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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季春红编者按：全国两会不仅是秀场，更是利益博弈场。不同行业、不同地

域的代表委员将为各自的利益群体请愿，在这个国家最高的议事场合表

达诉求。从目前能源行业发展的形势看，能源革命的新问题与尾大不掉

的老问题并存。所以，能源话题贯穿两会始末，无论他们是为民请命，还

是为己陈情。

记者发现，今年两会上，来自产煤大省和煤炭行业的代表委员不断为

煤炭行业脱困鼓与呼，降低税负、信贷支持、限制进口冲击、遏制非法产能

等成为他们的主要诉求。

一度被誉为“黑金”产业的煤炭行业，在中国

产业转型和严苛的环境管控之下，正遭遇市场低

迷、产能下滑、去库存化、企业亏损等多重压力。

来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4 年前 11

个月，煤炭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44.4%，亏损企业亏

损额同比增长 61.6%，企业亏损面达到 70%以上。

在产能规模上，也出现了历史以来的首次下降。

能源消费格局变动诱发煤市新问题

对于煤炭行业来讲，上述问题只是引发多米

诺骨牌效应的一个开始。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和

增速放缓，将通过未来的政策管控和市场调节，进

一步影响燃煤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消费规模。或

许，这正是煤炭行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无法回避的

市场变化。这一点，在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释放出强烈的信号。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

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

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有观点认为，在适应新常态、确立经济增长 7%的

新目标的前提下，中国长期依赖一次性能源消耗

的格局或将被彻底打破。

一方面，以核电、光伏、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产

业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另一方面，国际原

油价格下滑、天然气大规模进口、煤炭进口仍处高

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煤炭市场的供需

平衡。有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进口原油 4.03 亿

吨标准煤，占 2013 年原油消费量的 58.4%，进口天

然气 0.64 亿吨标准煤，占 2013 年天然气消费量的

31.6%，两者合计占 2013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12.5%。在此形势下，一向在电力和工业（冶金、建

材、化工等）领域占据 80%消费比重的煤炭行业，

很有可能滑入更为艰难的市场低谷，企业的生产

运营压力进一步加大。

尽管在短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依

然难以撼动，但煤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等领域的

变革之风已经扑面而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

梁在两会记者会上透露，2014 年，占据中国能源消

费比重高达 66%的煤炭行业原煤产量达到了 38.7

亿吨。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提案援引《国

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证明，到 2020 年，即使将煤

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2 亿吨，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

