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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煤炭工业产业升级及能源发展的建议

王　安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要］　提升煤炭工业产业技术水平，转变煤炭生产增长方式，不仅是解决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
改善国家能源供给，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 煤炭产业升级总的方向和途径主要在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
两个方面。 神东以“四化”为基本特征的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的成功实践，在“规模、模式、装备”３ 个方面带动
了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对煤炭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要加快制定煤炭产业政策配套措施，积极引
导产业升级，建立有利于统一管理的能源管理体制，推广神东模式，提高资源的采出率和矿产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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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

源消费总量急剧增加，环境污染日益突出，特别是高
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
慢，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状况。 加之全
球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不断攀升，作为当今全球发
展速度最快的经济大国，能源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能源安全影响着国家经济
安全和国家安全。 从长远来看，研究开发核能、水
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低碳和无碳能源，是社
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从近期来看，我国
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模式在短期内很难取得重

大改观，因此，如何抓住发展机遇，提升煤炭工业产
业技术水平，转变煤炭生产增长方式，不仅是解决煤
炭工业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改善国家能源供
给，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
2　我国煤炭工业的现状

我国能源结构的现实是煤炭在化石能源资源储

量当中占 ９５．６ ％，石油占 ３．２ ％，其他占１．２ ％；煤
炭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约为７６ ％；煤炭占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约为 ６９．４ ％， 石油占
２０．４ ％，天然气占 ３ ％，其他占 ７．２ ％。 ２００７ 年，我
国原煤产量完成 ２５．２３ 亿吨，同比增加 １．９２ 亿吨，
增长 ８．２ ％。 不同类型煤炭企业产量占比分别为：
国有重点占 ５３ ％，国有地方占 １３ ％，乡镇非国有占
３４ ％。 这种产量所占比例反映出制约煤炭行业健
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ａ．产业集中度低。
目前全国煤炭企业数量仍在 ２０ ０００ 个左右，小煤矿
数量和产量规模仍占相当大比重，造成环境破坏和
过度竞争，给煤炭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
因素，制约了煤炭行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ｂ．开采
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 绝大多数的乡镇煤矿和
个体小煤矿办矿标准低，采煤技术落后，设备简陋，
机械化开采程度很低，多数是炮采或手工落煤，劳动
生产率极低。 国有煤矿技术装备水平与先进采煤国
家差距较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ｃ．资源回采率
低，煤炭资源浪费严重。 枟２００７ 中国能源蓝皮书枠指
出，中国煤矿平均资源回采率为 ３０ ％，不到国际先
进水平的一半。 山西煤炭产区平均资源回采率约为
４０ ％，其乡镇煤矿多数矿井开采工艺落后，回采率
仅为１０ ％ ～２０ ％，每挖 １ ｔ煤要消耗 ５ ～２０ ｔ 资源。
ｄ．煤矿安全问题仍然严峻，矿难事故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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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十分普遍。 以上问题
严重制约着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中国能源
战略安全。

２００５ 年以来，枟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枠和枟煤炭产业政策枠的颁布，明确
了煤炭发展目标和思路，对推进煤炭行业结构调整，
促进煤炭工业产业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两年
多过去了，这些政策因体制、机制和利益等因素的干
扰，在实际执行中进展缓慢，与目标相距甚远。

煤炭产业升级总的方向和途径主要体现在结构

优化和技术升级两个方面。 结构优化的核心是提高
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实施大集团规模化和集约化开
采。 目前我国煤炭工业的产业集中度与世界主要产
煤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前
４ 位煤炭企业的集中度达到 ７０ ％左右。 ２００７ 年我
国前 ４ 家大型煤炭集团的产量约 ４ 亿吨，仅占全国
总产量的 １６ ％。 国家 “十一五 ” 期末要形成
６ ～８ 个亿吨级和 ８ ～１０ 个 ５ ０００ 万吨级的大型煤炭
企业，产量占全国的 ５０ ％以上，但实际情况是，２００７
年产量 ５ ０００ 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仅有 ５ 家，产销
量过亿吨的大集团也只有神华集团、中国中煤能源
集团和同煤集团 ３ 家，一个基地生产一亿吨只有神
东一家。

技术升级的核心是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信
息化程度。 主要途径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来改造传
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煤炭生产提高机械
化、信息化程度必须实现 ４ 个方面的目标：ａ．技术
含量高；ｂ．安全有保障；ｃ．资源回收率高；ｄ．实现清
洁生产。 神东现代化亿吨煤炭基地建设的实践不仅
实现了以上目标，而且为我国煤炭产业技术升级提
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3　神东基地是煤炭产业升级的见证

