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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煤炭快讯

煤 炭

煤炭资源供应面临潜在风险
煤炭业远期面临四大风险，近期则要警惕产能过剩

热点透视

本报讯 山西省煤炭厅日前发布数

据称，2012 年，山西煤炭产量将控制在 9

亿吨。今后 4 年内，山西重点推进晋北、

晋中、晋东三大煤炭基地和 18 个国家煤

炭矿区建设，年总产量控制在 10 亿吨。

2011 年，山西煤炭产量 8.72 亿吨，其

中出省销量 5.81 亿吨。全省煤炭行业销

售收入达 8133 亿元，增幅为 49%以上。

其中，非煤收入 3466 亿元。目前，全省五

大煤矿集团的销售收入均超过千亿元。

据介绍，2012 年，山西煤炭产业的

主要目标任务是，煤炭产量 8.5 亿吨，力

争 9 亿 吨 ，全 行 业 销 售 收 入 力 争 突 破

8000 亿元，非煤收入占到一半以上。

2012年，山西将加快建设晋北动力煤

综合基地、晋中炼焦煤综合基地和晋东无

烟煤综合基地，形成山西“品”字形煤炭基

地。到“十二五”期末，三大基地的煤炭产

量分别达到3.5亿吨、3.1亿吨和3.4亿吨。

（陈学军）

山西今年煤炭产量
控制在9亿吨

本报讯 2011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煤

炭产业发展强劲，产量稳步增长。全市煤炭

企业共产销原煤59671万吨，全国总量累计

近 35亿吨，鄂尔多斯市原煤产销量占到全

国的 1/6 以上。鄂尔多斯同比增加 16370

万吨，增幅38%，增加量占全国的1/2。

其中，地方煤矿产销原煤45024万吨，

同比增加 15522 万吨，增幅 53%，国有煤矿

产销原煤 14647 万吨，同比增加 848 万吨，

增幅 6%；去年，鄂尔多斯市煤炭工业完成

财政收入 392.5 亿元，同比增长 55.4%，占

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9.3%；实现工业增加值

1206亿元，同比增长 20.2%，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68.7%。 （陈文兵）

