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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的转型崛起是我国资源
型地区40年改革开放的缩影。40年
来，鄂尔多斯伴随着伟大祖国深刻变
革，立足资源型地区实际，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由“农”到“工”、由“小”到

“大”、由“量”到“质”的重大转型。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比 1978 年增长
211倍；努力改变“一煤独大”局面，建
成世界一流多种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基
地；连续三届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库布齐模式”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首
个“生态经济示范区”……鄂尔多斯改
革发展之路，既有高歌猛进的喜悦，也
有攻坚克难、曲折探索的艰辛。唯有
依靠坚持不懈攻坚克难，才能实现转
型崛起，也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与时俱
进地实施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思路和
改革举措，这是鄂尔多斯攻克难题、迅
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坚持解放思想。正是由于解放思
想，破除传统羁绊，才能在诸多困难的围
困中突破“羊煤土气”的传统路径依赖，
做到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立足资源
而又超越资源，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持推进绿色发展。鄂尔多斯坚
持产业发展绿色化、绿色发展产业化，避免了走先污染、后治
理的工业化老路，通过绿色发展实现了美丽与发展双赢。

坚持创新驱动。面对资源型城市客观存在的人才不
足、自主创新力不强的短板，鄂尔多斯大力实施“人才鄂尔
多斯”战略和科技强市战略，依托优势特色产业链吸引科
技、人才、资本、管理等要素集聚，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发展实体经济。鄂尔多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
提出要“让民营经济坐正席、唱主角”，明确“政府创造环境，
社会发展经济”，培育了一大批企业家，吸引了众多国企和
外埠企业投资兴业。党的十八大之后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更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回顾历史，鄂尔多斯能够在跨越发展中，尤其在遇到民
间借贷危机背景下仍能够保持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让各
族人民保持了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精神，使各族人民共享了
改革发展成果。实践证明，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中，必须
坚持攻坚克难，在资源增值中让人民群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才能有光明的前景和未来。

（作者系内蒙古北宸智库研究员）

延长煤基产业 实现多能互补
——内蒙古鄂尔多斯推进能源经济转型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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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内蒙古
要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作为全国“地级市产
煤冠军”，鄂尔多斯肩负着能源经济转型发展重任。改
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通过煤矿技改、资源整合和企业
兼并重组，不断巩固和提升“鄂尔多斯煤”形象。近年
来，又进一步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大力发展煤基产业，开
展多能互补，通过能源多元化发展，着力探索现代能源
经济发展新路径。

原煤生产品牌化

40 多年前，“山坳上的准格尔”一片荒凉。与鄂尔
多斯市（当时的伊克昭盟）其他旗县一样，准格尔旗也是
传统的农业县，农民们起早贪黑，土里刨食。

但这里和别处不一样的是，农民在崖下沟底，刨着刨着
就刨到黑色煤块。多地农夫挑担归家，一边是“桶头”，担的
是水；一边是“箩头”，担的是煤。多地农村房屋就修建在煤
层上。农户门前屋后堆放着煤，大大小小的矿点堆放着煤，
有些地方连院墙、猪圈、厕所也是用煤块垒起来的。

通过查阅当地的煤炭志和回忆录，记者渐渐走进鄂
尔多斯煤炭开发的“历史隧道”。从1986年开始，农民
办矿风起云涌，鄂尔多斯小煤矿遍地开花。高峰时，大
小煤矿数以千计，公路上的运煤车辆动辄堵塞几十公
里，外媒惊呼“半个中国都来鄂尔多斯拉煤”。然而，鄂
尔多斯煤矿四处散布，难成气候。如何提升鄂尔多斯煤
的质量和整体影响力？

此后20年，鄂尔多斯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煤矿技改、资
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全市煤炭产业现代化开采水平和
集中度不断提升，煤矿单井平均产能达到230万吨以上，
采掘机械化程度达到90%以上，井工煤矿煤炭资源回采率
达到76%以上。全市煤炭企业压缩到142户，其中央企7
户、国企10户、地方企业125户，已培育形成千万吨级以上
企业17户。根据块煤、混煤、炼焦用煤、特低灰煤、石炭煤
品种特征和低硫、低灰、低磷、低汞、低砷、低氯及中高发热
量品质特征，市里完成“鄂尔多斯煤”原产地证明商标注
册。全市煤矿开展了安全保障、智能开采、绿色矿山、煤炭
提质、科技创新、综合利用等“十项提升工程”，树立和巩固

