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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学产能及发展战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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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我国目前煤炭产能的主要特点及问题，提出了煤炭科学产能的概念，以促进我国煤炭工业可持
续发展，扭转目前我国煤炭生产“高危、污染、粗放、无序”的行业形象，并根据我国煤炭资源的特点，对我国煤
炭科学产能的规模、布局和发展潜力进行了全面论述，同时预测了 ２０３０ 年、２０５０ 年前后的煤炭科学产能总
量，提出了我国煤炭向科学产能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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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煤炭工业经过 ６０ 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改

革开放 ３０ 年来的发展，解决了建国后长达 ３０ 多年
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为发展能源工业、保障国民经
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炭
探明储量占我国化石能源探明储量的 ９４ ％。 长期
以来，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
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分别占 ７６ ％和近 ７０ ％。
国家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枠
中明确提出“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
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战略”目标，２００５ 年国务
院发布的枟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枠中也进一步强调了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战略地位。 可见，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煤
炭仍将作为我国的主导能源。

近二十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原
煤产量持续增长，从 ２００２ 年起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煤炭产量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０．８０ 亿 ｔ 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７．９３ 亿 ｔ，２００９ 年产量达到 ３０．５ 亿 ｔ。 按照我国
枟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枠中保障煤炭有效供

给的原则，２０１０ 年煤炭生产总量控制在 ２６ 亿 ｔ，但
由于市场的旺盛需求，提前两年大大超过规划总量。
根据我国煤矿开采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综合考虑
环境、安全等各种因素，实际上我国目前煤炭产量
中，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仅有约 １／３ 的比例属于科
学合理性开采，其余多属超能力或不规范的过度开
采。 我国目前煤炭产能的开发，已大大超出了本行
业在资源、技术、环境、安全等方面所能承载的极限
能力。

虽然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有强劲的市场需求，也
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但不容忽视的是，产能提升受到
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与限制：一是受资源开发条件
的制约，我国煤炭资源埋深在 １ ０００ ｍ 以下的资源
量占总量的 ５３ ％，经过长期大规模的开发，重点产
煤区的浅部煤炭资源已开采殆尽，现平均开采深度
已达 ６００ ｍ 左右，由于开采深度增加，开发难度加
大，已引发了一系列的煤矿灾害事故，并严重地影响
煤炭正常生产，未来我国煤矿深部开采所引发的问
题将会越来越突出；二是受生产安全的制约，我国煤
田地质构造复杂、瓦斯含量高，煤炭开采难度大、灾
害事故难以控制，２００９ 年我国煤炭生产事故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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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２ ６３１ 人，百万吨死亡率仍高达 ０．８６，尤其是我
国华北煤田下部煤层受底部奥陶系灰岩水的严重威

胁等，具有先天的安全隐患，解决安全问题自始至终
是我国煤炭工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三是受综合开
采技术及管理水平的制约，目前，我国国有大型煤矿
的资源回采率约 ５０ ％，乡镇煤矿的资源回收率约
２０ ％，煤炭资源得不到充分开采和利用，且浪费相
当严重，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管理方式，造成煤炭资源
转换为产能的比例普遍偏低；四是受开采环境容量
方面的制约。 我国大部分富煤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植被覆盖率低，其中华北地区人口稠密，开采诱发大
量地表沉陷，造成耕地急剧减少，而西部水文地质条
件和生态环境相当脆弱。 目前我国采煤区地表塌陷
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已达 ４０ 万 ｈｍ２ ，且以每年新增
３．０ 万 ～４．７ 万 ｈｍ２

的速度增加。 随着今后进一步
的开采开发，引发的矿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将更为
严重，与煤矿开发有关地区人们的生存和社会发展
将受到严重威胁。

由此可见，今后我国煤炭生产再也不能走“要
多少、产多少”的发展老路，必须要以科学的发展观
来引领和促进我国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彻底扭
转我国煤炭工业“高危、污染、粗放、无序”的行业形
象，实现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发展。 为此，针对
我国煤炭产能特点及主要问题，如何界定煤炭的科
学产能，如何促进煤炭向科学产能发展，成为贯彻落
实我国煤炭工业科学发展观乃至我国能源科学发展