鄂尔多斯煤炭产量
占全国近两成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在全国

煤炭工作会议上指出，站在煤炭工业“十二

五”及长远发展战略的高度，煤炭工业发展

还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应充分认识我国短期煤炭供应宽松

与长期总量不足的客观形势，实施煤炭总

量控制措施，提高全国煤炭长期稳定供应

保障能力。”王显政说，煤炭业远期面临四

大风险，近期则要警惕煤炭产能过剩，防止

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机遇与风险并存

“十二五”时期，煤炭行业发展面临的

形势更加复杂，虽然有不少机遇，但是，各

种困难和挑战也更加严重。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

平稳较快发展，能源需求呈现稳步增长态

势。与之相应的是，我国油气资源相对不

足，煤炭占化石能源资源储量的 94％，煤炭

主体能源地位还难以改变，煤炭消费总量

仍将延续增长态势。但是，“十二五”规划

纲要也提出，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明

确总量控制目标和分解落实机制。

王显政说，远期来看，煤炭市场面临四

大风险。一是煤炭资源保障程度低，资源

供应面临潜在风险。我国大型整装煤田主

要集中在晋陕蒙宁和新疆地区，其他大部

分产煤地区资源赋存条件较差。煤炭资源

开发越来越向晋陕蒙宁等西部地区集中，

煤炭调出区与主要消费区的距离增加；原

来一些煤炭调出省逐渐转为煤炭调入省，

全国煤炭安全稳定供应保障的难度加大。

特别要关注进入“十三五”以后，全国煤炭

需求量在 40 亿吨以上，而且还在逐年增长

的煤炭资源保障问题。二是矿井数量多，

产业布局趋同，非煤产值效益低，结构调整

面临挑战。我国小型煤矿数量多，生产集

中度低。目前，全国 30 万吨以下的小型煤

矿有 1.2 万多处，占全国煤矿总数的 80%以

上。开采深度增加，煤炭生产风险增加。

目前全国已经有千米深井 39 处（其中，山东

24 处、江苏 5 处、辽宁 7 处、河北 2 处、安徽 1

处），最深的达到 1450 米。煤矿深部开采面

临的冲击地压、地热、高承压水、瓦斯等自

然灾害与职业健康问题。在煤化工产业发

展 进 程 中，也 存 在“ 逢 煤 必 化”、“ 以 煤 养

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问题。三是煤

炭生产消费持续大幅增长，环境问题凸显，

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目前，全国煤矿采空

区土地塌陷累计达 100 万公顷左右，每年新

增采空区 6 万公顷左右；煤矸石堆积占用大

量土地，并造成严重土壤污染；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有害重金属排放不断增加，酸

雨面积达 120 万平方公里。由于我国持续

快速的煤炭消费增长，温室气体排放居高

不下，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社会舆论压

力。四是发展理念亟待更新，企业内部风

险管理亟待加强。近年来，煤炭行业实现

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难能可贵，

但要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大量工

作要做：实现煤炭工业由数量速度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的任务还很艰巨，距离落实

科教兴煤战略、提升煤炭工业发展的科学

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加强人才培养、建设

和谐矿区任重而道远。

警惕煤炭产能过剩

王显政不止一次地提醒煤炭企业应警

惕 煤 炭 产 能 过 剩 ，防 止 市 场 出 现 大 起 大

落。他说：“现阶段，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度

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煤炭市场需求放

缓、价格下滑，煤炭产能过剩压力显现。”他

指出，近 10 多年来，在市场需求大幅增长、

煤炭价格上升、行业效益好转等多重因素

引导下，煤炭产能建设速度加快，煤炭产量

大幅增加。

从 煤 炭 投 资 与 产 能 建 设 分 析 ，“ 十

一 五 ”期 间 共 完 成 投 资 1.25 万 亿 元 ，加

上 2011 年 的 4700 亿 元 ，共 计 1.72 万 亿

元 ，按 800 元 / 吨 产 能 建 设 计 算 ，可 形 成

产 能 21 亿 吨 ，其 中 5 亿 吨 转 入“ 十 三

五 ”，“ 十 二 五 ”净 增 产 能 16 亿 吨 ，加 上

现 有 煤 矿 产 能 ，全 国 煤 矿 总 产 能 近 期 过

剩 的 问 题 明 显。

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煤炭市场需求

增速回落，价格下滑，库存增加，企业应收

账 款 增 加 。 从 目 前 的 数 据 来 看 ，秦 皇 岛

5500 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由去年 11 月中

旬的 860 元/吨下降到目前的 760 元/吨左

右，下降 100 元/吨。1 月末，重点发电企业

存煤 8078 万吨，可用 22 天；2 月 21 日，秦皇

岛港存煤达到 822 万吨，创历史新高；2011

年全国大型煤炭企业应收账款达到 1650 多

亿元。

他 预 测 ，今 年 二 季 度 以 前 ，全 国 煤

炭 市 场 将 继 续 保 持 供 需 总 体 平 衡 、相 对

宽 松 态 势 。“ 煤 炭 企 业 要 充 分 认 识 煤 炭

市 场 所 面 临 的 需 求 增 长 放 缓 及 产 能 快

速 增 长 的 形 势 ，在 确 保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

科 学 组 织 生 产 ，按 照 市 场 需 求 适 当 调 控

产 量 ，促 进 煤 炭 供 需 平 衡 ，防 止 市 场 出

现 大 起 大 落。”

■ 吕 良

面 对 能 源 消 费 大 省 的“ 能 源 不 足 ”

与 能 源 生 产 大 省 的“ 过 度 开 采”，浙 江 与

山 西 的 部 分 人 大 代 表 认 为，能 源 输 出 省

与 能 源 输 入 省 都 迫 切 存 在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的 问 题 ，节 能 降 耗 、绿 色 发 展 是 共 同

的 出 路。

能源不足与过量开采

“ 几 年 前 ，每 到 夏 季 用 电 高 峰 就 限

电 。 用 电 紧 张 时 就 要 让 电 于 民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浙 江 飞 跃 集 团 董 事 长 邱 继