神东煤炭生产基地是国家“八五”至“十一五”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同时也是 ２１ 世纪初全国规划建
设的 １３ 个煤炭生产基地之一。 截止 ２００７ 年底，神
东煤炭分公司在其所属矿区范围内已建成千万吨级

现代化高产高效煤矿 ８ 个，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
年产量超过 １ 亿吨的煤炭生产基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矿区开发之初，按照传统
煤矿的建设思路，规划建设 ５８ 座中小型煤矿。 由于
小井建设遍地开花，造成当地采矿秩序一度混乱，生
态破坏与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严重。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按照“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大中型
矿井”的办矿方针，矿区划分为国家和地方开采区，
规划建设 ２１ 处大中型矿井，年产 ３００ 万吨的矿井仅
有 ３ 座，其他均为 ６０ 万吨的中型矿井，规划设计的
矿井生产效率低下，没有跳出传统煤矿的建矿模式。
１９９５ 年，神华集团成立，重新规划，整合小井资源，
确定了矿区建设现代化特大型矿井的发展方向。
２００５ 年，神东煤炭分公司（其前身为神府东胜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在矿区统一负责建成 ７ 个千万吨级
以上特大型矿井，奠定了亿吨矿区的基础。

经过 １０ 年的跨越式发展，神东实现了集约化与
规模化生产，建成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煤炭生
产基地。 成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一面旗帜。 神东
以一流的生产技术指标为中国煤炭行业和民族工业

在世界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神东的主要经济技术指
标达到全国第一、世界领先水平。 神东基地从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原煤产量从 ７１３ 万吨递增到
１．１９ 亿吨，连续 ９ 年实现千万吨增长，创造了产量
１０ 年增长 １７ 倍的世界煤炭企业发展新纪录。 在已
创建的 １ ０００ 万吨矿井定员不超过 ３００ 人的模式
下，工作面的生产效率最高达到 ８６４．８３ ｔ／工，矿井
的全员效率达 １６８．４２ ｔ／工；矿区年生产煤炭
１．１９ 亿吨，仅有员工 ８ ９８１ 人， 全员效率高达
１２４ 吨／工。这一指标是美国平均水平的 ３ 倍，是国
有重点煤矿的 ３０ 倍，但是用人仅为传统煤矿的
３ ％，开发建设以来杜绝了 ３ 人以上的重大安全事
故，近 ３年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在 ０．０１５ 以下，２００７ 年
控制在０．００８ ４，是美国平均水平 ０．０３１ ７ 的 １／４（注：
同期全国平均为 １．４８５，国有重点煤矿为 ０．３８）。 矿
井资源回收率平均达到 ７５ ％以上，最高达 ７９．１ ％。

１）神东集成当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通过
二次技术开发，在世界同行业首次将信息化技术成
功延伸到煤矿井下，实现了矿井采煤、运输、供电、通
风、给排水、安全监控等生产环节的自动化远程控
制，井上下固定岗位实现无人值守，建成了数字化矿
井，改变了传统产业的整体面貌，实现了煤炭开采由
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２）神东自主创新煤矿生产与建设技术， 建立了
新一代煤矿开采技术体系。 煤矿通过简化生产系
统、提升装备水平和煤矿本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为
矿井构筑了可靠的安全软硬件平台，实现了煤炭由
高危行业向本质安全型的转变。

３）神东通过数十年煤矿清洁化生产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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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荒漠化矿区生态建设，达到了煤矿矸石不升井
（不外排占地）、污水零排放、煤层不着火的环保目
标，使矿区的植被覆盖率由开发前的 ３ ％提高到
５９．４ ％，推动了矿区经济—生态—社会的和谐发
展，实现了煤炭企业由环境污染型向清洁环保型转
变。 以上 ３ 个转变对我国煤炭企业而言无疑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

４）神东在集成国内外先进管理和技术的基础
上，创新煤矿设计理念和生产工艺。 矿井开拓系统
推行斜硐—无盘区布置新方式；生产辅助系统应用
了无轨化技术；通风系统采用具有 “大断面、多巷
道、大风量、低风压”特征的高效低压通风系统；供
电系统采用地面箱式移动变电站供电技术；煤矿生
产推行一井一面生产组织方式。 以上技术相当于在
煤矿井下构建了“高速公路”，解决了长期制约煤矿
产能发挥的瓶颈问题，创建了一批千万吨矿井，实现
了生产规模化。

５）神东集成世界前沿技术，形成了生产能力
大，自动化程度高，安全可靠性高的成套综采、掘进、
运输、洗选，装车技术，建成了国内第一个 ４００ ｍ 加
长工作面、自动化工作面、千万吨矿井和千万吨综采
队，大幅度提高了矿井生产效率，实现了技术与装备
现代化。

