅占饮用水储量的万分之一。可以说，

“黄金水源带”上的优质矿泉水品质出众、口感极佳，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是促进人类健康的纯天然绿色饮品。

我省天然矿泉水资源十分丰富，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

地位，依据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可划分为长白山火山活

动型、敦密断裂裂隙型、伊舒断裂裂隙型、中部高平原沉积盆地型、

山间断陷盆地型、洮白断裂裂隙型等６个天然矿泉水带。截至２０１３

年底，全省已勘查鉴定的天然饮用矿泉水水源地３９６处，允许开采

总量为每日４７万吨，占全国总允许开采量的１３７％，居全国首位。

长白山是我国位于湿润地区最大的火山台地山脉，主峰由火

山锥体和台地构成，坡度小、坡程长，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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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生 态，森 林 覆 盖 率 达８９１％，规 划 区 域 内 森 林 覆 盖 率 为

８０４％。年降水量在７００—１４００毫米之间，广袤原始森林涵养、

净化了丰富的降水，缓慢渗入地下，经过地下火山岩、玄武岩漫

长的溶滤、矿化和运移，源源不断地生成矿泉水，并通过涌泉的

形式出露地表。大规模、可持续生成矿泉水的地质和水循环条

件，在我国独一无二。

长白山规划区域矿泉水资源最为集中，围绕长白山主峰呈放

射状分布，现已探明的矿泉水水源地８３处，多为自涌泉，日允

许开采总量为２７６万吨，年允许开采总量为８３００万吨，占全省

允许开 采 总 量 的５８８％。经 长 期 观 测，矿 泉 出 水 量 比 较 稳 定，

变化幅度较小，适于大规模开发利用。区域内单泉日允许开采量

在５０００吨以上的矿泉水水源地１９处，日允许开采总量为２０５

万吨，占全省总量的４３６％，适合建设特大型矿泉水生产基地；

日允许开采量在１１００—５０００吨矿泉水的水源地有１９处，适合建

设中、大型矿泉水生产基地。

长白山区域生态环境良好，主要矿泉水水源地周围虽然有林

业产业活动和少部分居民，但是水源没有受到污染，具有较好的

生态优势。经多年监测，长白山矿泉水水质指标符合饮用天然矿

泉水国家标准 （ＧＢ８５３７－２００８），也符合德 国 和 欧 盟 矿 泉 水 标

准。长白山区域天然矿泉水以偏硅酸型、锶型、碳酸型、偏硅酸

与锶复合型为主，富含钙、镁等常量元素，以及硅、锶、锂、硒

等２９种微量元素，ｐＨ值多呈弱碱性，一般矿化度较低，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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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佳。长白山矿泉水资源特点可概括为 “原生态、纯天然、储量

大、品位 高、自 涌 冷 泉”。经 德 国 权 威 机 构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研 究 所、

我国国家天然矿泉水鉴定评审组和中国矿业联合会天然矿泉水专

业委员会认定，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为目前国内外稀有罕见的高品

位矿泉水，与法国著名的伏维克 （Ｖｏｌｖｉｃ）牌矿泉水极为相近，

可与欧洲阿尔卑斯山矿泉水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山矿泉水质量相媲

美。

（二）产业格局与发展现状。

目前，全球矿泉水生产国和消费国主要在欧美。在欧洲国家

中，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矿

泉水产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近年来，瑞士雀巢公司年产矿

泉水约６４０万吨，占全球产量４３％左右，全球排名第一；法国

达能公司年产矿泉水约４６０万吨，占全球产量的３１％左右，全

球排名第二，达能公司生产的法国依云 （Ｅｖｉａｎ）瓶装矿泉水行

销全球。

我国基本形成了珠三角、吉林、川滇藏、长三角等四大矿泉

水产业基地。全国已经勘查鉴定的矿泉水水源共４１１７处，其中

三分之一水源经过国家级鉴定。２０１３年，我国规模以上矿泉水

生产企业超过２００家，产量约为１８６５万吨，行业市场规模约为

３７３亿元。初 步 形 成 了 景 田、昆 仑 山、西 藏 冰 川、泉 阳 泉、崂

山、益力等知名品牌。

近年来，我省矿泉水产业一直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产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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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明显加快，产业组织日趋合理，产品类型不断丰富。２０１３

年，全省有采矿权的瓶 （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共５２户，已形

成产能８５０万吨，其中获得矿泉水 采矿许可的产能为４１２２万

吨，生产矿泉水１４１４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７５８％，实现

销售收入１３９亿元，上缴税金１３亿元。规划区域内矿泉水生

产企业２３户，已形成产能４２６万吨，其中获得矿泉水采矿许可

的产能为２８１３万吨，占全省已发放采矿许可证矿泉水总量的

６８２％，生产矿泉水１２７５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１３１亿元，上

缴税金１３亿元。产能达到１０万吨及以上的企业有１１户，２０

万吨及以上的企业５户。小分子团水、天然含气矿泉水、沏茶水

和地理标志水等高端产品相继投放市场，使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

的支撑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东北振兴以来，我省长白山区域交通运输有了明显改善。北

起牡丹江市、南至丹东和大连市的我国东北东部铁路现已全线通

车，该铁路共有７００公里纵贯我省长白山区域，其中既有线５３７

公里，新建通化至灌水、和龙至二道白河铁路１６３公里。目前，

我省浑白线、四梅线、梅集线、沈吉线、和白线、和龙线、长图

线、宇辉线等铁路，可以保障规划区内６００万吨矿泉水外运至南

方各省和营口、大连、丹东等港口。２０１３年，规划区域内只有

３５６万吨的矿泉水通过铁路运输。区域内公路网络主要有鹤大、

珲乌、长松等高速公路，以及嘉荫至临江、丹东至阿勒泰、龙井

至东乌珠穆沁旗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随着我省对内对外开放步

—３１—



伐加快，长白山区域与辽宁丹东、营口、大连等港口，与朝鲜罗

先、俄罗斯扎鲁比诺等境外港口的路网连接水平不断提升。

目前，长白山区域矿泉水产业发展还存在天然、优质高端水的

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绝大多数企业产品销售半径过小，最

远销售至京津地区；８０％左右企业生产规模不足２０万吨，有竞争力

的大企业不多，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运输主要以公路为主，铁路

为辅，公路等级低，铁路路网不畅通，运力支撑渐显不足；我省早

就颁发实施了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保护条例和相关政策，但在

执行中还存在监管不到位、政策和规划约束力不强等问题。随着实

力雄厚的跨界知名企业相继进入，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和产

业发展模式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市场前景与发展趋势。

目前，国际矿泉水联合会主要成员国仍在欧洲。欧美发达国

家年人均消费矿泉水超过１００升，其中最高的意大利年人均消费

矿泉水达到１７０升，德国年人均消费矿泉水为１２８５升，并呈上

升趋势。２０１３年欧盟矿泉水消费占全球总量的３９８％；北美矿

泉水消费占比为３３６％。亚洲国家年人均消费矿泉水远低于欧

洲水平，据欧睿信息咨询 （Ｅｕｒ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发布的统

计数据，２０１３年亚洲区域矿泉水市场规模为８６９亿美元，人均

消费２０９美元；欧盟区域市场规模达到１９１７亿美元，人均消

费３３４美元，是亚洲人均消费的１６倍。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矿泉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矿泉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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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替代纯净水和矿物质水的趋势。近１０年来，我国瓶装饮用

水年均增速一直稳定在２０％左右。结合国际国内矿泉水产业发

展态势和年均增速分析，在规划期内，我国天然矿泉水年均增速

将不低于瓶装饮用水，预测可达１５％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全国消

费总量将达到４９００万吨／年以上，人均年消费预计达到３５升，

这为我国矿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大机遇。２０１３年，我

国矿泉水出口量约为８７万吨，出口额１５０４８万美元；进口量

为３６万吨，进口额２００４６万美元。随着大型集团进入长白山

矿泉水产业，长白山矿泉水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我国矿泉水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将会大幅提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矿泉水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天然矿泉水将成为饮用水市场的主导力量。饮用水市场