宝 说 。

2011 年，浙江供电形势严峻，迎峰度夏

期间的电力缺口极为罕见。全国人大代

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说，

娃哈哈集团近几年都在节能减排，但每年

还是会被限电。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

在任期内曾两次北上到山西“ 谋煤”。与

“能源不足”相比，山西由于煤炭过度开采

导致了严重的“负效应”。

60 多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 120 多

亿吨，其中外调出省 80 多亿吨。山西每年

外输电达 600 多亿千瓦时。

“过去不少中小煤矿每采出 1 吨煤平

均要损耗 2．48 吨的水资源。”全国人大代

表、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耿怀英说。山西因粗放采煤造成的资

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损失，每年

至少 300 多亿元以上。部分代表认为，能

源不足与过量开采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迫切性。

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

克昌说，采煤造成的生态和安全生产压力

越来越大。煤炭消费总量已到了很难坚持

下去的地步了。邱继宝说：“ 限电影响生

产，我们开始考虑转型，这几年浙江飞跃集

团用电量累计下降 30％以上。因为节能降

耗做得不错，集团成了台州的用电奖励企

业，在用电高峰期有优先权。”全国人大代

表、杭州市市长邵占维说，杭州转变发展方

式的一个重点就是降低能源消耗。目前，

杭州万元 GDP 能耗约 0.6 吨标准煤，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长治是山西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

煤焦冶电四大产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曾

高达 83％。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去年，长

治市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快于传统产业投资

增速 50.6 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长治市委书记田喜荣

说，“傻大黑粗”产业逐渐被光伏、光电产

业、燃油乳化等高端循环产业取代。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

永平介绍，2008 年以来，山西通过实施煤炭

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关闭小煤

矿 1500 多座，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2.6 亿吨。

吴永平认为，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山

西承担了巨大的生态、安全和社会成本以及节

能减排压力，要还清生态、安全等历史欠账，希

望得到国家政策和发展较快地区的支持。

去年，晋浙两省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邵占维说，两省一直在探讨双赢互

利的合作方式，浙江也正在加大科技投入

帮助山西转型升级。

一些代表认为，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还应加快完善能源产品价格改革。

吴永平认为，去年，山西省向华东等地区输

送电力 683 亿千瓦时，但落地电价和受电

省份当地火电标杆电价有 0.01-0.03 元分

钱的差距。外送电价格长期较低影响了发

电企业的积极性和发电安全。为了保障能

源输送，国家要进一步理顺外送电电价，确

保能源输出地区的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认为，浙江要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

赖，可以从产业角度进行补贴，包括对发电

企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随着煤炭资源开发进程不断加快，过

去 的 十 多 年 ，内 蒙 古 也 确 确 实 实 富 了 。

2000 年，内蒙古人均 GPD 只有 6502 元，在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在第 15 位；2010 年，

内蒙古人均 GDP 升至 47347 元，仅落后于

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等五省市，跃

居第六位，10 年来内蒙古人均 GDP 增长 6

倍以上，增幅位居全国首位。

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内蒙古煤炭产

量增长了近 10 倍，占全国煤炭产量的比重

由 2000 年 的 5.2%，快 速 上 升 至 2011 年 的

27.8%，足足提高了 22.6%个百分点。中国

煤炭生产乃至能源生产的重心快速向内蒙

古移动，特别是以鄂尔多斯为核心的蒙西

地区。

铁路运量不足

俗话说的好，“要想富、先修路”，但内

蒙古富了，路却尚未完全修好。内蒙古的

富更多靠的是资源的快速开发，路在一定

程度上成了内蒙古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快速

发展的绊脚石，集中表现就是内蒙古煤炭

出区铁路运能严重不足。2000 年至 2011

年，内蒙古煤炭外运量从不足 2000 万吨猛

增至 6 亿吨以上。与此同时，除了 2002 年

朔黄铁路开通运营之外，近 10 年来几乎没

有像样的新建线路投入运营，运力基本上

是在已有的大准、大包、大秦、包神、神朔、

朔黄等几条已有线路基础上通过扩能改造

提升而已。

铁路运量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公

路煤炭外运量持续快速增长。2011 年内蒙

古煤炭外运达到 6.05 亿吨，占全区煤炭销

量的 62%以上，其中，铁路外运量约为 4 亿

吨，占外运总量的 66% 左右，同比增长约

14.2%；公路外运量达到 2 亿吨以上，约占外

运总量的 34%左右，同比增幅超过 100%。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内蒙古公路煤炭外运