重仍在 62%左右。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虽然国家对煤炭的刚

性需求仍然存在，但煤炭行业很难在市场中寻求

到经济上的平衡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煤业化

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祥恩在两会上接受记

者采访时坦陈，身为实体企业尤其是煤炭企业代

表，他对当前煤炭市场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说，河

南作为重要产煤地区，在全国煤炭产能过剩、煤价

持续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

难。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是大势所趋。2014

年，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关闭了 15 对矿井，淘汰了

280 多万吨落后产能，转岗分流 2 万多名冗员，以

期在精简产能规模、提高煤品质量、按需定量生产

方面开拓稳步发展的新路径。

或许是习惯了长期以来煤炭行业高速增长的

节奏，在市场急剧收缩、产能大量过剩、库存不断积

压、企业资金空前紧张、呆账坏账增多等因素共同

作用下，一些煤矿企业显得无所适从，减产、裁员、

关停的情况时有发生。少数企业主更是将煤矿提

前变卖，携带重金到北上广深等城市寻求投资方

向。有报道称，2014 年，山西、陕西、内蒙古有大量

中小煤企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榆林、鄂尔多斯等

地中小煤矿停工率超过 80%，有的甚至高达 90%。

在此情境下，有关煤炭救市的呼声此起彼伏。

救市政令短时难助行业回暖

应当看到，在煤炭供给这条产业链上，无论是

企业的领导者、行业的管理者，还是政策制定的决

策部门，在过去的一年中，谈及煤炭行业时心情都

是沉重的。这一年，平衡煤炭供需关系、改善市场

环境的工作，均被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提上了重

要日程。短短的两个月内，中央层面轮番密集下

发多条涉煤救市政令。仅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

限制产能、规范煤炭进口、建立小煤矿退出机制、

加大金融支持、关税调整等相关对策和措施就达

37 项。

不过，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去年 9 月发布的

《2014 年中国煤炭企业 100 家分析报告》来看，救市

政令带来的成效几乎甚微。数据显示，2014 年，中

国前 100 家煤炭企业净利润总额为 841.57 亿元，同

比大幅下降 44.18％。其中，21 家企业出现亏损，

77 家净利润同比下降。

有观点认为，行政指令难以产生疗效，或许是

因为正处在政策调整的窗口期。现实问题是，一

些在煤市的严冬中瑟瑟发抖的企业，很可能撑不

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刻。能够感到一丝欣慰的是，

在政策的调控下，去年底，煤炭生产、进口总量、煤

炭价格和企业负担等都得到了改善。可以肯定，

在中央救市政令的指引下，集中治理违法违规煤

矿生产建设、限制劣质煤生产、治理生产安全隐患

和超能力生产等工作将进一步强化。这从国家安

监总局杨栋梁在今年两会记者会的发言中得到充

分证实。相关部门迫切期待，从治理层面能够找

到突破口，推动煤市回暖。

不过，若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分析，问题或

许没有那么简单。在全球煤炭产能过剩、进口规模

较大的背景下，2015 年，中国的煤炭产能释放压力

将加大。尽管在政府多重救市举措的作用下，国内

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但受多重因素影

响，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应该看到，煤炭问题的形成是个长期累积的

过程，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

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记者了解到，煤炭市场的

“坍塌”给以资源输出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带来强烈

的震动。产煤大省山西在今年 1 月份的官方统计

快报中称，煤炭产业增长空间受限已成定局，未来

增长潜力已经大大弱化，以此佐证煤炭快速扩张

已近尾声。据悉，这个占据全国 21.6%煤炭储量的

资源大省，2013 年生产能力 13.6 亿吨，产量 9.6 亿

吨，产能利用率不足 7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令

人瞠目的是，至 2014 年 9 月，山西煤炭行业利润仅

为上年同期的 5.9%，吨煤利润不足 3 元。

转型路上的“煤都”之痛

对于山西来讲，当前所面对的还不仅仅是煤

炭产能过剩和市场急剧收缩的问题。长期高强度

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使山西形成大量采煤沉陷区，

土地不能耕种、居民住宅严重受损。采煤沉陷区

的治理也成为今年两会山西代表团讨论的一个重

点。两会上，山西代表团集体向大会提交了《关于

继续加大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支持力度的建

议》，其中指出，山西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缺口高

达 263 亿元。

据统计，在山西，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

5000 平方公里，其中沉陷区面积约 3000 平方公里，

受灾人口约 230 万人。山西省采煤沉陷灾害在全

国最为严重。除了山西，记者还在政协委员的提

案中找到了一份《关于帮助解决辽宁阜新市海州

露天煤矿治理的工程资金的提案》。这个始建于

1953 年、闭坑停产于 2005 年、曾是亚洲最大规模的