演变的核心驱动是水种之争。我国矿泉水开发于上世纪８０年代，

但规模不大，增长幅度也不高。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３年是纯净水迅速

占领并统治全国饮用水市场的阶段，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２年是 “矿物

质水”迅速占领饮用水市场的阶段，近年来，“饮用天然水”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２００６年以来矿泉水也在快速成长，

未来天然矿泉水将成为第一大饮用水品种。

二是矿泉水产业集中度和生产集约化将进一步提高。天然矿

泉水市场竞争的关键将从成本因素转变为水质和水源因素，由低

价主导的竞争格局将让位于高品质主导的竞争格局，水源地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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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益激烈。缺少核心资源、规模弱小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集

中度将进一步提高。随着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也将像欧

洲那样，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利用资金、人才、技术等竞争优势，

运用现代管理模式、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打

造知名矿泉水品牌，抢占市场，实现生产规模化和集约化。

三是矿泉水产品将呈现多样化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内矿泉

水市场快速成长，有关矿泉水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矿

泉水品种日益多样化。为满足不同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矿泉水将

向低矿化度、不同口味和含碘、锌、硒、锶、锂等特种成分方向

发展；适合配置婴儿营养品专用天然矿泉水、瓶装医疗矿泉水等

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人体有明显保健功能和来自优质水源地的

高端矿泉水也逐步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将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

睐。

（四）面临机遇和挑战。

我省长白山矿泉水产业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目前正面临加

快发展的有利时机。一是人们安全、健康饮水意识明显增强，市

场潜力巨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加剧了水源地和地下水污染，

饮用水安全普遍受到关注，更多的人愿意花钱买健康。天然、优

质矿泉水是各类饮用水中极品，市场需求强劲，全国矿泉水产业

特别是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开发利用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二是

相关产业资本纷纷看好长白山矿泉水资源潜在价值。长白山区域

矿泉水拥有独特的生态和品质优势，将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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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恒大、海王、正大等一批战略投资者

先后来我省投资建厂发展，将极大提高长白山矿泉水开发速度和

产业发展水平。三是吉林省矿泉水产业发展平台初步形成。２００５

年，国家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落户白山市，是饮用水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的唯一国家级单位，也是全国矿泉水监检的最高

权威机构。靖宇县被中国矿联矿泉水专业委员会命名为 “中国长

白山靖宇矿泉城”，是全国首家 “矿泉城”；抚松县于２０１３年被

命名 “中国抚松矿泉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安图县和辉南县先后

被命名为 “中国矿泉水之乡”。２０１２年，中国长白山天然矿泉水

靖宇水源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我国唯一以保护

天然矿泉水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吉林省矿泉

水各类产业发展平台已初步形成，矿泉水产业整体素质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

矿泉水是一种稀缺资源，过度开采短期不可再生，水系一旦

污染不可恢复。从长远发展来看，大规模开发利用长白山区域矿

泉水资源将对我省东部地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省矿泉水产业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生态保护压力加大。截止目前，在长白

山区域已建、在 建 和 明 确 投 资 意 向 的 矿 泉 水 项 目 累 计 总 产 能

已超过１亿吨。这样 大 规 模 开 发 利 用 矿 泉 水 资 源，如 果 不 能

得到有效 控 制，将 对 区 域 生 态 造 成 严 重 负 面 影 响。首 先，１

亿吨产能仅建工厂就需要约１０００公顷土地，这将不可避免地

大量使用林 地，森 林 砍 伐 将 降 低 植 被 对 降 水 的 涵 养；其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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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开采矿泉水，将 对 地 下 水 系 造 成 难 以 预 计 的 影 响，有

可能出现 部 分 涌 泉 枯 竭；最 后，大 规 模 开 发 利 用 矿 泉 水，将

会减少区 域 内 河 流 流 量 和 水 蒸 发 量，对 松 花 江、鸭 绿 江、图

们江等三江流 域 生 态 造 成 影 响，对 珍 稀 动 植 物 资 源 保 护 也 将

产生影响。二是环保 治 理 难 度 增 大。根 据 《吉 林 省 地 表 水 水

域功能分类》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４），规 划 区 域 内 地 表 水 基 本 属

Ⅰ类和Ⅱ类水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

划区域内矿泉 水 企 业 生 产 生 活 污 水、垃 圾 等 污 染 物 处 理 将 受

到严格限制，在饮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禁 止 设 置 排 污 口。规 划 区

域内环保治理 难 度 将 进 一 步 加 大，不 可 避 免 地 导 致 企 业 环 保

治理成本上升。若不能有效控制大规模开发利用矿泉水资源，

规划区内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和人口不断汇聚产生的生活垃圾，

以及林下资 源 开 发、旅 游 范 围 扩 大、周 边 农 业 生 产 等 活 动，

将对矿泉水规 划 区 域、水 源 地 造 成 直 接 污 染 和 潜 在 的 水 系 污

染。三是资源开发利 用 和 产 业 发 展 有 可 能 不 可 持 续。在 长 白

山矿泉 水 核 心 区 域 聚 集 众 多 开 发 商，有 可 能 造 成 无 序 开 发，

破坏矿泉 水 资 源 永 续 利 用，导 致 过 度 竞 争、大 打 价 格 战，直

接影响长白山 矿 泉 水 内 在 价 值 提 升。由 于 市 场 培 育 和 需 求 增

长是一个渐进 式 的 发 展 过 程，短 期 内 过 度 开 发 会 导 致 产 能 过

剩，降低资 源 配 置 效 率，给 当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带 来 隐 患。四

是区域运 输、土 地 供 给 等 矛 盾 将 进 一 步 突 出。目 前，由 于 铁

路运力有 限、公 路 等 级 不 够 等 原 因，在 靖 宇、抚 松 等 地 矿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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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外运矛盾已 开 始 显 现。在 长 白 山 区 域 特 别 是 水 源 地 较 为 集

中的地区，多为国有 林 密 集 和 生 态 保 护 重 要 区 域，每 一 寸 土

地都极为珍贵，且有 严 格 的 开 发 使 用 限 制，导 致 工 业 建 设 用

地极为紧张。在这种 情 况 下，若 再 大 规 模 开 发 利 用 矿 泉 水 资

源，运力和土地供需 矛 盾 进 一 步 突 出 将 不 可 避 免，这 也 将 为

交通运输能力建设和企业建厂带来更大压力。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科 学 发 展 观 和 省 委 提 出 的 “五 大 发 展”战 略 为 指 导，

抓住当前 有 利 时 机，以 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突 出 科 学 规 划、有

序发展、合理开采和 规 范 管 理，正 确 处 理 当 前 利 益 与 长 远 发

展、资源开发 与 环 境 保 护、政 府 主 导 与 市 场 运 作 三 大 关 系，

坚持在保 护 中 开 发、在 开 发 中 保 护，坚 持 总 量 上 控 制、结 构

上调整和监管 上 加 强 三 位 一 体，推 动 制 度 创 新 和 完 善 政 策 设

计，统筹资 源 和 运 输 保 障 能 力，提 升 生 态 环 保 水 平，充 分 挖

掘长白山区域 矿 泉 水 资 源 的 内 在 品 质 和 价 值，促 进 资 源 开 发

综合效益最大 化，实 现 长 白 山 区 域 矿 泉 水 资 源 的 永 续 利 用 和

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１突出生态环 保，坚 持 可 持 续 发 展。建 立 健 全 矿 泉 水 资

源开发生态保 护 优 先 的 长 效 机 制，进 一 步 保 持 长 白 山 区 域 原

生态水源优势。加 强 企 业 生 产 过 程 中 所 产 生 废 弃 物 的 处 理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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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及监督管理，避 免 对 周 围 生 态 环 境 产 生 影 响。基 于 目 前