“鄂尔多斯煤”的品牌形象。

目前，鄂尔多斯已探明煤炭储量2102亿吨，占全国
的六分之一。2017年全市销售煤炭6.2亿吨,其中准格

尔旗产煤占一半以上,成为“县级产煤冠军”,并在中国
百强县里进位前二十。“中国出产的每100吨煤中，平均
有17吨来自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主任王利民自豪地说。

纵向延长资源型产业链

煤炭大兴于世，伴随着鄂尔多斯实现了由“农”到
“工”的重大转型。但“一煤独大”在为鄂尔多斯高速发
展蓄能的同时，也形成单一化、重型化结构，新的增长点
明显不足。如何才能走出“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困境？

鄂尔多斯市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延长资源型产业链
势在必行。本土企业伊泰集团率先进军煤基产业，成为
鄂尔多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突出代表。集团位于大
路园区的16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把煤炭由黑色固体
变成无色液体，成为资源转化的国家示范项目。在家族
内部，主抓原煤生产的老董事长张双旺退居二线，主管
煤化工的儿子张东海开始操盘，被当地称作“卖炭翁向
卖油郎成功交棒”。

如今，伊泰集团的煤间接液化技术已成功输出到宁夏
宁东。同时在集团内部也放大了生产线，形成了独贵塔拉
工业园区的120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实现了资源链、创新
链和价值链的高度统一。“伊泰成功实现了煤制油，试验和
储备了项目、技术，对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伊泰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世奇说，“精细化学品项目的终端
产品，比如液体石蜡、润滑油等，原来都是从石油中获取，如
今从煤炭中获取，煤基化工替代油基化工，对于改善我国

‘富煤贫油少气’能源结构功不可没。”
在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的山沟，内蒙古汇能煤化

工有限公司的厂办大楼和研发大楼格外醒目。“我原来
在市煤炭局工作，现在负责汇能集团的煤制天然气项
目，较为完整地经历了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的转型。”内蒙
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强带领记者查看厂
区，了解煤炭由固体变为气体、再由气体变成液体的流
程。他介绍，企业从 2012 年 4 月来到这片沟沟坎坎的
山区开工建设煤化工园区，到2014年10月一次试车成
功，生产出煤制天然气。在国内仅有的几个煤制天然气
项目中，创造了试车时间最短、连续稳定运行时间最长
和产品质量优于设计指标3项佳绩。

从2006年开始，鄂尔多斯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
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先后开工并为全国示范。目前，全
市已形成煤化工产能1428万吨。投产、在建和获得核
准的煤制油产能500多万吨、煤制天然气产能240亿立
方米、煤制甲醇产能900多万吨，均居全国首位，煤化工
产业链也在向中下游延伸、向中高端延伸。去年，全市
煤炭就地转化率达到18％，比2010年提高7个百分点。

横向实现能源多元发展

鄂尔多斯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的探索是可贵的，成绩是
显著的，但遇到的挑战也是严峻的。首先是工业用水指标
不足，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为水所困。目前已经有获得核
准的煤制气、煤制烯烃项目不能落实用水指标等情况。其
次，新上项目遭遇能耗指标不足的瓶颈。煤炭的使用有单
位GDP能耗、能源消费总量“双控”要求。“十三五”时期的

煤炭消费总量上限甚至不足以支撑一个新的大项目。此
外，产业政策缺乏差异化调整，严重影响煤炭、电力等先进
产能的释放。面对这些困难，鄂尔多斯该如何破解？

“这些困难均需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各方密切配合，
积极探索解决。”鄂尔多斯发改委副主任方振荣说，“但
困难不能阻挡鄂尔多斯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的脚步。比
如，水指标不足，我们就帮助农民搞渠道衬砌，节约农业
用水用于工业进行‘水权转换’。大力进行生态建设，减
少向黄河沙尘排放进行‘水沙置换’。在盟市之间，通过
出让煤炭资源换水进行‘水煤互换’。能耗指标不足，我
们就大力发展风电、光电、生物质电等可再生能源。”