露天矿，面临着和山西一样的采空区的治理难题

和资金短缺。

相比多年前如火如荼的煤炭黄金发展周期，

如今无论是煤矿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已经理性

地看到了其高速发展背后潜藏的问题。记者观察

到，曾看好煤炭物流欲打造北方煤炭物流最大内

陆港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今年两会的《内蒙古

日报》特刊上，只字未提煤炭产业板块。这个情况

显然与先前该市欲利用区位优势，为内蒙古谋求

更大的煤炭定价话语权的定位有所出入。根据先

前记者的跟踪访问，在 2013 年提出上述规划的乌

兰察布市，正在有意淡化这一说法。

倘若把时光退回到 2013 年以前，人们便能从时

任大同市市长耿彦波的城市转型的执政理念中触

摸到一方官员对于依赖煤炭资源输出经济增长模

式的隐忧。2008 年 1 月，耿彦波主政大同，此后展

开了 5 年之余的“造城运动”，以期用历史文化和人

文环境的重塑，培育新的产业方向和经济增长点。

有报道称，耿彦波执政大同的 5 年，大同城建

投入超过 1000 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大约近 700 亿

元，仅仅是道路投资就达 162 亿元，而大同市每年

的财政收入仅在 100 亿元左右。2013 年，当耿彦波

调离大同走马上任太原市市长后，依然不减当年

“造城”的热情。抛开褒贬不一的城建和巨额资金

投入不说，客观地讲，耿彦波“造城运动”的背后，

是对破解煤炭资源输出引发的能源枯竭、空气污

染和经济塌陷的深刻思考。

能源消费革命下的“黑金”之痛

煤炭行业能否走出资源困局，关键要看去库存化率和能源

转化形式的创新。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同

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认为，破解煤炭行业当前问题的有效途径，

就是要大力推动以能源生产和消费为主的能源革命，以此促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现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有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全社会的煤炭库存总量已经超过 3 亿吨。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力和工业（冶

金、建材、化工等）领域，煤炭消费比重高达 80%以上，其中，燃煤

发电和工业用煤分别占我国煤炭使用量的 50%和 30%左右。延

伸煤炭产业链条，加快煤品转换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将有助于

煤炭行业的转型升级。

作为动力煤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同，发展煤电一体化，建设坑

口电厂，上马大容量、高参数、低排放机组以及热电联产和低热

值煤发电项目，实现清洁高效利用，有着先天的优势条件。作为

大同煤矿的领军企业，同煤集团在过去的 5 年内建成了 1500 万

千瓦煤转电的装机容量，并为“十三五”期间留足了 1000 万千瓦

的增量余地。仅此一项，就地消化原煤的能力将在 7000 万吨以

上。此外，同煤集团还在煤炭的下游产业和终端产品上大做文

章，并在建 60 万吨煤制甲醇、60 万吨甲醇制烯烃、40 亿立方米煤

制天然气、10 万吨煤基活性炭四个项目，若全部建成投产，可就

地转化煤炭约 1800 万吨。

记者了解到，除了同煤集团以外，全国政协委员李晋平掌管

的山西潞安矿业集团也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提出了应对煤炭危机

的六大对策。其中，第四条“强化资源转化，推动能源清洁高效

利用”最为记者关注。在变“输煤”为“输电”的煤电转换，高端油

品、化学品和传统煤化工产品转化，以及通过技术嫁接，进行甲

醇改油的战略思路下，潞安集团将逐渐形成高端产业集群，实现

产业水平高端化、产品趋向终端化的新产业格局。

对煤转电的市场疗效，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能源集团的党委

书记梁平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予了高度认可。同时，梁

平还建议，要借助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特高压输电

网络，从而实现当地能源发展走集约化、远距离大规模输电的道

路。梁平说，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对于煤炭产能的消解，煤电一

体化的优势非常明显。在能源输送成本控制方面，远距离输电

比输煤更便宜。

不过，化解煤炭行业危机的办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

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前提条件下，若大规模发展煤转电项目，

很有可能引发新的电能过剩。有数据显示，2014 年底，我国发

电装机已达 13.6 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发电小时数、用电

增速均创近十年新低，火电装机过剩更为明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建集团原董事长范集湘在两会上则

表示，电力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中国电力企业应加大“走出去”的

步伐，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同时，要依托现有的大电网网络基

础，从国家层面推动“一带一路”的电网互联，利用特高压技术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电力输送合作关系，这对于保障我们的能

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政协委员出招破解煤炭行业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