生态评价技术 不 能 确 定 相 关 影 响 的 水 源 暂 不 进 行 开 发，杜 绝

以牺 牲 环 境 为 代 价 去 换 取 经 济 效 益 的 行 为。设 置 生 态 环 保

“红线”和 “黄 线”， “红 线”是：在 长 白 山、吉 林 龙 湾 和 鸭

绿江等７个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内，以 及 靖

宇火山矿泉群国家 地 质 公 园、长 白 山 火 山 国 家 地 质 公 园、吉

林龙湾群国家 森 林 公 园 等９个 国 家 级 森 林 公 园 内，要 严 格 依

法进行保护与管理。“黄线”是：在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的实验区及其他环境保护限制区内，严格生态环境准入。

２突出规模控制，坚持合理布局。在满足生态环保需要前

提下，综合考虑资源总量、允许开采量、市场需求和运输能力等

因素，准确把握产业规模，有效提升矿泉水内在价值，坚持因

地、因质而宜，合理布局产业发展。设置资源开发 “红线”和

“黄线”，“红线”是：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

止用矿泉水资源生产非矿泉水饮用水，对单泉或泉群自涌量开采

已达７０％以上的禁止扩大开发规模；“黄线”是：限制开采日允

许开采量低于１１００吨的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的自然涌出量

开采已达５０—７０％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

３突出适度 竞 争，坚 持 集 约 化 发 展。通 过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和产业准入门槛，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鼓励适度竞争，

防止过度开发 和 占 泉 不 采 两 种 倾 向，防 止 产 业 垄 断 和 恶 性 竞

争，有效规避产业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产业发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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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考虑规划 区 域 内 资 源 分 布 和 供 给 能 力，确 保 稀 有 天 然 矿

泉水资源科学 开 发 和 高 效 利 用，产 业 整 体 素 质 和 竞 争 力 不 断

提高。

４突出资源整合，坚持提高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作用，通过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方式，有效整

合现有矿业权资源，进一步提高长白山矿泉水产业集中度。加强

政府对资源整合的政策引导，进一步促进行业内、企业间兼并重

组，加快淘汰一批技术装备落后的中小企业，重点培养和壮大一

批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大型企业。

５突出政企共赢，坚持利益平衡。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

开发要统筹考虑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企业盈利水平和纳税能力

同步增长，实现政府与企业互利双赢和综合效益最大化。一方

面，要坚持生态环保优先，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水源地保护、生

态移民、林业工人再就业等环保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突出政府服务职能，创造良好的政策和

市场环境，加快运力、仓储物流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目标。

大体用７年时间，推进长白山区域生态保护和矿泉水产业可

持续发展，实现规划区域生态稳定，水源地得到系统保护，上下

游水系充沛和完整；矿泉水产业布局科学，规模合理，生产企业

全部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和清洁化生产，产业链式绿色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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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立，建成全球知名的长白山天然、优质矿泉水产业基地，

基本形成长白山区域生态环境和矿泉水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到２０２０年，规划区域内矿泉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要实现

以下目标：

———产能总量严格控制在５０００万吨以内；实现产销量３０００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６７０亿元、税收１００亿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力争达到６０％以上，出口量达到总产

量的１０％；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占全省瓶装水比重达到８０％，年产

１００万吨以上矿泉水企业产值占规划区域内矿泉水产值比重达到

８０％；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８１７％；保持Ⅰ类和Ⅱ类水体环境功能；

———生产企业废水、废气、固废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实现清

洁生产；

———新建铁路３２９公里，扩能改造铁路９０５公里，新建扩建

铁路完成后，能有效保障规划区域内矿泉水的铁路运输需求；新

建高速公路６００公里，新建公路７１０公里，其中一级公路１１０公

里，二级公路６００公里。

三、资源勘查

资源勘查是矿泉水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事关矿泉水资源

的有效供给。规划期内要进一步突出特大型矿泉水水源地勘查，

加快近期拟开发的矿泉水水源地勘查，鼓励稀有矿泉水资源勘

—２２—



查，进一步加强勘查程度较低地区的矿泉水资源勘查工作。

（一）勘查方向。

根据我省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分布特点，重点划分矿泉水

集中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两大区域。集中分布区包括靖宇县、抚

松县、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重点勘查新发现的大中型矿

泉水水源地和补充勘查拟开发的原已探明矿泉水水源地，满足矿

泉水开发的需求；一般分布区包括辉南县、长白县、敦化市、临

江市、和龙市，重点勘查矿泉水资源储量分布情况，以及近期拟

开发的矿泉水水源地及寻找稀有矿泉水资源。

（二）勘查区划分。

按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划分为重点勘查规划区、一般勘查规

划区、限制或禁止勘查规划区。重点勘查规划区包括矿泉水成矿

条件有利、资源前景良好的地区；生态环境好、分布集中且以涌

泉的形式出露，并可建设成大型矿泉水产业基地的远景区。政府

主要在加大矿产资源前期勘查工作力度基础上，引导和拉动商业

矿泉水资源勘查，并形成一批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矿泉水后备基

地。一般勘查规划区包括矿泉水成矿条件好，矿泉水分布较分

散，以涌泉形式出露，环境条件较好，初步认为矿泉水资源规模

大致为中小型的勘查区。限制或禁止勘查规划区包括按照国家法

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对依法设立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以

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城镇、铁路与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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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大工程设施、重要地表水水源地等区域，限制或禁止矿泉

水勘查活动。

（三）勘查项目设置。

矿泉水勘查项目设置以满足矿泉水开发项目建设为基础，为

开发提供矿泉水资源储量。

１目前正在勘查的项目 （２０１４年前—２０１５年）。目前，利

用社会资金，正在进行矿泉水资源勘查的项目１８项，满足当前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万吨矿泉水开发的资源需求。

表３—１正在勘查的长白山区域矿泉水重点勘查项目

序号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

１ Ｔ２２４２００８１１０４０１９００６ 抚松县仙人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２ Ｔ２２４２００８１２０４０２０６７１ 靖宇县长白山天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３ Ｔ２２４２０１１０３０４０４４１６８ 抚松县莫涯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４ Ｔ２２４２０１００８０４０４１５２７ 靖宇县天士力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５ Ｔ２２５２００８０５０４００８３３５ 抚松县前川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６ Ｔ２２４２０１００５０４０４０６３８ 安图县山上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７ Ｔ２２４２００９１１０４０３５３９９ 靖宇县双龙泉１号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８ Ｔ２２２２０１１１１０４０４５２４８ 靖宇县飞龙泉群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９ Ｔ２２４２０１１１００４０４５２４３ 抚松县修养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０ Ｔ２２４２００９０５０４０２８７９５ 抚松县世稀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１ Ｔ２２４２００８０４０４００６２４７ 靖宇县松海泉２号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２ Ｔ２２４２０１３０８０４０４８１０３ 靖宇县长白山参女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３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２０４０４９２２１ 靖宇县林海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４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０４９４７７ 靖宇县四海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５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０４９４８２ 抚松县松桦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６ Ｔ２２５２００８０５０４００８３５５ 抚松县前川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７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５０４０４９６５０ 抚松县小龙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８ Ｔ２２４２０１３０９０４０４８４３５ 辉南县金焱泉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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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近 期 规 划 的 重 点 勘 查 项 目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近 期，