鉴于沙柳余料发电既能逆向拉动生态建设，又能节
约用煤指标、置换用水指标，鄂尔多斯在乌审旗、杭锦旗
布局了两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沙柳原料基地以鄂尔多斯
为轴心，已辐射到陕西的榆林、绥德，宁夏的中卫和内蒙
古的巴彦淖尔，每年抚育沙生灌木100多万亩，吸收二
氧化碳40万吨。与火电相比，沙柳发电每年可减排二
氧化碳25万吨。

目前，鄂尔多斯煤电装机已达2031万千瓦，同时形
成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装机114万千
瓦，初步形成了煤、油、气、醇（甲醇、乙二醇）、醚（二甲
醚）、风、光、水、火、生（生物质）多能互补、综合利用的能
源供给体系。其中，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
总规模200万千瓦，一期50万千瓦项目刚刚完成，占地
10万亩的“金沙蓝海绿洲”蔚为壮观：库布齐沙漠深处，
蓝色电池光板向阳旋转，棚下种养，棚上发电，棚间旅
游，横跨3个产业。

以解决问题、完成既定目标为导向，鄂尔多斯发展
现代能源经济思路逐步清晰：加快推进由“输出为主”向

“转化增值”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由
资源单一粗放利用向综合循环高效利用转变、由先污染
后治理向清洁生产转变。目前，鄂尔多斯正重点打造国
家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国家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国家
现代能源技术集成基地和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基地。循
环、低碳、绿色、安全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未来清晰
可见。

鄂尔多斯目前是“产煤大市不见煤”，煤基产业极大提高了资源转化率。图为伊泰集团精细化学品项目。（资料图片）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公司实行污水零排放，中水厂成
了天鹅湖。 乌宁夫摄

鄂尔多斯的煤炭综采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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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力

驱车行进在库布齐沙漠腹地，明沙环绕前后左右，使人
几乎感受不到位移。忽然登上一个高台，向前远眺，光伏组
件集中连片，如一道蓝溪，在无边的黄沙里大放异彩。

“亿利集团规划100万千瓦太阳能治沙示范项目，已建
成31万千瓦。达产后蓝色的光伏板就将铺排3万亩。”亿
利光伏治沙电站站长田俊廷遥指远处，“光伏棚下和棚间，
还养了小动物。”说话间，鸡鸭鹅等家禽的鸣叫声传了过来。

虽然有沙区，但内蒙古鄂尔多斯仍然不失为天然的聚宝
盆。全市含煤区面积6.1万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70%
以上。除了原煤生产和煤转电、煤制油、煤制甲醇等煤基产业
领先一步，鄂尔多斯还积极构建多种能源综合利用基地,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同样“风光无限”。

“虽然这里的鸡、鸭、鹅都是家养的，但它们到了沙漠生
活质量明显改善。”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淖尔
村荣瑜养殖合作社理事长王四堂说，“鸡鸭鹅喝上了无污染
的沙漠地下水，吃上了有机肥种出的玉米和苜蓿，散养的空
间也成倍增加。我们依托企业从事低成本种养，跟着搬了过
来，人均年收入3万元，村里22个贫困户今年将全部脱贫。”

在毛乌素沙地，牧民乌兰达赖的房子就盖在茫茫沙丘
的低洼处。从前种沙柳当柴烧，柴够用了也就不愿再打理，
不平茬则枯死的沙柳日益萎缩。沙柳成了生物质发电的原
料之后，乌兰达赖生态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碧绿的沙柳
染遍了他家5平方公里的沙丘。

“给电厂种沙柳、割沙柳、运沙柳，成了牧民的新营生，
每年人均沙柳收入都超过1万元。”乌兰达赖难掩喜悦，“我
家从40平方米的泥土房搬进了350平方米的砖混房，沙柳
林也成了动物的新家。好多动物刚看到都叫不出名字，后
来才知道是獾子、灰鹤，还有野兔、沙鸡、狐狸。”

每年10月份到11月份，鄂尔多斯乌审旗内大小湖泊
都成了候鸟迁徙的补给站。乌审旗图克项目区工作人员乌
宁夫介绍，这里的查干淖尔湖不仅水位没有下降，还因当地
企业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补充中水而扩大。今年通
过查干淖尔中转的白天鹅、赤麻鸭、绿头鸭等10多种候鸟，
数量足有2000多只。大批摄影爱好者聚拢湖边，“长枪短
炮”聚焦这些远道之客。“可以想象，不远的将来，那些飞走
的遗鸥就会重新飞回鄂尔多斯。”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工程师王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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