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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铁路煤炭运输通道建设的思考

宋彩萍
（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中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尤其是“三西”地区（即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地区），煤炭
消费重心在东部和中南地区，形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长期以来，煤炭一直是铁路运输的重点。 加
强煤炭运输通道建设，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给，对于增强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障国家能源战
略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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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我国铁路承担了全社会 ６０ ％的煤炭运输

任务。 全国铁路主要干线承担的货运量中，煤炭运
量一直保持相当比重，尤其是京沪、京广、京哈、
京九、陇海、浙赣等主要繁忙干线，在完成繁重旅客
运输和其他货物运输的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煤炭运
输。 铁路对于保证煤炭在全国范围的有效供给，发
挥着其他运输方式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

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我国煤炭在一次能
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占 ２／３ 以上。 ２００７ 年我国原
煤产量 ２５．３６ ×１０８ ｔ［１］ ，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７６．４ ％；煤炭消费量 ２５．８ ×１０８ ｔ［１］ ，占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的 ６９．５ ％。 从环境保护和世界能源结构调
整优化的趋势来看，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的比重会
逐步降低，但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以煤炭为
主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 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的发展目标，综合考虑
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等因素，枟煤炭
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枠预测 ２０１０ 年全国煤炭需
求总量为 ２６ ×１０８ ｔ［２］ 。 “十一五”期间，煤炭产量增
长仍然集中在“三西”地区，水资源短缺限制该地区
煤炭转化的规模，煤炭资源与水资源逆向分布，煤炭

生产与消费逆向布局的矛盾更加突出，北煤南运、西
煤东运压力增加，京津冀、东北、华东、中南地区煤炭
供应缺口加大。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以来，煤炭需求旺
盛，煤炭价格持续上扬，电煤供需矛盾相对突出，煤
炭供需总体紧张。 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结构、价格
和区域供需平衡等情况变化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
矛盾和问题， ２０１０ 年煤炭规划需求总量将被提前突
破。 为了增强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必
须继续加强铁路煤运通道建设，提供适应国民经济
发展的铁路运力支持。
2　铁路煤运通道现状及问题
2．1　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
很大成绩，网络总量初具规模，路网结构有所改善，
运输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形成了与我国自然地理、经
济布局、人口和资源分布相适应的网络形态。 到
２００７ 年底，全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 ７．８ ×１０４ ｋｍ，每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铁路里程为 ８１ ｋｍ，复线率达
到 ３４．８ ％，电气化率达到 ３２．６ ％。 在煤炭运输方
面，基本形成符合我国资源分布特点的重载煤炭运
输网络，以大秦、朔黄、石太、侯月、陇海、宁西等铁路
组成煤炭运输横向通道，以京沪、京九、京广、焦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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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组成煤炭运输纵向通道。 随着枟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枠的实施，我国全面加快了各个大型煤炭基地
煤炭外运通道的建设，煤炭运输能力持续大幅度提
高，为国民经济安全、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 大
秦、朔黄铁路扩能改造及集疏运工程等煤运通道建
设进展顺利，大量开行 １０ ０００ ｔ 和 ２０ ０００ ｔ 重载组
合列车，其中大秦铁路运量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１ ×１０８ ｔ 增
长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３ ×１０８ ｔ，创造了世界铁路重载运输
的奇迹。 京哈、京沪、京广、陇海、侯月等主要干线普
遍开行了 ５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ｔ 货物列车，目前我国已贯
通 ５ ０００ ｔ 以上重载列车的里程达到 １０ ７０１ ｋｍ。
２００７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分别完成 ３１．４ ×１０８ ｔ，其
中煤炭运量完成 １５．４ ×１０８ ｔ［ ３］ ，占全国铁路货运量
的 ４９ ％。
2．2　问题

目前，我国铁路运输能力总体上不能适应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煤炭供给仍处于紧张状态，
“三西”地区煤炭东运下水和直达湖北、湖南、江西
等地区运力长期不足，影响这些地区煤炭稳定供应，
铁路不适应煤炭运输的需要。 主要问题，一是煤炭
运输专用铁路少、负荷重、压力大，不利于煤炭运输
的安全；二是主要干线能力不足，京沪、京广、京哈、
京九、陇海、浙赣铁路是全国铁路主要干线，也是煤
炭运输主要通道，能力利用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由
于铁路建设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各通道客运专线尚
未竣工投产，预计运输能力紧张状况短期内难以缓
解。 煤炭需求增长强劲与煤炭生产供应能力增长平
缓之间存在矛盾，煤炭供应偏紧的格局短期内不会
改变。
3　加强铁路煤炭运输通道建设的发展思路