利用社会资金，采用招拍挂的形式，计划安排３１个矿泉水资源

勘查项目，项目勘查提交的资源储量和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达到

满足每年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万吨矿泉水产能的资源需求。

表３—２近期规划的长白山区域矿泉水重点勘查项目

序号 矿泉名称
经纬坐标

东经 北纬

出露
形式

达标组分

１ 长寿泉 １２７°４８′４２６″ ４２°０５′２３２″ 泉 偏硅酸

２ 丹凤泉 １２７°２６′１１８″ ４２°２４′２１８″ 泉 偏硅酸

３ 翔凤泉 １２７°２４′４３０″ ４２°２４′１４３″ 泉 偏硅酸

４ 凤鸣泉 １２７°２４′０３８″ ４２°２４′１５８５″ 泉 偏硅酸

５ 通池泉 １２７°４７′３１７″ ４２°０５′２３７″ 泉 偏硅酸

６ 虎啸泉 １２７°３８′３８５８″ ４１°５７′３７３８″ 泉 偏硅酸

７ 小龙泉 １２７°３８′３８５８″ ４１°５７′３３９６″ 泉 偏硅酸

８ 菩提峰泉 １２７°２５′２２″ ４１°３７′２４″ 下降泉 偏硅酸

９ 安宁泉 １２８°１２′０４″ ４２°２６′５４″ 泉 偏硅酸

１０ 安德泉 １２８°１１′４４５″ ４２°２６′４７７″ 泉 偏硅酸

１１ 玄武泉 １２８°０９′３５″ ４２°２５′３７″ 泉 偏硅酸

１２ 不咸泉 １２８°１１′０３″ ４２°２５′４７″ 泉 偏硅酸

１３ 美人松泉 １２８°１０′５６″ ４２°２５′４２″ 泉 偏硅酸

１４ 松花泉 １２８°１０′５０″ ４２°２８′１２″ 泉 偏硅酸

１５ 清龙泉 １２７°４３′１２３″ ４１°５９′１５９″ 泉 偏硅酸

１６ 长白山冰泉 １２８°０２′１８２″ ４１°５７′０３７″ 泉 偏硅酸

１７ 长白山冰泉一号 １２８°０２′０４４″ ４１°５７′０４３″ 泉 偏硅酸

１８ 鸳鸯泉 １２７°４５′５６７″ ４１°５９′０４３″ 泉 偏硅酸

１９ 苇沙河泉 １２７°３５′３１″ ４１°５６′５２″ 泉 偏硅酸

２０ 圣德泉 １２７°４７′３１２″ ４１°５６′０７１″ 泉 偏硅酸

２１ 鸭绿江一号 １２８°０４′３６８″ ４１°５４′５１０″ 泉 偏硅酸

２２ 鸭绿江二号 １２８°０４′５６１″ ４１°５２′１６８″ 泉 偏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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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矿泉名称
经纬坐标

东经 北纬

出露
形式

达标组分

２３ 鸭绿江三号 １２８°０５′３６１″ ４１°４９′０２６″ 泉 偏硅酸

２４ 鸭绿江四号 １２８°０５′０２５″ ４１°４９′０４５″ 泉 偏硅酸

２５ 鸭绿江五号 １２８°０５′０３６″ ４１°４９′０３１″ 泉 偏硅酸

２６ 马鞍山１号泉 １２７°４７′２７９″ ４２°０６′５３２８″ 泉 偏硅酸

２７ 马鞍山２线２号泉 １２７°４８′１２４″ ４２°０５′５５５″ 泉 偏硅酸

２８ 基地泉 １２７°４６′５４５″ ４２°０３′３３４２″ 泉 偏硅酸３４４６

２９ 大沙河６号泉 １２７°４６′０５６″ ４２°０４′４６１″ 泉 偏硅酸

３０ 小沙河源泉 １２７°５０＇４８３ ４２°０５＇１８２ 泉 偏硅酸

３１ 圣水泉 １２７°３５′３１″ ４２°２９′２１″ 泉群 偏硅酸

注：近期勘查规划为初步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３中 远 期 规 划 的 勘 查 项 目 （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中 远 期，

利用社会资金，采用招拍挂的形式，计划安排３１个矿泉水资源

勘查项目，项目勘查提交的资源储量和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达到

满足每年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万吨矿泉水产能的资源需求。

表３—３中远期规划的长白山区域矿泉水重点勘查项目

序号 矿泉名称
经纬坐标

东经 北纬

出露
形式

达标组分

１ 常清泉 １２７°４５′５７″ ４１°５９′０４″ 泉 偏硅酸

２ 露霖泉 １２７°５７′５２″ ４２°３２′０２″ 泉 偏硅酸

３ 双河泉 １２７°３６′１３″ ４１°５７′０４″ 泉 偏硅酸

４ 龙溪泉 １２７°４３′０６１″ １４１°５７′５５８″ 泉 偏硅酸

５ 濛江泉 １２６°４７′５９″ ４２°１２′３４″ 泉 偏硅酸

６ 十四道沟镇飞流电站泉 １２７°５６′３２″ ４１°３２′２４″ 下降泉 偏硅酸

７ 金华乡三浦洞北西泉 １２８°０２′５２″ ４１°３１′００″ 下降泉 偏硅酸

８ 十五道沟吊水湖泉 １２７°５６′３３″ ４１°３３′３３″ 下降泉 偏硅酸

９ 甲天下泉 １２８°０９′５３″ ４２°２６′５５″ 泉 偏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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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矿泉名称
经纬坐标

东经 北纬

出露
形式

达标组分

１０ 药水泉１号 １２８°０７′５５８″ ４２°３２′４８４８″ 泉 碳酸

１１ 药水泉２号 １２８°０３′０８４″ ４２°３１′３８３″ 泉 碳酸

１２ 药水泉３号 １２８°０３′２４０″ ４２°３１′０５９″ 泉 碳酸

１３ 金川孤顶子 １２６°１７′４１ ４２°１７′２９ 下降泉 偏硅酸

１４ 后河养鱼场 １２６°１８′４９ ４２°１８′１７ 下降泉 偏硅酸

１５ 金川马龙泉 １２６°２０′０４ ４２°１８′５３ 下降泉 偏硅酸

１６ 哈砬水库 １２６°１７′２１ ４２°２３′１９ 下降泉 偏硅酸

１７ 金川红旗林场吊水壶 １２６°２６′４８ ４２°２０′１１ 下降泉 偏硅酸

１８ 金川红旗林场九人班 １２６°２７′１０ ４２°２１′０６ 下降泉 偏硅酸

１９ 抚民东龙弯 （旱龙弯畔） １２６°３０′０７ ４２°２５′２４ 下降泉 偏硅酸

２０ 抚民榆树岔老汤家沟 １２６°３０′３１ ４２°２５′０２ 下降泉 偏硅酸

２１ 白山站险桥１ １２８°０８′１５４″ ４２°０８′１９５″ 泉 偏硅酸

２２ 大沙河４号泉 １２７°４６′０７７″ ４２°０４′４４４″ 泉 偏硅酸

２３ 天露泉１号 １２７°４１′０８″ ４１°５６′０８″ 泉 偏硅酸

２４ 天露泉２号 １２７°４１′１４″ ４１°５５′４９″ 泉 偏硅酸

２５ 泉水河３号泉 １２７°４３′２４４″ ４１°５９′１５４″ 泉 偏硅酸

２６ 泉水河６号泉 １２７°４１′１９１″ ４２°０２′３０２″ 泉 偏硅酸

２７ 泉水河７号泉 １２７°４１′１８２″ ４２°０２′２９５″ 泉 偏硅酸

２８ 十八泉 １２７°５０′２５８″ ４２°０７′０２１″ 泉 偏硅酸

２９ 无名泉１号泉 １２７°４３′２４８″ ４１°５９′１４９″ 泉 偏硅酸

３０ 长白山冰泉五号 １２８°０１′３９８″ ４１°５７′５２９″ 泉 偏硅酸

３１ 五味泉 １２７°３２′０３″ ４２°２５′５８″ 泉 偏硅酸

４限制或禁止勘查区域。限制勘查区域包括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７个，面积３６４万公顷；省级自然保护区３个，面积１６９

万公顷；国家及省级森林公园１５个，面积１６８万公顷；国家及

省级地质公园６个，面积２８万公顷；重要城镇、铁路、重要公

路沿线、重大工程设施区域、重要水源地。禁止勘查区域包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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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区域的核心区和军事禁区。