观，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现有产能特点及主要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煤矿开采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
界先进国家相比，综合考虑环境、安全等各方面因
素，我国目前煤炭产量中，大多属超能力或不规范的
过度开采，已大大超出了煤炭行业在资源、技术、环
境、安全等方面所能承载的极限能力。 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１ ～６］ 。
１） 资源回收率问题：多年来我国煤矿一直处于

超科学开采能力生产（乡镇煤矿产量占 ４０ ％）。 目
前国有及国有控股煤炭企业 ３ ０００ 处， ２００５ 年
３０ 万 ｔ／ａ及以下的小煤矿多达 １９ ８２８ 处，１５ 万 ｔ／ａ
以下占 ９５ ％。 煤炭资源回采率较低，原国有重点煤
矿的采区回采率约 ５０ ％以上，但在全国煤炭产量中
的比例为 ４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平均值），地方国有
煤矿的回采率 ３０ ％左右，产量比例为 １６ ％，乡镇煤

矿的回采率仅 １０ ％左右，产量比例为 ３５ ％；采用落
后的人工开采方式的乡镇煤矿是我国煤炭资源回采

率低的主要根源。
２） 安全生产问题：近年来，我国煤矿安全生产

状况总体稳定、好转，但重大事故仍有发生，煤矿安
全生产形式依然严峻。 ２００８ 年全国煤矿生产事故
死亡 ３ ２１５ 人，比 ２００７ 年下降 １７．８ ％，百万吨死亡
率为 １．１８４，是美国的 ３０ 倍。 以 ２００４ 年为例，全国
产煤 ２０ 亿 ｔ，事故死亡 ６ ０００ 人，百万吨死亡率
为 ３ 人，其中：国有煤矿产量占 ６１ ％，死亡１ ７４６ 人，
百万吨死亡率为 １．４，低于全国水平 ５０ ％以上。 而
当年评定的高产高效矿井 １７７ 处（含部分瓦斯大的
矿井）产量为 ５．６ 亿 ｔ（占全国 ２８ ％），百万吨死亡
率为０．０６，是全国的 １／５０，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最
好的神东矿区产量近 １ 亿 ｔ，百万吨死亡率为
０．０１１ ６，已超过美国的水平。 乡镇煤矿的产量仅占
３９ ％，而死亡人数 ４ ２６３ 人，占全国 ７０ ％，百万吨死
亡率高达６ 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南方 １０ 省
产煤近３．７ 亿 ｔ，死亡 ３ ２００ 人，占全国的 ５４ ％，百万
吨死亡率更是高达 ７．８ 人。 这些煤矿地质条件复
杂、经济状况较差、技术水平落后，很易引发重大事
故，是重点治理对象。

３） 土地塌陷问题：据 ２００５ 年不完全统计，我国
因采 煤区 地 表塌 陷造 成 土地 破 坏 总 量 约 为

４０ 万 ｈｍ２ ，且以每年 ３．３ 万 ～４．７ 万 ｈｍ２
的速度增

加。 国有重点煤矿塌陷土地治理量还不到塌陷总量
的 ２０ ％，而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的塌陷土地基本上
没有得到治理。

４） 水资源破坏问题：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每
年因采煤破坏地下水资源 ２２ 亿 ｍ３ 。 晋、陕、蒙、宁
及附近地区 １３ 个正在生产和建设的大型煤矿区，日
需水量约为 ９０ 万 ｍ３，而这些矿区水源地日供水能
力仅为需水量的一半左右。 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
于太行山以西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一地区煤炭资
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水资源缺乏的严峻问

题。 且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煤炭资源的
进一步开发势必增加该区的环境负担。
3　科学产能及指标体系
3．1　科学产能定义

科学产能是指在具有保证持续发展储量前提

下，用科学、安全和环境友好的方法将煤炭资源最大
限度采出的年度生产能力。 科学产能要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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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学技术和装备”都必须到位，是煤炭行业和一
个矿区综合能力的体现

［１，２］ 。
3．2　科学产能指标体系

科学产能必须满足以下 ３ 项指标的要求［１，４］ ：
１） 环境容量要求：对一个地区而言，煤炭产出

与消费能力还必须与当地环境容量相匹配。 煤炭的
产能、利用受环境容量的限制；地区的生产规模（如
生态脆弱而资源储量丰富的“三西地区”）还决定于
开采对生态的影响。 例如，山西虽然煤炭储量丰富，
但开采对水资源和地面沉陷的损害已达 ２３ 万 ｈｍ２，
能否有效遏制和减轻开采对地表环境和水资源负效

