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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
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要求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机制。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到2030年，
煤炭绿色智能开发能力明显增
强，生产能耗强度逐步下降，储
运结构持续优化，商品煤质量
稳步提高，重点领域用煤效能
和清洁化水平全面提升，与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
展相适应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体系基本建成。

全产业链布局推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近年来,我国的能源结构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正
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

“截至2023年底，风电、光
伏发电装机规模较十年前增长
了10倍，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
总装机的 58.2%，新增清洁能
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增量一
半以上。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
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15.5%提
高到 26.4%，煤炭消费比重下
降12.1个百分点。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取得新成效。”国家能源
局局长章建华在《中国的能源
转型》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道。

不过，煤炭仍是我国的主
要能源，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使其在实现“双碳”战
略目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在煤炭开
发、生产、储运、使用全产业链
各环节，综合运用先进技术和
管理等手段，控制和减少污染
物及碳排放，提高煤炭利用效
率的活动。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吴立新认为，“清洁”体
现在节能、减污、降碳等多重效
果，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基础
上减少对生态环境伤害，提升
清洁生产水平，增加高品质清
洁产品供给，降低碳排放；“高
效”体现在清洁生产和转化的
高效率，以及经济、社会、环境
的高效益。

吴立新还表示，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是国家赋予煤炭的重
大使命，是系统推动煤炭全过
程、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发展
的关键举措，是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是确保
国家能源安全的兜底保障。立
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点，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将持续发挥

“规模兜底”“转型兜底”“风险
兜底”三重兜底保障作用。

在总体要求上，《意见》提
出，立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
资源禀赋，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系统观念，
以减污降碳、提高能效为主攻
方向，以创新技术和管理为动
力，以完善政策和标准为支撑，
全面加强煤炭全链条清洁高效
利用。

“《意见》将加速煤炭行业
向绿色、智能、高效方向发展，
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提高煤炭
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
平。通过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该政策将引导煤炭行业优
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发
展高端、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
务。随着煤炭行业技术水平和
产品质量的提升，其市场竞争
力也将得到增强，有助于煤炭
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据更有
利的位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说。

2025 年底部分地区
散煤基本清零

我国煤炭主要通过燃烧使
用，包括火力发电、工业锅炉和
民用取暖等。燃煤污染是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当前，各地
区燃煤污染治理情况呈现出积
极向好的态势。

《中国散煤综合治理研究
报告（2024）》指出，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率提升了一个百分
点，在农村地区累计完成3900
万户的清洁取暖改造。目前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以电和气为
主、西北地区以“太阳能+”为
主，东北地区以“生物质+”为主
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燃

煤污染治理工作。自《关于开
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发
布后，已有88个城市被纳入到
中央财政支持清洁取暖范围。

散煤治理方面，《意见》提
出，在落实气源等前提下，因地
制宜推进“煤改气”“煤改电”，
鼓励采用工业余热、热电联产
等方式及地热、光热等清洁能
源替代散煤使用。稳妥推进农
村清洁取暖，逐步减少农业生
产用煤。到2025年底，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平原地区散煤
基本清零。

吴立新分析，近年来由于
国家政策正确引导和技术成果
不断突破，我国清洁高效燃煤
发电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燃煤机组参数、能效指标、
污染物排放指标均进入世界先
进行列。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不断提升煤电机组参数、
提升效率，适应低碳清洁要求，
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灵活
性，是今后煤电发展的重要方
向。当前，仍需加强掺生物质、
掺绿氨、碳捕集封存利用等煤
电低碳发电关键技术攻关，提
升燃煤发电高效、灵活、清洁、
低碳水平。

除了散煤治理，煤矿智能
化也是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意见》提到，加快煤
矿安全智能化发展。新建煤矿
原则上按照智能化标准设计建
设，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
要加快智能化改造，具备条件
的要实现采掘系统智能化。

在吴立新看来，目前我国
一些重点煤矿智能化发展总体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一些方
面引领了世界煤矿智能化发
展，但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
煤矿智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
不断提高、不断迭代的过程，仍
需要加强数智技术与煤炭产业
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煤矿智
能化开采水平，推动煤炭开发

利用方式变革。
“智能化在煤炭行业的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鹏表示，具体而言，通过智能
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煤矿
开采、运输、洗选等环节的自动
化和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人力成本；智能化系统能够实
时监测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隐患，及时预警并采取措施，有
效降低事故发生率，保障生产安
全；智能化技术有助于实现煤炭
资源的精准开采和高效利用，优
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浪费。

煤炭富集城市
需加强区域协作

国家能源局此前组织召开
的煤矿智能化建设和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工作推进会表示，煤
炭作为兜底保障能源，在加快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既承担
着增强能源供应韧性和弹性的
重要职责，也承担着支撑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使命。各
产煤省区、煤炭企业要以建设
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
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为重点，
稳步有序推进产能建设，持续
巩固煤炭供应保障基础。

煤炭资源富集的城市如何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王鹏
认为，首要的是加强科技创新，
鼓励和支持煤炭企业和科研机
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研发和
推广先进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技术。同时，要加强环保监管，
加大对煤炭开采、洗选、运输等
环节的环保监管力度，确保各
项环保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推
动区域协作，加强与周边地区
的协作，共同推进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煤炭企业也需要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导向。辽宁大学环境
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刘
佳奇向记者表示，对于相关产

业和行业的企业而言，既要适
应新形式和新要求做好煤炭落
后产能的压减和淘汰工作，同
时也应看到煤炭清洁、绿色、智
能开发过程中所蕴含的新机
遇。未来，企业在清洁、绿色、
智能开发技术研发与推广以及
相关服务的有效供给等方面可
以大有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能源
转型之路向绿而行，正在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能源
清洁高效利用取得新成效。《中
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显示，十
年来，中国累计淘汰煤电落后
产能超过1亿千瓦，电力行业
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超过90%。
此次《意见》也提出，推动煤电
行业减污降碳，稳妥有序做好
煤电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淘汰煤电落后产能不仅
有助于减少电力行业污染物排
放，改善空气质量，还能推动能
源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同时，稳妥有
序地推进煤电淘汰落后产能工
作，可以避免对经济造成过大
冲击，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王鹏说。

针对《意见》提出的“促进
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
碳化发展”，吴立新表示，在“高
端化”方面，发挥煤的特点，生
产石油炼制难以获得或者需高
成本获得的原料产品，进一步
丰富煤基含氧化合物产品种
类，大幅提升产品高附加值。
在“多元化”方面，推动煤化工
下游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做
好延链和补链，加大新产品开
发力度，推动原料路线及工艺
路线多元化。在“低碳化”方
面，通过绿电、绿氢、绿氧与煤
化工相结合等措施实现源头减
碳，通过创新反应路径、高性能
催化剂精准合成、定向调控反
应过程等措施实现过程减碳，
通过科技攻关提高转化效率等
措施实现产品固碳。

A7-A8
■2024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周刊

山东五莲：
电网改造保障经济发展

10月 9日，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

街头镇，国网日照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

进行角钢塔建设施工作业。为保障辖区

居民、企业的用电安全，国网日照供电公

司开展220千伏照莲Ⅱ线杆塔加高维修

工程，增加导线离地距离、减小线路档

距，提高线路防外破、防树障、防舞动能

力，以提升当地供电可靠率，为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安全有效的电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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