（四）矿泉水动态监测及年检。

１建立和完善现有矿泉水监测系统。已开发的矿泉水水源

地进行水质、水量、水温的长期监测，大型矿泉水水源地和矿泉

水保护区应进行重点监测，逐步建立矿泉水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２实行矿泉水年检制度。对已开发的矿泉水水源地每年集

中进行水质、水量、水温的年度检测，并向社会公告，年检不合

格的矿泉水水源地，取消其矿泉水采矿资格。

四、生态环保

深入落实国家和我省主体功能区对长白山区域的功能定位，

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以矿泉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

为基础，以水源的保护、涵养、建设为核心，严守生态环保和资

源开发 “红线”，有效控制 “黄线”，依法依规有序开发利用矿泉

水资源，切实保护规划区域内生态系统。

（一）整体推进长白山区域生态保护。

１加强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地方政府和当地

省属林业部门要切实把保护与修复林区生态系统作为矿泉水开发

利用的基本前提，加快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治理水土流失，严

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维护并促进野生动植物自

然生态系统的发育。预期在 “十三五”时期，规划区域内天然林

将全面禁伐，禁止毁林开荒、违法占用林地等行为，实施森林分

类经营，强化森林管护。加强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源头及上

—８２—



游地区的小流域治理和植树造林，减少面源污染，区域内所有矿

泉水建设项目环评，要突出说明生态功能保护的目标及措施，否

则不予项目核准。

２推动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保护区建设。规范建设靖宇国家

级和抚松、安图、辉南、敦化４个省级矿泉水保护区，在原有保

护与管理机制上进一步强化管控。在规划期内，依据 《吉林省矿

泉水资源勘查开发保护规划》，按照 “水源地＋矿泉饮品生产基

地”的模式，新设临江、长白、和龙、池南区和池西区等５个省

级矿泉水保护区，合理划定保护范围，科学确定开发规模。各级

环保、林业、国土资源、水利等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强对

矿泉水水源保护区内各项活动的协调与管理工作。森林、水、土

壤等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不能突破设置的 “红线”。确保环境

质量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达标以及环境风险可控，保障区

域内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３规范重点区域矿泉水水源地保护。在靖宇、抚松等１０个

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保护区范围内，重点推进集中分布和较重要的

矿泉水水源地保护建设，包括靖宇县燕平、抚松县漫江、露水河

和泉阳，安图县二道白河，和龙市广坪和石泉洞，长白县双山，

临江市花山，辉南县天龙泉和金川镇矿泉群，敦化市秋梨沟等

地。已开发利用的矿泉水水源地，依据 《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

标准，开发企业必须严格地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设立卫生防护

带，并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水质动态监测，履行相应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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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义务。未开发的矿泉水水源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 《饮用天然矿泉

水》国家标准等有关规定，结合天然矿泉水的补给、径流、排泄

条件及地质、地貌条件由矿泉水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科学

合理划定保护范围，严禁一切破坏资源生态活动。有计划地进行

生态移民，提高植被覆盖率，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天然矿

泉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４积极推进生态移民。为减少森林资源社会性消耗和人为

活动对矿泉水资源的污染，对位于生态环境脆弱的水源地区域，

加快实施林业工人、种养殖专业户等人口和企业生态移民工程，

减少在森林中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移民后的区域进行生态还

林，有效保护矿泉水水源地生态环境。由地方政府牵头、省林业

厅配合，确定移民人口数量、区域面积和完成时间，并会同省财

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委等部

门研究制定安置、补偿、就业、税收、周转房等措施明确的生态

移民方案。通过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机制，统筹考虑资金筹措，引

导相关矿泉水企业承担部分环保和民生等社会责任，建立生态移

民工作奖惩机制，确保生态移民方案顺利实施。

（二）全面加强长白山区域环境治理。

１全面推进规划区域内企业清洁生产。加强对区域内各类

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做到达标排放、总量控制及清洁生产。所在

区域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对生产过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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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废水，鼓励企业进行深度处理后回用，有效减少废水排放

量。积极推进矿泉水企业厂区和生活区分离，严禁排放未达标的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确保受纳水体的水质功能不变。强化矿泉

水企业环保达标检查，坚决杜绝相关企业生产生活垃圾、工业废

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对矿泉水水源地造成污染。鼓励和引导矿

泉水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和聚乳酸等可降解生物包装材料，达到

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２加快长白山区域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落实我省 《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切实转变以

填埋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合理布局垃圾焚烧处理厂。规划

期内，建成５０个垃圾收集转运站，形成覆盖全区域的生活垃圾

收集转运网络。加大垃圾简易堆放设施和场所整治力度，对已封

场的垃圾填埋场和旧垃圾场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

的垃圾填埋场要加快予以处置。加大政府对长白山区域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及运营的投入，积极争取国家对长白山区域环保建设的

支持。推动社会资本和专业企业进入垃圾、污水设施的建设运

营，建立健全运行机制，统一规划区域内垃圾焚烧、污水处理设

施和处理技术标准，制定支持政策和资金补贴的具体办法，完善

污水管网，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到２０２０年，长白山矿泉水开发

区域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１００％，

彻底消除垃圾、污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对大气、地表水、地下

水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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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立健全完整的系统监测体系。在规划期内，逐步建立

和完善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监测管理系统，对区域内

矿泉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全程监控、预警和评价。依

托吉林森工集团的物联网系统，利用靖宇县已建成的天然矿泉水

监控中心和生态监测基地，高起点建设长白山区域矿泉水保护和

开发利用靖宇监测中心，在抚松县、长白县、临江市、安图县、

辉南县、敦化市、和龙市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建立监测站。突出

抓好林区生态、水源地、植被、矿泉水生产企业和规划区域内水

污染等情况监测，互联互通，严格监测企业取水量、加工量和污

水排放，实时监测区域内生态环境污染及植被生长情况，定期公

示。现有企业要在两年内改造完成自身水源地、厂区和生活区的

监测网络建设，逐步形成全覆盖、多方位监测网络。

（三）加强矿泉水生态文明建设。

１推进矿泉水生态保护试点和示范。超前启动长白山区域

生态文明创建工作，选择矿泉水资源丰富、企业相对集中、存在

生态环境破坏潜在危险的靖宇县，以及矿泉水资源尚未大规模开

发和生态环境很好的长白山管委会池南区和临江市，作为规划区

域内３个试点县 （市、区），探索符合长白山区域水资源、水生

态条件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辐射带动区域生态改善和提升。

２建立健全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

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采取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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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和市场补偿两种方式，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对长白山区域林业、水源地、水系等生态系统保护或恢复

的成本进行补偿，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差异性的区域政策鼓励生

态修复，依法征收环境税费，加快建立全面反映市场供求、生态

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自然资源价格、税收体系；对个人、

企业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进

行经济补偿，将林业禁伐、水源地生态移民等纳入生态补偿范

围；对区域内国家和我省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具

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通过依法征收资

源税费等经济手段，正常体现区域内矿泉水开发、旅游经营和特

色资源加工等企业的经营成本。

３进一步促进生态资源变生态资本。围绕生态资源资本化

运作，积 极 推 进 “森 林 碳 汇 核 算”，鼓 励 和 支 持 林 业 碳 汇 参 与

“碳交易”，建立停伐抚育的固碳增量机制。林区矿泉水是生态资

源变生态资本的最佳价值载体，长白山区域难得的生态环境和矿

泉水自身的内在优良品质，不但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而且也

是规划区域内生态保护综合效益的重要体现。探索发行生态资源

债券和生态资本上市融资，鼓励天然、优质矿泉水根据市场需求

变化逐步提升价格，进一步增强绿色财政收支能力。禁止用天然

矿泉水生产其他瓶装饮用水，切实提高矿泉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和

经济价值。

４提升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价值认同。深入研究长白山区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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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泉文化，改造提升吉林省长白山矿泉水门户网站，将长白山区