量增幅连续两年超过 100%。正因为公路

出区煤炭运量持续快速增长，京藏高速等

主 要 出 区 公 路 大 堵 车 现 象 才 频 繁 上 演。

正因为出区运力瓶颈持续存在，才经常出

现东部沿海地区用煤企业等煤“ 下锅”的

现象，而内蒙古的煤炭虽开采出来，却因

运力不足窝在家里销不出去。不仅东部

地区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而

且内蒙古的煤炭也因为运力瓶颈限制卖

不上一个好价钱。

突破运输瓶颈

目前，山西是仅次于内蒙古的第二煤

炭大省，也是重要的煤炭输出省份。但是

与内蒙古不同的是，山西有较为完善的煤

炭运输通道，北、中、南分别有大秦、石太、

侯月 3 线横贯东西。据统计，2011 年，山

西 出 省 煤 炭 运 量 合 计 约 为 5.83 亿 吨 ，其

中，铁路出省运量约为 4.56 亿吨，占出省

总量的 78%以上。

2009 年，内蒙古煤炭产量超越山西，

跃 居 全 国 第 一 ，2011 年 内 蒙 古 煤 炭 外 运

总 量 也 超 越 山 西 跃 居 全 国 第 一 。 但 是，

就 因 为 出 区 煤 炭 运 输 的 瓶 颈，尤 其 是 出

区 铁 路 煤 炭 运 输 的 瓶 颈，内 蒙 古 目 前 在

全国煤炭行业中的地位尚无法完全超越

山西。

值得高兴的是，近两年，无论是中央政

府、自治区地方政府，还是相关企业，已经

意识到打破出区铁路煤炭运输瓶颈的重要

性。《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铁

路通道建设，积极推进煤运出区下海通道

建设，扩大煤炭外运能力。建设鄂尔多斯

—曹妃甸、鄂尔多斯—湖北、锡林郭勒—

曹妃甸、锡林郭勒—绥中港等煤运出区下

海通道”。2011 年 6 月，国务院在《关于进

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鄂尔多

斯、锡 林 郭 勒 等 煤 炭 资 源 富 集 地 区 至 河

北、辽宁沿海港口煤运通道建设，规划建

设内蒙古西部煤炭产地至中部省份的北

煤南运新通道，提升大秦、朔黄等既有煤

运铁路集运能力。

2011 年 4 月 28 日，连接内蒙古乌兰察

布和河北张家口的张集铁路已经通车，此

线路的建成通车有助于缓解京包线的运输

压力。此外，作为鄂尔多斯—曹妃甸煤炭

运输通道一期工程的张家口—曹妃甸段

（张唐铁路）已于 2010 年 3 月开工建设，预

计将于 2014 年建成通车，该线路设计运力

为 2 亿吨/年。

此外，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外，以神

华集团为代表的相关企业也在加紧谋划建

设并完善蒙西铁路煤炭外运网络。神华集

团自有铁路在内蒙古煤炭外运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神华自有铁路有大准、包神、神朔

和朔黄等四条，神华在神东煤田开采的绝

大多数煤炭正是分别通过大准—大秦、包

神—神朔—朔黄以及包神—神朔—大秦等

线路运送至黄骅港、秦皇岛港、天津港等环

渤海港口，最终销往整个华东及东南沿海

地区。目前，内蒙古煤炭铁路外运总量中

约有 40%是通过神华集团自有铁路运出去

的，就蒙西地区来说，通过神华集团自备铁

路出区的煤炭运量所占比重更是达到 60%

以上。

为了不断提高运输能力，目前，神华

集团下属的朔黄铁路正在进行扩能改造，

远景运能将达到 3.5 亿-4 亿吨。此外，因

为本身已经具备较强的铁路运输能力，且

随着神华集团在蒙西煤炭资源的进一步

开发，神华进一步完善铁路运输网络的意

愿也非常强烈。为此，神华新准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和神华准池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成立，新准铁路和准池铁路的远景运

能均是 2 亿吨，按计划双双将于 2013 年建

成通车。届时神华集团的铁路煤炭运输

网络将更加完善，蒙西煤炭外运也将更加

便捷。

能源不足与过量开采倒逼发展转型

内蒙古煤炭产量10年增长 10倍
■ 春 雷

■ 吕晓宇、孙铁翔、张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