应的进一步扩大，甚至能否保持现有规模，将是提高
煤炭产能、扩大生产规模必须面对的问题。

２） 安全生产要求：矿区的产能还必须具备适应
当前科技水平的安全要求，如 ２００７ 年国有重点煤矿
百万吨死亡率为 ０．３８３，若全国煤矿按照国有重点
对科技力量、干部配备和机械化要求进行投入，安全
才能达到世界中等水平。

３） 机械化开采要求：即寻求既安全又高效的开
采方式。 目前，全国平均采煤机械化程度仅 ４５ ％，
国有重点煤矿为 ８２．７２ ％，乡镇煤矿几乎没有机械
化开采，全国约有 ２００ 万以上的矿工还在从事手工
采煤，基本上是炮采的国有地方煤矿与乡镇煤矿的
煤炭总产量达到 １３ 亿 ｔ（２００７ 年），已相当于第二产
煤大国美国的产量。

具体而言，科学产能要求达到如下指标：ａ．综合
机械化程度 ＞７０ ％；ｂ．安全度标准：百万吨死亡率
０．１ ～０．０１ 人；ｃ．安全费用将在生产成本中占很大
比重；ｄ．环境友好、鼓励支持煤矿充填开采，同时土
地复垦率 ＞７５ ％；ｅ．回采率 ＞４５ ％；ｆ．难动用储量
（条件复杂、埋深 ＞１ ５００ ｍ）应暂不列入可采储量。
4　我国煤炭科学产能规模分析
4．1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及分布特点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及分布有 ５ 大特点：一是资
源比较丰富。 截至 ２００５ 年年底，煤炭保有资源量共
计 １０ ４２９．５７ 亿 ｔ，其中，已利用 ４ ０３５．９８ 亿 ｔ，占 ３８
％的比例，尚未利用资源量 ６ ３９３．５９ 亿 ｔ；二是资源
区域分布不均，西多东少，北方地区查明资源量占
９０ ％，其中 ６５ ％集中分布在晋、陕、蒙三省（区）；南
方地区查明资源量仅占全国的 １０ ％，且集中分布在
贵州和云南省（占南方区的 ７７ ％），东部区带资源
仅为全国总量的 ７ ％；三是产能提升空间有限，目

前，全国国有煤矿共有矿井 ２ ６５１ 处，占有剩余可采
储量 ７８５．５０ 亿 ｔ，按照目前的开采规律仅可持续开
采 ７０ 年；四是煤炭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布，不益
于煤炭开发开采；五是资源地域生态环境脆弱。 我
国北方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但集中了近
９０ ％煤炭资源，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高、
可耕地少、土地资源紧缺；西南地区煤层硫分高，煤
炭利用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等，这些环境因素都不
同程度地制约了我国煤炭的开采利用。
4．2　保有及潜在资源的产能规模

根据 ２００５ 年的勘查数据，我国煤炭保有资源量
共计 １０ ４２９．５７ 亿 ｔ，能形成约 ５７ 亿 ｔ 资源产能，续
供期 ６３ 年，其中东部调入带区域煤炭产能为
７．５７ 亿 ｔ左右；中部供给带区域煤炭产能为 ４２ 亿 ｔ
左右；西部自给带区域煤炭产能为 ７．５８ 亿 ｔ 左右。

全国潜在资源量共计 １６ ５６１ 亿 ｔ，预测产能约
４１ 亿 ｔ，续供期 ６０ 年。 其中东部调入带区域产能为
０．７４ 亿 ｔ，中部供给带区域产能为 １７．２１ 亿 ｔ，西部
自给带区域产能为 ２３．０９ 亿 ｔ。
4．3　各种因素制约下的煤炭资源产能规模
４．３．１　水资源约束下的煤炭资源产能

我国晋、陕、蒙、宁规划区煤炭开发规模大，但水
资源短缺，在科技、经济投入有保障，管理水平进一
步提高的前提下，煤炭资源产能控制在 ２４ 亿 ｔ 为
宜。 其他地区水资源对煤炭产能影响不大，约为
１４．５亿 ｔ。 因此，我国水资源约束下的煤炭产能预计
为 ３４ 亿 ～３８ 亿 ｔ。
４．３．２　生态环境约束下的煤炭资源产能