域矿泉水资源的生态和地质形成过程以及对人类健康的作用等作为

科普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社会公益广告和

旅游等方式，多角度渗透、宣传推广长白山天然优质矿泉水，提高

国内外对长白山矿泉水的价值认同。加强与国外矿泉水文化的交流，

通过矿泉水生态文化建设和宣传，打好长白山矿泉水资源牌和生态

牌，进一步促进矿泉水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五、产业发展

大力推进矿泉水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资源科学开发水平，

统筹规划产能布局，加快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建设规模化、集约

化和生态化的现代矿泉水产业基地，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和环

保效益的统一。

（一）资源开发。

在整 体 资 源 勘 查 的 基 础 上，依 据 产 业 相 对 集 中、资 源 利

用效益最大化 和 生 产 规 模 化 的 原 则，统 筹 推 进 长 白 山 区 域 内

矿泉水资源开发。禁 止 人 工 揭 露 泉 新 项 目 的 开 发，对 已 经 开

发的人工揭露泉严控其产能规模，并引导其转而利用自涌泉。

对已经勘查评价的８３处矿泉水水源地，科学确定日涌量与 允

许开采量 的 比 例 关 系，实 施 区 别 对 待、分 类 开 发 策 略。重 点

开发日允许开采资源量１１００吨以上的天然矿泉水水源地；优

先开发日允许 开 采 资 源 量５０００吨 以 上 的 天 然 矿 泉 水 水 源 地；

鼓励开发含重碳酸、游离二氧化碳、硒、锶、锂等稀有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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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允许开采规模不 得 低 于１万 吨。据 勘 查 评 价，日 允 许 开 采

资源量超过５０００吨 的 天 然 矿 泉 水 水 源 地 有１９处 （其 中，已

有５处作为生活水源地、１处 作 为 旅 游 景 观 点），日 允 许 开 采

资源总量２０５万 吨；日 允 许 开 采 量 在１１００—５０００吨 的 天 然

矿 泉 水 水 源 地 有１９处 （其 中，已 有１处 作 为 生 活 水 源 地），

日允许开采 资 源 资 源 总 量４７万 吨。通 过 勘 查，可 继 续 增 加

规划区探明的矿泉水资源储量，为后续开发作储备。

表５—１—１长白山区域已经勘查评价矿泉水资源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地、 县
（市）

已 经 勘 查
评 价 水 源
地数

允 许 开 采
总 量 ｍ３／
ｄ

尚 可 利
用 水 源
地数

尚 可 利 用 水
源 地 的 允 许
开 采 量 ｍ３／
ｄ

已 经 建 设
矿 泉 水 开
发企业数

已 经 建 厂 利 用
水 源 地 数 的 允
许开采量ｍ３／ｄ

合计 ８３ ２７６２６４８ ２２ ７０９２７８ ２９ １２６６８０

１ 抚松县 １８ ５７１７７ ６ ８２４０ ３ ３２１６０

２ 靖宇县 １７ ７２３９５ １ １８８９ １２ ４８４４５

３ 长白县 ６ ９２５０ ３ ８０００ ２ ８３０

４ 临江市 ３ ３６６０ ２ ３２４０ ０ ０

５ 辉南县 １０ ４２８４５ ２ ２９４００ ３ ２２７５

６ 敦化市 ３ １３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安图县 １９ ８７１７７８ ７ １９４８８８ ９ ４２９７０

８ 和龙市 ５ １０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９
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 ２ １３４０ １ ６７０ ０ ０

表５—１—２长白山区域已经勘查评价矿泉水资源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地、 县
（市）

已 经 勘 查
评 价 水 源
地数

允 许 开 采
总 量 ｍ３／
ｄ

尚 可 利
用 水 源
地数

尚 可 利 用 水
源 地 的 允 许
开 采 量 ｍ３／
ｄ

已 经 建 设
矿 泉 水 开
发企业数

已 经 建 厂 利 用
水 源 地 数 的 允
许开采量ｍ３／ｄ

合计 ３８ ２５４５５９ １３ ６４９６９ １８ １２９１９０

１ 抚松县 ７ ５１２７０ ３ ６０５０ ３ ３０２２０

２ 靖宇县 １２ ６９３８９ １ １８８９ ９ ５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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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 县
（市）

已 经 勘 查
评 价 水 源
地数

允 许 开 采
总 量 ｍ３／
ｄ

尚 可 利
用 水 源
地数

尚 可 利 用 水
源 地 的 允 许
开 采 量 ｍ３／
ｄ

已 经 建 设
矿 泉 水 开
发企业数

已 经 建 厂 利 用
水 源 地 数 的 允
许开采量ｍ３／ｄ

３ 长白县 ２ ７２００ ２ ７２００ ０ ０

４ 临江市 １ ２５００ １ ２５００ ０ ０

５ 辉南县 ４ ４０５００ ２ ２９４００ １ １５００

６ 敦化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安图县 １２ ８３７００ ４ １７９３０ ５ ４２９７０

８ 和龙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１抚松县７处中含１处供水水源地，允许开采量１５０００ｍ３／ｄ。
２靖宇县１２处中含２处供水水源地，允许开采量１３０００ｍ３／ｄ。
３辉南县４处中含１处供水水源地，允许开采量９６００ｍ３／ｄ。
４安图县１２处中含２处供水水源地，允许开采量１１８００ｍ３／ｄ；含１处旅游景观，允许
开采量１１０００ｍ３／ｄ。

（二）产能总量控制。

综合考虑资源准许开采量、开发取水控制指标、生态环境承

载力、土地供给量、运力支撑等约束条件，在规划期内，设置长

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总量控制 “红线”和 “黄线”，“红线”

是：总体产能不能突破５０００万吨，“黄线”是：总体产能规模为

４５００万吨。根据企业项目建设申请和已勘查评价泉眼允许开采

量，按照国土资源部门开采指标和水利部门开发取水控制指标，

产能核准总量累计达到４５００万吨，原则不再发放矿泉水资源开

采许可证和取水许可证。对主打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品牌、单位水

量产生价值较高且税收贡献较大、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突出贡

献、产品市场开拓能力强、产业集中度高、综合管理水平先进的

大型企业集团确因市场需求，可予以适度增加产能核准，但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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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必须控制在５０００万吨以内。在规划区域内，矿泉水开发取

水控制指标分配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表５—２规划区域内取水总量控制指标

县市区 ２０１３年实际取水量
（万立方米）

２０１５年取 水 总 量 控 制
指标 （万立方米）

建议２０２０年取水量控
制指标 （万立方米）

靖宇 ２５２０ ３１７４ ４０２４

抚松 ４３００ ４７２３ ５７２３

长白 ２６９４ ２３１５ ２９４４

临江 ２６１５ ３３００ ３４５０

辉南 ２４１９８ ２４５００ ２４６００

敦化 １０４３４ １１５２２ １１７９２

安图 ７８０６ ８４５７ ９５３７

和龙 １５０２０ １６０４７ １６１４７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１３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合计 ７０８８７ ７６４３８ ８１８１７

注：国家尚未下达２０２０年吉林省取水指标，表中２０２０年数 据 仅 供 参 考，最 终 以 省 水 利 厅
“十三五”计划为准。

（三）产业升级。

为了适应矿泉水资源、生态环保和市场竞争需要，满足产品

新的质量标准要求，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新建项目，改造提升现

有企业技术装备水平，重点解决生产规模小、设备落后、环保治

理不达标、质量控制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促进矿泉水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

１提高新建项目的准入门槛。年产２０万吨以下或者设备投

资强度低于每公顷３０００万元的项目停止审批；年产２０万吨及以

上项目，特别是年产５０—１５０万吨规模及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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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优先审批。对可以审批的项目，从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单泉

