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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能源。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煤炭企业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
的挑战，特别是加快化解过剩产能的步伐，推动煤
炭市场供需趋于平衡,努力实现行业脱困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煤炭企
业加快了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探索，曾经给
人留下“傻大黑粗”印象的煤炭，加速实现由“黑”变
“绿”、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转型发展迈出
了铿锵有力的步伐。

行业脱困发展超预期

在经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以后，自2012
年起，我国煤炭产业发展形势开始掉头向下，市场
价格一跌再跌，行业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曾经

“富得流油”的煤炭企业陷入苦熬度日的境地，缓发、
减发、欠发工资现象大量增加。

煤炭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背后，与近年来我国
煤炭产能快速扩张密切相关。根据国家统计年鉴资
料分析，在2006年至2015年间，全国煤炭采选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3.67万亿元，新增煤炭产能31.67亿
吨/年，在建煤炭产能13.6亿吨/年。

煤炭产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使国内煤炭市场供
应能力大幅提高。不过，随着煤炭市场消费需求增
长放缓，煤炭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导致煤炭价格出现
断崖式下跌，吞噬着企业利润，就连一些煤层条件
好、开采技术先进、效益更好的煤矿，也濒临亏损或
已经亏损。

为深入推动煤炭行业健康发展，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煤监局等有关部门先后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在帮助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和
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煤炭去产能工作持
续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

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持续推进，煤炭市场供求逐
步改善，经济运行质量企稳回升，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得到明显改善。
“今年以来煤炭经济运行平稳回暖，这既与宏观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有关，也是煤炭产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结果。”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说。

产业结构明显改善

2012年以来，我国煤炭产业经历了产业“隆冬季”
的洗礼。这一市场行情虽然让许多煤炭企业生产经营
陷入困境，但也让企业对产能过剩的危害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为去产能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去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过程中，积极引导煤炭企业加快退出落后产能，
同时通过开展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等专项行动，
整顿规范煤炭市场秩序，推动煤炭产业结构逐步
改善。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退出资源枯竭、长
期亏损、安全基础差的煤矿2000处以上，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除个别保障民生需要以外，其余已经停产
停建，全国煤矿数量下降到8000处以下。

随着一大批落后产能和违法违规产能的退出，
煤炭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煤炭生产开发布局不断
优化，大型煤炭基地成为煤炭供应主体。2016年，
14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产量占全国的92.7%；全国
煤炭产量超亿吨的省区8个、产量合计28.6亿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82.9%。

大型现代化煤矿也成了全国煤炭生产主力。截
至2016年底，全国建成年产12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
现代化煤矿数量比2005年增加700处左右，产量占
全国的75%以上；其中，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的特大型
现代化煤矿59处，总产能达8亿吨以上。

在国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相关政策指导下，特
别是在主要产煤省区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大型煤炭
企业集团快速发展壮大，产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2016年，神华集团、中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
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等前4家煤炭企业产量
8.21亿吨，占全国的23.8%；前8家企业产量12.2亿
吨，占全国的 35.5%，较上年增加了 12.2 个百分
点。神华集团、中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同煤集团、兖矿集团6家企业进入
“年产量亿吨级俱乐部”，5000万吨级企业增加到
17家，产量18.2亿吨，占全国的52.8%。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表示，随着煤炭
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以煤
为基础，煤电、煤钢、焦化、建材、储运、金融等相关
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煤炭产销协同、新产

业、新业态等创新发展模式不断涌现，煤炭经济发展
活力显著增强。

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每次雾霾来袭，煤炭总会被“千夫所指”。随着
环境保护对煤炭产业发展的约束越来越紧，加快
实现绿色发展已经成为煤炭产业的唯一选择。

面对新挑战，要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让能源生产和消费朝着清洁和低碳
方向发展。

为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我国煤炭
企业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绿色开采
方面，2016年，全国煤矿原煤入选能力26
亿吨，原煤入选率68.9%，比2012年提高
12.9个百分点。以煤矿保水开采、充填开
采为主的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普遍推广，矿
井水、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与达标排放率逐
年提升，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土地复垦率
分别达到64.2%和48%，分别比2012年
提高1.7个和6个百分点；大中型煤矿原煤
生产综合能耗、生产电耗分别下降30.9%、
28.2%。建成了同煤塔山、神华宁东等一批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神华神东致力于构筑
“三期三圈”生态系统，矿区生态治理面积达到
256平方公里，是开采扰动面积的1.4倍，植被覆
盖率由开发初期的10%提高到目前的60%以上，促
进了矿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煤炭清洁利用方面，5年来，煤炭行业围绕每年7
亿吨散煤清洁利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成效。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煤粉型锅炉技术得到普遍推
广，锅炉燃料燃尽率达到98%，比普通燃煤锅炉提高
28个百分点，烟尘、SO2等污染排放指标相当于天然气
锅炉标准，在山西、内蒙古、山东、甘肃等10多个省区
示范基础上，快速实现了产业化发展。

在燃煤发电方面，以神华集团、浙能集团为代表
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改造示范工程取得成功。
此外，现代煤化工实现了从示范到产业化发展。煤
炭直接液化、煤炭间接液化、煤制烯烃、煤气化、煤制
乙二醇等一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煤化工
关键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制取得突破。现代煤化工产
业发展，推动了煤炭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拓展
了煤炭消费空间。

未来，煤炭产业将继续依靠科技进步，构建“物
质闭路循环、能量梯度利用、经济与生态和谐”的现
代产业体系，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和绿色低碳
利用。

上图 2017年3月，陕西延长集团合成气制乙醇

工业示范项目投产成功，煤炭清洁利用再获突破。

刘万生摄 （新华社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进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源生产和消

费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不仅是深入人心的理念，更已付

诸实践，在推动黑色的煤炭“绿”起来方面取得实质

性进展。

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社会经济结构、能源供应与消费结构发生巨

大变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

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传统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面临

的环保压力日趋加大。

正因为我国正面临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

双重挑战，加快推动能源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加快能源的清洁低碳化进程，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促进节能降耗也就十分迫切。

为了让黑色的煤炭“绿”起来，煤炭行业进行了

许多努力。例如，煤炭绿色开采的理念深入人心，许

多煤炭企业不仅在开采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袭扰，

而且充分利用好矿井水、煤矸石，甚至在煤海上造绿

洲，促进矿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在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中，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已经从

示范工程转向全面推广，煤制油、煤化工产业快速发

展，推动了煤炭从工业燃料向工业原料迈出坚实的

步伐。

这些探索不仅改变了煤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也拓展了煤炭产业的发展空间，为长远的科学健康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尽管我国正在压缩煤炭比例，但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煤炭仍然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支撑，煤

炭产业仍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支柱产业，我国以煤为

主的能源格局仍然不会改变。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推动煤炭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仍然

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因此，煤炭行业仍然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推动煤炭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煤炭安全绿色智能化开

采和清洁高效低碳集约化利用为主攻方向，围绕理

念创新、模式转变、动力转换，深入研究煤炭行业

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探索思路、方法

和途径，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煤炭行业发展模式

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实现煤炭由传统能源

向清洁能源转型发展。

让黑色煤炭“绿”起来
林子文

图为兖矿集团金鸡滩矿108超大综采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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