由于晋、陕、蒙、宁规划区生态环境脆弱，根据以
往对典型矿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认为该区域
煤炭产能控制在 ２１ 亿 ～２２ 亿 ｔ 为宜。 西南规划区
由于高硫煤利用受到制约，中低硫煤产能约为
３ 亿 ｔ。因此，我国生态环境约束下的煤炭资源产能
预计为 ３９．２ 亿 ｔ（２８ 亿 ｔｃｅ）。
４．３．３　地质条件约束下的煤炭资源产能

根据对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的综合评价，在我国
煤炭的保有资源储量中，一等煤炭资源量为
３ ４７１．９５ 亿 ｔ，这些资源适宜于大型或特大型矿井
综合机械化开采；二等煤炭资源量为 ３ ７２４．１７ 亿 ｔ，
这些资源一般适宜于大型矿井综合机械化；三等煤
炭资源量为 ２ ３２８．８２ 亿 ｔ，一般适宜于中型机械化
开采；四等煤炭资源量为 ５１０．３５ 亿 ｔ，一般适宜于中
小型 矿 井 普 采 或 炮 采； 五 等 煤 炭 资 源 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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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４ 亿 ｔ，一般只适宜于炮采和人工采掘。 一等、
二等和三等资源适宜于机械化开采，资源量为
９ ５２４．９４ 亿 ｔ，按照 ３５ ％的平均区域采出率，则适
宜于机械化开采的产能为 ４７．６２ 亿 ｔ，而安全高效开

采的产能约为 ３５ 亿 ～３８ 亿 ｔ。
综合上述分析，维系我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的产能规模，以不超过 ３８ 亿 ｔ（２７．１ 亿 ｔｃｅ）为宜，产
能分布详细数据参见表 １ ［２］ 。

表 1　我国煤炭资源综合产能分析（单位：亿 t）
Table 1　Coal production capacity in China （unit： 100Mt）

保有
资源

预测
总量 机械化开采 安全开采 生态环境 水资源 运输 综合分析

全　国 ５７ ４１ ９８ ４５．８６ ３４．１８ ３９．２ ３８．５ ２８ ３８
东部调入带 ７．６ ０．７４ ８．３ ５ ２．６ ７．６ ７．６ ７．６ ７．６
东北 １．６ ０．１５ １．７５ １．２ ０．７９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黄淮海 ４．８６ ０．４８ ５．３４ ３．５８ １．６４ ４．８６ ４．８６ ４．８６ ４．８６
华南 １．１２ ０．１２ １．２４ ０．２ ０．１８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中部供给带 ４２ １７．２ ５９．２ ３５．６ ２６．８ ２３ ２７．９ １９ ２３
晋、陕、蒙、宁 ３７．６ １４．２ ５１．８ ３２ ２６．１９ ２１ ２４ １６ ２０

西南 ３．９４ ３ ６．９４ ３．６１ ０．６２ ３ ３．９４ ３ ３
西部自给带 ７．６ ２３ ３０．６ ５．１ ４．７８ ７．６ ３ ２ ７．６

5　我国煤炭科学产能预测分析
5．1　科学产能现状

若依据目前安全高效矿井的评定标准来衡量当

前的科学产能，那么我国生产的煤炭总量中，只有约

１／３（９ 亿 ～１０ 亿 ｔ）能满足科学产能的要求。 表 ２
列出了近年我国年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的产量情况。
以 ２００７ 年为例，全国 ２５．２３ 亿 ｔ 煤炭年产量中，安
全高效矿井产量为 ８３６．００ 百万 ｔ，仅占 ３３．１４ ％。

表 2　安全高效矿井产量（单位：Mt）
Table 2　Production capacity of safe and high－effective coal mines （unit： Mt）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全国煤炭产量 １ １５１．３８ １ ２９２．１８ １ ３２５．２５ １ ０４３．６４ １ １０５．５８ １ ７２２．８６ ２ １５１．３２ ２ ５２３．４２
安全高效矿井产量 ２２．５６ ９４．１２ １６９．８０ １９８．２１ ２５８．９６ ４７６．４４ ６３３．５７ ８３６．００
其中： 露天矿产量 ２２．５６ ９４．１２ ２５．３４ ２６．９６ ３２．７９ ５５．６１ ８８．７２ １２６．２８
井工矿产量 — — １４４．４６ １７１．２５ ２２６．１７ ４２０．８３ ５４４．８５ ７０９．７２