加工量不能超过允许开采量，矿泉水生产企业取水标准要量化，

实行在线传输监测。单泉三年内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没有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的项目，依法依规进行相应处理。矿泉水加工量低于

设计规模３０％的地区，严格控制新增项目建设。

２整改提升落后产能和非矿泉水企业。通过制定新的政策

及标准，推动低端产能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

运营成本，利用市场力量逐渐将落后产能淘汰掉。鼓励业内有实

力的大企业对待改建的单泉涌量大、装备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兼

并重组，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使生产能力达到年产２０万吨以

上。现有矿泉水企业未做到取水量化和在线传输监测的，要在两

年内完成改造；对未完成改造的企业，由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依据

相关法规责令其停产整改。对没有达到环保要求的企业，按照环

保标准，改造完成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对利用天然矿泉水生产其它瓶装饮用水的企业进行整改，未整改

到位的企业实施关闭，确保三年内完成。对未按期完成环保建设

和生产整改的企业，由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责令企业

停产整顿。期间，该地区新增矿泉水项目暂停核准，并暂停发放

采矿许可证和取水许可证，待整改完成后恢复。

３建立矿泉水ＨＡＣＣＰ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体系。企业

要加强对瓶 （桶）装天然矿泉水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技术研

究，重点针对矿泉水细菌、绿藻、溴酸盐、沉淀和异味等危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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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矿泉水的水源地动态监测、杀菌与洁净灌装、质量标准与

检测、自动化包装技术等环节入手，逐步建立矿泉水良好作业规

范，最终建立ＨＡＣＣＰ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质量控制和追溯

体系，提高矿泉水质量，为矿泉水出口奠定基础，鼓励有条件的

企业按照欧盟标准设计建设。我省相关省级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ＨＡＣＣＰ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建设。同

时，积极争取国家相关专项资金支持。对率先完成 ＨＡＣＣＰ （危

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的地区和企业，在新增

项目核准、取水指标分配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４产品定位与产业延伸。产品发展重点为偏硅酸型、锶型

及其复合型饮用天然矿泉水，逐步开发重碳酸和游离二氧化碳矿

泉水以及含锂、碘、硒等稀有类型矿泉水。依托长白山优质水

源，开发具有技术含量的高端饮用矿泉水和功能性饮品。加强矿

泉水产业链式发展，同步推进相关包装业、印刷业、物流运输业

等关联产业发展。

六、运力建设

根据矿泉水产能规划规模、区域分布和市场需求变化，超前

规划，合理布局，先行启动矿泉水配套运力保障路网建设。探索

铁路多元化投资经营模式，引入矿泉水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优化

路权投资结构，加快运力建设。打通三大外运通道，改造完善长

白山区域路网连接，建设仓储物流中心，突破交通运输 “瓶颈”

制约，形成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综合运输通道，构筑铁

—９３—



路、公路和水路等国内外畅通的运输体系。

（一）打通三大外运通道。

１打通区域铁路与沈吉线铁路主干线连接，开辟经山海关

一线的陆路运输大通道，实现铁路２０００万吨以上的矿泉水运输

保障。该通道以铁路运输网络为主，公路运输网络为辅。主要通

过四平至松江河铁路扩能改造及新建泉阳至白山镇、松江河至靖

宇铁路，打通松江河经梅河口市、桦甸市、辉南县并入沈吉线铁

路主干线通道，经由山海关铁路网将长白山矿泉水送达全国各地

消费市场。

２依托朝鲜罗先、俄罗斯扎鲁比诺等港口和我省东部高速

公路、铁路路网，经珲春开辟国际陆海联运大通道，实现铁路

５００万吨以上的矿泉水运输保障。该 通 道 以 公 路 和 海 上 运 输 为

主，铁路运输为辅。主要通过珲乌、鹤大、长松等高速公路及普

通省国干线公路和图珲东北亚地方铁路，将长白山东部矿泉水通

过公路、铁路网，输送到珲春仓储物流中心，换装经俄铁哈桑支

线转运到朝鲜罗先港或俄罗斯扎鲁比诺港，实现 “内贸外运”和

外贸出口。

３依托丹东、大连等港口和我国东北东部铁路、高速公路，

开辟国内陆海联运大通道，实现铁路１０００万吨以上的矿泉水运

输保障。该通道以铁路和海上运输为主，公路运输为辅。主要通

过我国东北东部铁路二道白河、松江河仓储物流中心，采用铁路

集装箱装运方式将矿泉水转运至丹东港或大连港，实现长白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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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矿泉水铁路和水路联运，辐射我国南方市场和国际市场。

（二）改造完善区域内路网连接。

１完善区域内铁路网。根据铁路建设总体规划，依托长白

山区域 内 既 有 铁 路 线，加 快 推 进 四 平 至 松 江 河 （运 能８６００万

吨）、二道白河至松江河 （运能６９５０万吨）、靖宇至辉南 （运能

２２００万吨）、靖 宇 至 松 江 河 （运 能２２００万 吨）、沈 吉 线 （运 能

３５００万 吨）等５条 铁 路 扩 能 改 造，积 极 推 进 敦 化 至 二 道 白 河

（运能７５０万吨）、白山镇至泉阳 （运能６００万吨）、松江河至漫

江 （运能１５００万吨）、漫江至长白 （运能１５００万吨）等４条新

建铁路建设，有效打通规划区内县 （市）间的路网连接。这９条

铁路共计１２３４公里，概算总投资６３７亿元。

２优化省内公路网。打通长春至长白高速，尽快完成花园

口至抚松段、抚松至松江河段高速公路，使松江河、漫江、长白

一线的矿泉水进入高速公路网。打通鹤岗至大连高速，尽快完成

敦化至抚松、靖宇至通化段，使靖宇、抚松、泉阳、露水河、安

图一线的矿泉水运输纳入高速公路网。建设龙井至大浦柴河、松

江至二道白河段高速公路，与珲乌、鹤大高速公路连接，使和

龙、二道白河一线的矿泉水运输进入鹤大高速。改造提升重点矿

泉水企业到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铁路装车点之间的公路等

级。

（三）建设仓储物流中心。

在靖宇县、珲春市、临江市、二道白河镇和松江河镇分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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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大型仓储物流中心，作为连接矿泉水生产企业与三大外运通道

的物流枢纽。采用现代高效物流转运方式，加强集装箱吊装配套

设施建设，建设铁路与汽运对装对卸平台，使仓储物流中心直接

与铁路货场连接，提升转运效率并减少产品的装卸损耗。

七、政策措施

（一）切实加强对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的宏观调控。

规划区域内８个县 （市）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要根据全省总

体规划要求，按照省政府设定的生态保护、资源开发、总体产能

控制等３条 “红线”要求，结合各地工业建设用地供给、交通运

输等条件，编制本地矿泉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规划项目建设

表，作为本规划的子规划在省发展改革委备存。对未报备本地矿

泉水规划的地区，原则上暂停新增矿泉水项目的核准，并暂停发

放采矿许可证和取水许可证，待规划完成上报后再重新启动核准

和许可证发放程序。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

厅、省环保厅、省林业厅、省工业信息化厅等相关部门对长白山

区域内 矿 泉 水 资 源 开 采 量 和 加 工 量 实 施 总 量 控 制，各 相 关 县

（市）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对本地区矿泉水加工量实施分区控制。

建立矿泉水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年度统计报表制度，对违反规划

相关控制 “红线”和政策规定开发矿泉水的地区，暂停区域内矿

泉水项目核准，对违规企业，按采矿许可证年检的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长白山区域矿泉水招商引资，要在矿泉水开发总量控制内

进行，重点引进国内外相关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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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矿泉水资源探矿权管理。