根据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国家“十一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铁路运输，铁路进入
了快速发展机遇期。 加快煤运通道建设，是枟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枠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国家“十一
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点任务。 铁路将围绕我国煤
炭基地运输需求，在建设客运专线等相关线路，释放
既有线货运能力的同时，加快煤运通道建设和既有
线扩能改造力度，形成运力强大、组织先进、功能完
善的煤炭运输系统。
3．1　扩大主要干线煤炭运输能力

目前，京沪、京广、京哈、京九、陇海、浙赣等主要
干线能力紧张，平均运输密度是全路平均值的 ３ 倍。

除已投产的秦沈客运专线外，均为客货混跑模式，客
运快速和货运重载难以兼顾，无法满足客货运输的
巨大需求。 为缓解繁忙干线能力紧张状况，我国规
划建设京沪、京广、京哈、杭甬深和陇海、浙赣、青太、
沪汉蓉“四纵四横”客运专线［４］ ，突出繁忙通道实施
客货分线运输， 释放既有线货运能力。 国家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铁路运输，重点
建设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煤运通道，初步形成
快速客运和煤炭运输网络。 同时，扩展西部地区路
网，强化中部地区路网，完善东部地区路网，加强集
装箱运输系统和主要客货枢纽建设。 根据枟综合交
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枠，到 ２０２０ 年铁路网总规模达
到 １２ ×１０４ ｋｍ 以上，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
５０ ％和 ６０ ％，客运专线和城际轨道交通 １．５ ×１０４

ｋｍ 以上，城市轨道交通 ２ ５００ ｋｍ。 随着铁路客运专
线的建设，繁忙干线将实现客货分线运输，扩大煤炭
运输能力。
3．2　规划建设大能力煤炭运输通道

为了建设稳定可靠的煤炭供应基地，国家加快
了神东、陕北、黄陇（华亭）、晋北、晋中、晋东、鲁西、
两淮、冀中、河南、云贵、蒙东（东北）、宁东 １３ 个大
型煤炭基地的建设步伐。 ２００５ 年，１３ 个大型基地煤
炭产 量 已 达 １８．３ ×１０８ ｔ， 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８３．６ ％［ ２］ 。 为保证煤炭运输需求，围绕国家规划的
１３ 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根据铁路煤炭运输径路实
际情况，铁路规划了大同（含蒙西地区）、神府、太原
（含晋南地区）、晋东南、陕西、贵州、河南、兖州、两
淮、黑龙江东部等 １０ 个煤炭运输基地［４］ 。 针对各煤
炭运输基地，通过客运专线建设和既有线扩能改造，
形成大能力煤运通道，使 １０ 个煤炭运输基地对外运
输能力达到 １８ ×１０８ ｔ左右。

对于“三西”地区煤炭运输基地，重点是强化
“三西”煤炭出海通道，打通“三西”至中南地区煤运
通道。 “三西”地区铁路煤炭运输北通道由大秦、丰
沙大、京原、集通、朔黄铁路组成，中通道由石太、邯
长铁路组成，南通道由太焦、侯月、南同蒲、陇海、西
康、宁西铁路组成。 根据相关规划，通过实施大秦铁
路和朔黄铁路扩能及集疏运配套改造工程，使铁路
运输能力分别达到 ４ ×１０８ ｔ和 ２ ×１０８ ｔ［５］ ；通过建设
石太客运专线，完成石德、胶济铁路电化改造，形成
一条山西中部大能力煤炭运输通道；建设郑西客运
专线，释放既有陇海铁路货运能力，建设包西铁路通
道，实施侯月铁路扩能改造，使石太、侯月、陇海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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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运输能力分别提高到１ ×１０８ ｔ左右；同时，实施
丰沙大、京原线、西康线、宁西铁路等铁路扩能改造，
以满足“三西”地区煤炭外运需要。