特级井工矿产量 — — ２９．０２ ４７．６６ １０２．０６ １６４．２０ ３７３．６２
安全高效矿井产量

占全国产量比重／％ １．９５ ７．３２ １２．８１ １８．９９ ２３．４１ ２７．５７ ２８．９９ ３３．１４

5．2　煤炭科学产能预测与分析
我国现有 ５ 个产煤区，各区现有矿井和新建矿

井的科学产能预测如下：
１） 晋、陕、蒙、宁、甘区域：２００７ 年该区域的煤

炭产量为 １ ２５５．１５ Ｍｔ，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５０．３ ％，
其中的安全高效矿井产量为 ３９２．２８ Ｍｔ，占本区域煤
炭总产量的 ２９．７８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科学开采产能

可提高到 １０．６０ 亿 ～１１．３０ 亿 ｔ。 该区也是我国新
建矿井增加科学开采能力的主要区域，其煤炭保有
资源量占全国的 ６５ ％，１３ 个煤炭基地中有 ７ 个分
布在该区域，因此，是我国新建矿井科学产能增量的
主要地域，预计新建科学开采能力可达 ８ 亿 ～
１３ 亿 ｔ。

２） 华东区域：２００７ 年该区域的煤炭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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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５９ Ｍｔ，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２１．８ ％，其中安全高
效矿井产量为 ２４９．４１ Ｍｔ，占本区域煤炭总产量的
４５．８８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科学开采产能可提高到３ 亿
～３．５ 亿 ｔ。 华东地区有两个煤炭基地 （两淮、鲁
西），该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发展优势，但资源有
限，面临深部和建筑物下开采的技术难题，新建矿井
和在建矿井形成的科学产能，主要用于补充因资源
枯竭关闭矿井原有的开采能力，进一步提高科学产
能实属不易。 因此，不考虑在该区域新建矿井来增
加科学开采能力。

３） 东北区域：２００７ 年该区域的煤炭产量为
１９５．８６ Ｍｔ，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７．８ ％，其中的安全
高效矿井产量为 ５３．７８ Ｍｔ，占本区域煤炭总产量的
２７．４６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科学开采产能可提高到
０．９ 亿 ～１ 亿 ｔ。 因煤炭资源有限，该区域靠新建矿
井未来增加科学产能的空间很小，因此，维持现有矿
井技术改造后的科学开采能力即可。

４） 华南区域 ２００７ 年的产量达到 ４．４３ 亿 ｔ，占
全国的 １７．８ ％，其中安全高效产量 ３３９ 万 ｔ，占该区
的 ０．７６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科学开采产能可提高到
０．３ 亿 ～０．５ 亿 ｔ。 该区拥有我国云贵煤炭基地，但
因地质构造破坏严重，高瓦斯等安全生产条件差，经
过科技攻关等工作，有可能新建 ８０ ～１１０ Ｍｔ 的科学
开采能力。

５） 新青区域：２００７ 年该区域的煤炭产量为
５７．２８ Ｍｔ，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２．３ ％，其中的安全高
效矿井产量为 ８．９１ Ｍｔ，占本区域煤炭总产量的
１５．５６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科学开采产能可提高到
０．２ 亿 ～０．３ 亿 ｔ。 该区域有丰富的资源量，是形成
新的科学开采能力的重要区域，但受到环境和远离
用户等问题的限制，如这些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预
计新增安全科学开采能力可达到 ５ 亿 ～８ 亿 ｔ。

综合以上预测，预计 ２０３０ 年，全国现有矿区的
煤炭科学产能可达 １４．９５ 亿 ～１６．３０ 亿 ｔ；可新增煤
炭科学开采产能，保守估计为１５．８０ 亿 ～１８．９０ 亿 ｔ，
乐观估计可达 １９．００ 亿 ～２１．１０ 亿 ｔ。 ２０３０ 年的煤
炭科学开采预测产能总量达 ３０ 亿 ～３５ 亿 ｔ，基本能
满足届时煤炭需求。 ２０３０ 年以后，由于我国煤炭年
需求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 ２０５０ 年的煤炭科学产能
总量也将维持在 ３０ 亿 ～３５ 亿 ｔ的水平［１，２］ 。
6　我国煤炭科学产能对策
6．1　战略部署