一是限定勘查时限，矿泉水新立探矿权应在首次勘查周期

（３年）内完成工作，提交供开发利用的勘查成果。对没有如期

完成或暂没有利用的探矿权可保留一次。二是控制勘查规模，提

高矿泉水勘查准入条件，为保护区域环境，扩大产业规模，普通

矿泉水天然流量每日小于１１００吨、稀有类型矿泉水天然流量每

日小于１００吨，不再受理新的探矿权申请。三是调控出让方式，

矿泉水探矿权按照招拍挂的形式公开出让，竞买或投标保证金不

低于拟出让矿业权评估底价。竞买人或投标人应具备勘查开发矿

泉水的实力和履行矿产资源保护义务的能力，在竞买或招标前，

须与当地政府签订保护性开发协议。在协议中须明确，勘查范围

具体坐标和水源地保护区范围，注册资本金数额及资本金到位

率，环境保护与生态移民方案，投资强度与投资计划，勘查开发

进度、矿泉水资源利用率等。对大型以上天然矿泉水水源地，采

取招标的形式出让给有开发实力及信誉的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在

招商引资时，应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作为前置条件，不再引进

整体规模年产５００万吨以下的矿泉水投资企业，地方政府须与拟

引进企业签订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协议：协议要有明确的产

能建设时限要求以及依法依规制定有效的奖罚措施等内容，并要

严格执行。

（三）进一步规范矿泉水采矿权。

一是按照 “因地而异，因质而异”的原则，科学确定开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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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矿泉水年可开采规模不得低于２０万吨，稀有类型矿泉水年

可开采规模不得低于１万吨。二是矿泉水企业要严格按照经批准

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对超规模生产的企业，限期内整改，逾期

不整改的，吊销其采矿许可证。三是采矿权人自取得采矿许可证

之日起，在两年内必须开工建设，否则采矿许可证失效，因自然

灾害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应经原登记机关同意。

（四）加大对矿泉水资源的生态保护力度。

修改完善 《吉林省饮用天然矿泉水开发保护条例》，进一步

规范开发行为，严格限制长白山区域内山泉水开发。省环保厅牵

头建立长白山区域生态保护动态跟踪监测机制，对生产企业环保

设施运行状况和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制定水源地生态保护措施和

生态补偿机制。省林业厅牵头制定矿泉水保护区内生态移民实施

方案，各有关县 （市、区）政府制定工作实施细则。省发展改革

委牵头，会同环保、林业、农业、国土资源、工业信息化、旅游

等有关部门，从严控制工业、人居和农业面源污染；科学规划旅

游景区和矿泉水保护区范围，按照有关制度、标准和规划，严格

控制矿泉水保护区内开展各项生产生活、旅游观光及项目建设等

活动。

（五）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

充分发挥白山国家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用，建立

省级矿泉水技术研发平台，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整合产学研研发

资源，重点开展长白山矿泉水形成机理、生态系统、水源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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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监 （检）测技术、高端产品开发等方

面的研究；与重点企业合作，加强矿泉水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专

业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培训，省内有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增加矿

泉水方面的教学内容，为产业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六）理顺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管理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以国土资源部门为主，环保、林业、水利等部门密

切配合的矿泉水资源保护区省级管理体制机制。长白山区域８个

县 （市）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建立完善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

用管理体系，明确人员职责，增加经费投入，对区域内矿泉水资

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实行统一协调管理。研究确定长白山区域矿泉

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措施、监测矿泉水产业的运行发展态

势、科学确定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布局、协调解决长

白山区域矿泉水产业运行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力瓶颈等重

大问题，指导推进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七）加大财政专项资金对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支

持力度。

利用省直相关部门现有的省级专项资金，依据各自职能，加

大对规划区域内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支持力度。重点支

持规划区域内水源地、水源涵养地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灾变的应急

能力建设；支持长白山矿泉水保护开发利用区域污染防治；支持

矿泉水生产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支持矿泉水保护区监测体

系、矿泉水资源研发平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仓储物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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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支持长白山矿泉水品牌建设、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等工作。

（八）依托 “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地理标志加强品牌建设。

加强 “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地理标志的管理和使用，对

推广地理标志的重点企业给予奖励和扶持。利用各类展会，组织

企业策划大型宣传活动，开展大众参与的矿泉水生态环保公益活

动，提升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企业的品牌文化。加强矿泉水产业发

展与长白山旅游良性互动，借助旅游向外界推广长白山天然矿泉

水。全面推行贯彻国家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２９４９０

－２０１３）标准，鼓励和推动企业提高品牌意识，完善商标品牌战

略识别系统。充分认识长白山矿泉水的原生态、稀缺性，做好矿

泉水的价值传递和品质生活的文化表达，逐步建立高端矿泉水商

标品牌的认知体系。

八、规划效果评价

（一）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１经济效益。矿泉水是长白山区域的优势资源，在保护好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若能科学、有序和规模化开发，将会打造形

成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规划实施后，到２０２０年，规

划区域内将完成矿泉水产业投资３００亿元，形成设计产能５０００

万吨，产销量３０００万吨。按每吨矿泉水出厂价２２２１元推算，销

售收入达到６７０亿元；按吨矿泉水综合税率１５％推算，上缴税

金１００亿元。实现这一目标，将进一步增强长白山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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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使矿泉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带动特色资源产

业快速发展。

２社会效益。规划实施后，一是带动周边林区剩余劳动力

就业，可直接安置就业万人以上，同时还可带动包装、印刷、运

输及旅游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二是铁路、公路等配套建设工程具

有一定的投资拉动作用，带动冶金、建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拉

动地方经济增长；同时也将为区域内的其他产业发展提供较为完

善的运能保障。三是矿泉水产业的发展，“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

水”地理标志的宣传，进一步提高长白山品牌的知名度，也必将

促进长白山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四是由于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在加强保证规划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将加快区域内特色城镇化

建设。

（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１环境影响。规划本身对周围区域产生环境影响较小，但

规划实施过程的配套设施建设及规划实施后的相关具体项目建

设，将会对所在区域周围环境质量产生影响。规划实施了矿泉水

开发总量控制，避免了无序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矿泉水开

发项目污染物排放量较小，在采取环境预防及治理对策措施后，

可以保证环境质量。同时单独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专篇，加强区域

内生态保护、水源地三级保护、环保达标建设等内容和措施。体

现了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首要原则，全面贯彻了

绿色发展理念，可整体推进长白山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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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态影响。随着规划区域内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规划

区域内居民的迁移、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垃圾污水

等的无害化处理、长白山旅游管理的日趋完善，将有利于提高长

白山区域的森林覆盖率和水源涵养林面积，进一步改善矿泉水的

水源涵养条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逐步进入矿泉水形成

与开发的良性循环，矿泉水资源得到永续利用。

九、规划实施

（一）加强领导和组织推动。

推进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要树立全省一

盘棋思想，省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国土资源、

工业信 息 化、环 保、林 业、水 利、交 通 运 输、财 政、质 监、经

合、食品药品监管等各部门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筹研究解决我省矿泉水产业发展重大问题

和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都要树立严格执行规

划的意识和长远发展的观念，自觉以规划指导矿泉水保护与开发

利用工作，确保矿泉水产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二）加大宣传力度。

正确把握宣传舆论导向，面向社会和公众，利用各种媒体，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规划的目标、任务、标准、时限、政策措

施等进行宣传和解读，提高全社会对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

与开发利用重要性的认识，扩大长白山天然矿泉水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形成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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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督导落实。

省发展改革委和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分工，跟踪分析规

划的执行情况，组织编写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年度发展报告，加强对本规划确定的主要任务、产业发展和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分析，定期公布规划执行情况，适时完善相

关工作措施。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及时相互通报工作信息，实

现政策联动，分解落实规划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任务和

政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与监

督。

（四）出台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实施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

划》，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研究制定我省 《长

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相

关政策措施，全面落实规划，严格执行生态环保和资源开发 “红

线”，控制资源开发和产业规模，提高行业准入门槛，鼓励资源

整合，强化品牌培育，实现我省矿泉水资源永续利用和产业可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