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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末 ，秋凉阵阵 ，东三省已进入
紧张的冬季用煤储备期。 但记者从多
渠道获悉， 东北今冬煤炭供应形势严
峻，多个地市保供压力极大。 在稍早前
召开的 2020 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
上，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即表示，已将
东北保供列为下半年行业工作重点 ，
要求尽快协调落实煤炭来源， 在保供
的同时做好稳价工作； 为保障煤炭供
应平稳， 相关部门将通过更多手段落
实煤炭储备工作。

东北地区供暖季长达半年左右，所
以每到冬季，如何保障东三省煤炭供应
一直是相关各方的重大课题。 然而，近
年来东北采暖季煤炭供应却骤然吃紧，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供需形势剧变原因
何在？ 保供难题又该如何解决？

“因本地供应能力不足，东北用煤需
要大量外购。 ”长期追踪煤炭市场指数的
易煤研究院总监张飞龙发现， 从上月起，
东三省煤炭外购量已开始升高，“因距离
相对较近， 蒙东地区近年来一直是东北
煤炭调入主力。 但受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影响， 蒙东地区
部分煤矿停产，煤炭市场整体供应偏紧。
因此， 东三省今年很多采购只能转向蒙
西地区。 从采购、发运情况来看，‘迎峰度
夏’尚未完全结束，东三省已提前进入冬
季备货阶段。 产地价格一天一变，最近几
乎天天在涨。 ”

“提前备货”的背后，是紧张的供需形
势。 张飞龙判断，东北地区今冬明春保供
压力 “较 2016-2017 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煤缺口比较明显”。 在此背景下，一位熟
悉情况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形
势非常紧张，黑龙江、吉林等地政府均已
强势介入，国家发改委也于近期前往黑龙
江等地调研。 ”

该人士举例称， 黑龙江冬季用煤缺口
约 1530 万吨，预计可落实 780 万吨，硬缺
口 750万吨， 补充方向或转为进口俄罗斯
煤炭；原调入地呼伦贝尔供应受限，吉林用
煤缺口需从锡林浩特、鄂尔多斯等地补充。
“目前供热开栓在即，但多数用户煤炭库存
不足。 ”

黑龙江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
证实：“省里连开几次专题会议， 要求超
前谋划， 做好万全准备。 开完大会开小
会， 针对 750 万吨缺口向各家企业逐一

落实任务。 从煤源、运能、企业储煤等数
据看，今年保供形势十分严峻，努努力缺
口尚可补齐， 但价格方面还有诸多不确
定因素。 ”

中电联燃料分会副秘书长叶春称：
“总体来看， 今冬煤炭保障情况非常不
乐观。 在蒙东煤炭产量无明显增加的情
况下，初步预估，今冬明春东北整体电
煤供应缺口在 3700 万吨左右， 有可能
是 2016 年以来电煤供需形势最为紧张
的一年。 其中，1-7 月，东三省煤炭产量
为 5090 万吨，仅占全部产能的 38%。 与
1.38 亿吨的电煤消费量相比， 调入压
力很大。 加上蒙东供应严重不足，‘迎
峰度夏 ’期间 ，来煤入不敷出 、库存直
线下降， 备冬储煤工作因此受到严重
影响。 若再考虑非电用煤需求及冬季
超长供暖期刚性需求， 那么保障压力
将变得更大。 ”

实际上， 因近年屡次出现煤炭供应
“告急”的状况，东北煤炭保供已成为区域
重大民生问题，引发多方关注。 2019 年 10
月召开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专门强调，
要“突出做好东三省供暖用煤保障”。

“此前蒙东地区供应相对稳定，外部
调入可以跟上，矛盾尚不尖锐。 今冬，蒙东
没能达到往年的保供力度，让问题一下子
暴露了出来。 ”张飞龙认为，破解区域性、
季节性缺煤问题，还需从“根”上找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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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供需矛盾、运输瓶颈及
外调煤主要来源地蒙东产能受限等因
素影响，冬季用煤紧张已成为东三省重
大民生问题。 针对冬季用煤连年“告急”
的紧张情况，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
积极行动， 陆续出台 “协调央企调煤”
“优先保障民生”等多种应急举措。 从效
果上看，这些临时性政策虽屡屡化解燃
眉之急 ，但终究只是 “治标 ”的应急之
策，煤炭供需紧张的形势始终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