煤炭的安全、高效、环境友好开采以及科学、高

效和洁净利用将是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针
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对煤炭的强劲需求和中国煤炭

资源赋存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的现实，为培育
和促进我国煤炭科学产能的发展，要不断改革和创
新我国煤炭生产管理体制，形成完善的煤炭行业生
产和消费的法律法规框架，建立健全煤炭行业的市
场监督体系，加强煤炭企业的集约化、机械化程度，
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严格规范企业管理。 到
２０３０ 年基本实现煤炭的科学安全开采。 在安全方
面，要求百万吨死亡率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０．８６ 人降到０．１
人以下，即由 ２００９ 年死亡 ２ ６３１ 人，降到 ３００ 人以
下；在高效开采方面，要全面淘汰、关闭 ６ 万 ～
１５ 万 ｔ以下小煤矿；煤矿数由 １ 万多处降到 ２ ０００ 处
以下；机械化开采率由 ４０ ％上升到 ８０ ％以上；少部
分 ５ ％煤矿实现自动化开采，科学开采的产能达
２６ 亿 ～３７ 亿 ｔ。 在洁净开采方面，高瓦斯煤层要全
部实现抽采利用，８０ ％矿井水实现处理复用，基本
消灭矸石山，塌陷土地复垦率达到 ８０ ％。 到 ２０５０
年，科学开采整体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安全指标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前列；全部机械化开采；３０ ％
自动化开采；开采能耗再下降 ５ ％；杜绝开采过程中
对环境的污染；全面实现绿色开采。 为实施煤炭高
效率“绿化”战略行动，需要按每 ５ 年为阶段，制定
明确的规划指标，推进行动计划，并滚动发展，持续
开展 ２０ ～３０ 年，最终实现我国由煤炭能源大国向煤
炭能源强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6．2　措施建议

要实现上述战略部署和目标，必须具有强有力
的政策保障和科技创新体系支撑。
６．２．１　消除发展瓶颈，提高煤炭安全高效产能供给
能力

按照目前的煤炭开发技术发展水平，我国煤炭
产量中只有 ８．３ 亿 ｔ 可界定为科学产能，仅占全国
煤炭产量的 ３０ ％。 有近 １７ 亿 ～１８ 亿 ｔ 的煤炭是在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状态下生产出来的，因而成为
了我国煤炭工业健康发展最大的“瓶颈”。 按照煤
炭工业“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方针，建议：

１）严格将科学产能标准作为煤炭行业的门槛
来进行关停并转，真正使市场供给的煤炭产量进入
科学产能的健康发展轨道。

２）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即：继续实行安全国债
基金，对具有一定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矿井，进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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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改造和弥补安全欠账，由国家出资对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又为保障能源需求而保持生产的煤矿安

全达标费用进行补偿；落实煤矿企业根据实际需要
提取安全费用的政策，鼓励煤炭企业加大安全技改
投入，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３）建立成立煤矿科技基金。 鼓励企业引进新
技术、新设备和开展自主创新，提高采掘机械化水
平，提高生产效率；鼓励中小煤矿加大技改，提高科
技生产水平。 开征 １５ 万 ｔ／ａ 以下小煤矿特别采矿
金，加快小煤矿的关停并转，促进大煤矿兼并小煤
矿，变被动为主动。 特别采矿金由各省根据不同情
况制订方案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后收取，
用于解决本省小煤矿关停并转中的一些问题。
６．２．２　推进煤炭大基地大集团建设，建立煤炭能源
保障供给体系

煤炭大集团、大基地是我国煤炭能源的根本保
障，建议加快煤炭大集团、大基地建设，按照“一个
矿区由一个主体、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的
原则，在大型煤炭基地内以建设大型煤矿为主，优先
建设特大型露天煤矿和安全高效现代化矿井，严格
控制小型煤矿建设；推进枟煤炭行业兼并重组意见枠
的实施，制订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鼓励煤炭企业联
合重组，鼓励大煤矿兼并、收购、彻底改造小煤矿，继
续依法关闭布局不合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破坏
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煤矿。 国家可出台相应的扶持政
策，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和税费政策，重点支持大型
煤炭企业兼并整合中小型煤矿。 产煤省区地方政府
应积极支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打破地方局限，加大
改革力度，积极筹措资金，制定工作方案，抓紧组织
实施，积极支持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
６．２．３　加大煤炭能源科技投入，组织重大关键技术
攻关