６）神东将生产组织方式、技术手段、员工素质
进行了整合和优化，构建了高效的管理组织体系，改
变了产业工人的形象，实现了队伍专业化。

７）神东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依靠自动化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矿井科技水平。 井上下生
产实现远程监控，固定岗位实现无人值守，达到“无
人则安”的理想境界，实现了管理手段的信息化。

神东以“四化”为基本特征的大型煤炭基地建
设的成功实践，在“规模、模式、装备”３ 个方面带动
了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对煤炭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的示范意义。
4　煤炭产业升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神东矿区实现产业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创
新是神东模式的灵魂，但是这种创新有几个前提条
件必不可少。 一是资源保障。 １９９０ 年，原国家计委
批复神东矿区 ３５４ 亿吨地质储量，公司目前实际拥
有总地质储量为 ８９．９ 亿吨，在这个范围内，神东收
购了 ２２ 个小煤窑，将其整合为整装资源，建成了千
万吨矿井群，保证了神东的规模化建设。 二是技术

保障。 神东率先彻底跳出传统煤矿建矿模式和技术
思想的束缚，广泛借鉴世界各行业优秀技术成果，集
成创新，形成了生产能力大、自动化程度高、安全可
靠的采掘技术；首创以超大工作面为核心的千万吨
矿井生产技术体系，形成了千万吨矿井群的生产格
局；率先应用信息化改造传统煤矿，提升了矿井的科
技含量。 三是体制保障。 神东矿区是改革开放以来
煤炭工业发展转型初期建设发展起来的。 神东矿区
最早利用国家给予的融资、外贸、一体化经营的政策
方针，抓住了煤炭工业管理体制变革的有利契机，发
展成为煤、电、路、港一体化综合型能源企业。

从神东现代化煤矿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
和技术发展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目前我国加
快煤炭产业升级的时机和条件相比神东之初要更加

充分，更加成熟。 表现在如下 ４ 个方面：ａ．大型煤
炭基地建设已列入国家“十一五”煤炭发展规划，提
高产业集中度已成为共识。 ｂ．煤炭科学技术迅猛
发展，国内煤矿综采成套装备技术得到迅速提升；煤
矿瓦斯、火灾治理等技术不断改进，安全生产的技术
水平得到提高；清洁生产技术有长足进展，煤炭资源
的综合加工利用技术快速发展。 ｃ．大型煤炭企业
集团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人才辈出，已具
备应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能力。 ｄ．国家
财力和社会资金也有保障。 这些积极因素无疑为建
设大型煤炭基地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但是，无须回避的是，当前的发展现状与行业的
预期有很大距离。 之所以出现大型煤炭基地、大集
团建设与国家发展目标与规划存在很大差距的现

象，是因为国家产业政策难以落到实处，主要问题
有：ａ．煤炭产业准入门槛太低，单纯以资金实力作
为准入条件的产业政策扰乱了煤炭开采健康发展秩

序，有些地方整装资源被无序分割，资源规划不到
位，供大基地、大集团开发的资源配置落不到实处，
已有的基地资源也存在分割的危机。 ｂ．国家财税
政策对产业发展目标的引导和调整功能不足。 特别
是中央企业上缴中央财政税收比例偏大，导致部分
地方政府没有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积极性。 大集
团、大项目落地的立项、审批、办证等工作因此受到
牵制，不能适应产业升级的总体目标。 ｃ．能源管理
职能分散，能源工业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 自从
２０ 世纪末国家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部室撤消以
后，能源工业出现了多头分散管理、管理职能弱化、
管理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等突出问题，制约了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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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健康发展。 政府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缺少协
作、相互掣肘，不利于国家统筹能源产业规划、产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进步。
5　对我国煤炭工业产业升级的几点建议
5．1　加快制定煤炭产业政策配套措施，积极

引导产业升级

　　在“若干意见”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应尽快
出台相关配套措施，以促进煤炭产业健康发展。

１）进行税制改革，协调利益分配。 财税政策应
引导地方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支持和建设大
型企业，为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做铺垫。 合理运用利
益杠杆，既实现产业目标，又协调好国家和地方
利益。

２）提高技术标准。 把技术升级作为产业升级
换代的引擎。 针对不同的资源赋存条件，分类制定
科学的技术标准，提高技术门槛，设定生产规模下
限，设定安全要求的系统条件和装备要求，设定回采
率下限，修订技术规范，建立样板矿井示范制度，引
导企业向集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缩短技术标
准的修订周期，以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

３）提高准入门槛，以技术高、管理强、队伍优、
资源回收率高、环境保护好为准入条件，对不符合准
入条件的要制定退出条件和时限，促进资源整合和
规模开发，进一步明确由一个煤炭大集团为主体对
整装煤田进行统筹开发，出台规模企业办证优先制
度，鼓励大型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链经济。