继续加强其他煤炭运输基地的铁路煤运通道建

设。 对于河南煤炭运输基地，通过建设京广客运专
线，释放既有铁路货运能力，货运能力可提高到 １ ×
１０８ ｔ 以上；同时，实施焦柳线电气化改造，提高煤炭
运输能力。 对于兖州煤炭运输基地，通过建设京沪
高速铁路，既有铁路主要用于货物运输，能力可提高
到 １ ×１０８ ｔ以上；实施兖石线扩能改造，货运能力可
提高到 １ ×１０８ ｔ 左右。 两淮基地的煤炭主要通过京
沪、淮南线外运，对淮南铁路进行扩能改造及相关设
备配套，加上京沪线提供的能力，总外运能力可达到
１．２ ×１０８ ｔ。 对于贵州煤炭运输基地，通过对南昆
线、株六线、黔桂线、内昆线和六盘水至昆明复线实
施改造，总运输能力可以满足运输需求。 对于黑龙
江东部基地，通过改造滨绥铁线和绥佳线，提高煤炭
外运能力。

根据铁路相关规划，为了加强铁路煤炭运输能
力，在改造煤炭运输基地既有铁路的同时，新建长
治—泰安、邢台—黄骅、东胜—乌海、准格尔—东胜、
准格尔—神木、白音华—赤峰—锦州、阜新—巴彦乌
拉、巴彦乌拉—新邱、锡林浩特—乌兰浩特、西安—
平凉、宿州—淮安等以煤炭运输为主的铁路。
3．3　研究建设大能力煤炭运输新通道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运输需求
不断增长，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铁路煤炭运输系
统需要在既有规划建设基础上继续加强，并为铁路
的可持续发展留出充分空间，以适应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

围绕“三西”地区煤炭生产基地，２００７ 年大秦、
朔黄铁路分别完成 ３ ×１０８ ｔ 和 １．３ ×１０８ ｔ 煤炭运输
任务，目前，这两条大能力煤炭运输专线能力均很紧
张。 ２００８ 年，大秦、朔黄铁路煤炭运输计划分别为
３．５ ×１０８ ｔ 和 １．３９ ×１０８ ｔ，通过实施线路扩能和集
疏运系统配套改造，近几年将分别实现 ４ ×１０８ ｔ 和
２ ×１０８ ｔ煤炭输送能力的目标。 受大秦、朔黄铁路终
极能力制约，“三西”地区需要新建大能力铁路煤运
新通道。 另外，由于铁路相关规划新增煤炭运力主
要集中在“三西”地区北通道上，山西中南部等地的
运能增加有限。 根据今年我国煤炭消费需求增长速
度，研究建设新的大能力煤炭运输通道，有利于提高
我国煤炭运输安全，增强铁路抵御自然灾害和突发

事件等紧急状况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能源生产和

消费持续增长，一些传统产煤区的资源逐渐减少甚
至枯竭。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
略接替区，由于距离内地经济中心较远，受交通条件
等因素制约，每年仅有少量煤炭供应河西走廊地区。
规划建设新疆大能力煤炭运输通道，将促进新疆煤
炭的开发利用，有助于“三西”煤炭基地实施保护型
开发，保障国家能源体系的安全性和机动性。
4　建议

根据我国资源分布和工业布局的实际，结合国
民经济社会的需要，未来大宗原材料物资运输仍将
是运输的主流，必须依靠成本低、效率高的铁路来完
成。 同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建立以铁路为
骨干的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现代化交通运输体
系。 铁路作为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必须提供与市
场需求相适应的运输能力。 为充分发挥铁路的比较
优势，在加强煤炭运输通道建设过程中，提出如下
建议：

１）铁路煤炭运输通道线网布局要注重与其他
交通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整体优势，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

２）结合我国煤炭基地开发建设情况，做好铁路
支线、矿区铁路、集运站等配套建设，提高煤炭运输
的保障能力。

３）加快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引导社会各
类资金投资铁路建设。 对一些社会投资者有较高积
极性、界面比较清晰、投资效益有保证的运煤专线和
其他煤运通道建设，引进战略投资者。

４）既有铁路的改造，在满足运输需要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既有铁路资源，尽可能降低工程投资，
节约土地资源，促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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