当前，煤炭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尚在建设初期、重
大技术装备、科技发展共性关键技术主要依赖引进，
成为煤炭行业科学发展急需解决的瓶颈。 为了实现
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如下：

１）加大煤炭科技发展关键技术攻关。 煤炭工
业要实现“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
持续发展”，必须加快研究开发煤炭资源快速精细
勘探技术、深部矿井建设技术、高效集约化生产技术
与装备、煤矿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煤炭转化和新型煤
化工技术、煤矿信息化技术等行业共性关键性技术，

形成持续研发能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２）加大煤炭科技发展的资金投入。 国家对煤

炭工业的投入非常有限，煤炭科技投入不仅无法同
高新科技领域相比，也无法与石油、电力、天然气和
核电等能源工业相比，严重制约了煤炭科技发展的
基础性、关键性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工作。 对煤
炭行业应逐步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稳定、合理的科技
投入渠道和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研发机制。

３）推进煤矿重大设备国产化。 积极采用机电
一体化、自动化、信息网络和先进制造等高新技术提
升国内煤矿机械化产品设计、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
研制适合我国煤层和矿井条件的大功率、重型化、高
可靠性新一代煤矿采掘、支护、运输、提升装备和配
套的矿井自动化系统，保障大型矿井实现高效集约
化安全生产。
６．２．４　建立煤炭超环境承载能力开采的国家补偿
机制

我国煤炭资源近 ７０ ％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的
晋、陕、蒙、宁地区，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水资源的
破坏已成为煤炭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

碍，根据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到 ２０３０ 年我国经济发
展对煤炭的需求将达到 ３５ 亿 ～４０ 亿 ｔ，且主要产能
的增长也集中在晋、陕、蒙、宁地区，将大大突破当地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按照科学产能的要求煤炭生
产必须是在保障安全高效和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的前

提下进行，不具备安全高效生产条件的矿井应停产
关闭或技改，如国家对其有紧急生产要求，则应该投
入应急资金，强化安全技改，改善作业装备，提高机
械化开采水平。

建立能源安全和能源保障体系是国家意志，也
是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责任，在开采的同时加大对环
境治理的投入。 但超出地区环境承载能力这一部分
的，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投入，理应由国家来进行
补偿。 因此，建议加快对煤炭资源型地区安全高效
生产能力和环境承载容量的研究，建立煤炭超环境
承载能力开采的国家补偿机制。
６．２．５　改革创新体制，加强煤炭全行业的科学管理

煤炭行业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资源行业，也是
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将长期占据半壁江山的基础

能源行业，为实现向科学产能发展，行业内体制改革
和协调管理的工作任务重，范围广，难度大，建议国
务院设立专门的行政部门（部或局），其主要职能是
负责煤炭工业的规划和改革发展，组织和协调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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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的产业升级，统领煤炭全行业科学开发与
清洁利用，负责全行业的生产和市场的监督，负责组
织力量加强煤炭行业的法制建设、政策制定、人才培
养、科技进步，构筑安全、高效、洁净、可持续的煤炭
工业发展新模式。
7　结语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炭探明储量占我国化石
能源探明储量的 ９４ ％，由于我国资源赋存量的先天
限制，今后很长时间内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
仍将占据主体地位。 煤炭的安全、高效、环境友好开
采以及科学、高效和洁净利用将是煤炭工业可持续
发展的主题。 针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对煤炭的强劲
需求和中国煤炭资源赋存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
大的现实，应全面客观审视我国煤炭开发中的主要
问题，系统研究和评价我国煤炭资源保障、地质保
障、安全保障、绿色开采、机械化、自动化等高效技术
领域发展战略，加强煤炭企业的集约化、机械化程

度，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同时借鉴世界产煤大
国的先进生产与安全保障经验，探讨我国煤炭安全、
高效、绿色开采的未来技术趋势和走向，促进我国煤
炭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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