４）强化政府监管。 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强化
政府监管职能，弥补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市场机制
的不足。 规范审批程序，严格审批标准，保证煤炭建
设和生产经营秩序。 提高审批效率。 在保障国家能
源供给的前提下，宜按照先建大、后关小、关小建大
相结合的原则，加快煤炭资源整合进度，促进产业技
术升级换代。
5．2　建立有利于统一管理的能源管理体制

我国能源发展已步入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有
必要成立国家能源部，统一掌管全国能源发展规划、
资源管理、开发建设、产业技术和监督管理，统一管
理有利于不同行业勘探成果共享、技术集成嫁接、新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能源工业技术发展
水平，推进全国能源工业结构调整优化，并引导能源
消费结构优化，促进国家能源工业健康运行。

5．3　推广神东等先进煤炭企业的可移植性技术，
加快产业技术升级步伐

　　煤矿开采条件固然千差万别，但其采煤、掘进、
机电、运输、通风、矿井安全、通信等多个生产子系统
的相关技术与装备仍然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可移植

性。 ２００１ 年以来枟神东现代化矿区建设与生产技
术枠项目相继获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特等奖及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神东基地的诸多成果已被晋城、兖
州、大同、平朔、西山、宁东、榆神等矿区借鉴应用，全
国随后涌现出了数十个千万吨级矿井（不含神东
本身）。

神东基地能在全国规模以上煤矿推广应用的通

用性技术主要包括以下 ７ 项：
１）煤矿信息化技术：主要包括煤矿井下生产自

动化技术、设备在线点检技术、井下人员实时定位技
术、井下小灵通通讯技术、煤矿本质安全信息预控系
统、煤矿地面生产自动化技术；

２）煤矿井下无轨胶轮车辅助运输技术：包括自
主研发的系列防爆胶轮车及相关技术标准；

３）适用于 １．５ ～６．３ ｍ 煤厚的高效综合采煤机
械化成套技术；

４）短壁采煤机械化成套技术：包括成套国产化
装备及开采工艺；

５）高效综合机械化掘进成套技术：包括成套国
产化装备及掘进工艺；

６）高效低风压通风系统；
７）地面快速装车系统。
神东基地可部分推广应用的技术主要包括以下

５ 项：
１）煤矿开拓系统：主要包括斜硐开拓方式、无

盘区布置方式、加长工作面技术等，适用于缓倾斜以
下煤层；

２）煤矿清洁生产技术：主要包括井下采空区水
净化技术、井下煤矸置换技术、无岩巷布置技术、防
尘技术，多项技术适用于我国西北矿区；

３）保水采煤技术、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适用
于西北荒漠化矿区生态治理与重建；

４）综采工作面快速搬迁技术：适用于煤层顶板
比较完整的煤矿使用；

５）地面移动式箱变对井下直供电技术：适用于
浅埋藏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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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技术，建议从国家层面修订到行业规范标
准中进行推广应用。
6　对我国能源发展的几点建议
6．1　加快化石能源生产工业技术升级的步伐，提高

资源的采出率

　　目前我国煤炭平均资源回收率为 ３０ ％，与国家
要求的 ７５ ％的最低标准有很大距离。 石油资源采
收率除大庆油田以外大部分油田都在 ３０ ％以下，远
低于世界 ５０ ％的先进水平，浪费严重。 因此，加快
化石能源生产工业技术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的采
出率迫在眉睫，应尽快制定产业升级的规划。 在结
构优化方面，以提高集中度为目标，率先解决资源的
科学规划和有效整合；在技术升级方面，重点解决资
源采出率问题，借助法规和财税政策，建立强制采出
率标准制度；在实施步骤上本着先建大后关小、先在
资源富集区试行后在全国推广的原则，有计划有目
标地推进产业升级步伐。

6．2　制定有利于煤、油、气等共生矿床的矿区规模
化开采新政策，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

　　我国西部地区部分矿区存在着煤、油、气、盐等
多种矿床共生的区域，国家制定相关开采政策，由一
家大型企业对共生矿床开采统筹规划和规模化开

采，减少资源浪费，降低开采成本，实现不同矿产资
源有序开采，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采出率。 对拥有探
矿权的能源企业在资源勘探中应充分利用钻探手

段，实现一孔多用，降低勘探成本。
6．3　加快开发碳捕获与埋存关键技术，为我国

改善能源环境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当前，煤炭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例中占
２８．４ ％，我国则高达 ６９．４ ％。 鉴于我国高碳经济
局面短期难以改变，建议国家要采取多项措施，减少
我国能源消费过程中 ＣＯ２ 排放总量，特别要重点支
持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开发，为全球环境保护和能源
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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