东北地区是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
重工业特别是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能源
消费主要依靠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
源，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较
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煤炭消费居高不下，但因当地
资源趋于枯竭且开采条件差，加之淘汰
落后产能等因素影响，东三省煤炭产量
急剧下降，供需缺口不断扩大，煤炭对
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8 年时就已
高达 67%。

偏高的对外依存度意味着煤炭保
供不仅需要充足的煤源，还需要与之相
匹配的运煤通道和运输能力，特别是在
冬季用煤高峰期， 运力更显得突出和紧
要，而冬季用煤高峰期运力不足，恰是东
三省煤炭供应的主要“症结”之一。 “症
结”找到了，就要对症下药，从产、运、储
三个方面入手，标本兼治，破除病根：

首先是“产”———提升蒙东产能，保
障露天矿正常生产。 从区域对应调运关
系看，有必要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为
重点，适度提升蒙东的煤炭产量。 同时
煤矿开采涉及领域多、 范围广、 跨度
大，应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土地、草原、环保等方面对煤矿的正
常开发给予必要的支持， 保障蒙东煤
炭正常生产， 进而提高供应东三省的
能力。

其次是 “运”———建立铁路车辆战
略储备，提高应急调运能力。 特别是要
研究建立煤炭等大宗物资运输车辆战
略储备制度，以应对煤运旺季阶段性车

辆需求陡增；提升用煤高峰期煤炭运输
负担重的铁路运力，保障极寒天气下煤
炭需求大幅增长带来的应急调运要求；
需要建立东北三省冬季煤炭供应 、运
输、库存监测预警体系，优化煤炭铁路
运输秩序，协调铁路部门增强应急调运
能力。

最后是 “储”———加强煤炭储配基
地建设，实施冬煤夏储。 为应对煤炭消
费的季节性差异，可在东三省煤炭集中
消费地和交通枢纽，以及蒙东重要输煤
节点区域， 建设一批百万吨级的域内、
域外煤炭储配基地。 同时坚持市场引领
和政府引导并重，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做好冬煤夏储工作。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煤炭这一历史
悠久、体量庞大的产业，统筹产、运、储
三个环节并非易事， 牵一发而动全身。
煤炭保供作为冬季最大的民生工程，既
是东北振兴、 永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
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
一项重要内容，一旦供应脱节，后果极

其严重，容不得半点闪失，保供不是要
不要做的选择题，而是一道怎么做好的
必答题。

必须承认，当前，随着关闭退出落
后产能、煤炭生产重心加快西移、区域
间煤炭调拨规模扩大，多年来形成的煤
炭运输格局正在被打破，区域性、时段
性煤炭供应紧张问题凸显，全国煤炭应
急供应保障难度加大。

在区域性煤炭供应紧张成为我国
经济社会和煤炭产业发展新阶段重要
特征的当下，煤炭保供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 煤炭保供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环
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
多部门协调配合，还需要从政策和法规
层面予以支持，既要下定解决问题的决
心，也要做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心理准
备。 当前正值煤炭发展“十四五”规划制
定期，如何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
力量协同保障煤炭供应无虞，已成为行
业主管部门必须给出高分答案的一道
“速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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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过冬是基本民生
■本报评论员

东北采暖季煤炭供应吃紧

长达半年的供暖季即将开始，但东北三省煤炭保供却面临巨大压力。 预计
今冬明春仅发电用煤供应缺口就高达 3700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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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小时数”
陷入争议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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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掺氢技术
距商用还有多远？

日前，多家投行和咨询机构均指出，美
国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不理性”，使得
疫情失控，导致破产浪潮席卷全美，而以页
岩开发商为代表的美国油气企业更是成为
其中的“高危群体”。

近日，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
会发表了欧盟年度国情咨文，提议将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目前的 40%提升至
55%， 并写入欧盟法律以强制要求所有成
员国遵守。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
油气业成破产“重灾区”

欧盟“上调”
减排目标引关注

“有可能是 2016 年以
来电煤供需形势最为紧张的
一年”

自产、外调量双降，下游
需求却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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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妍 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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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配电
接入电源难在哪？

19

内蒙古能耗
“双控”不力被约谈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
清单相继公布，但与补贴发放密
切相关的各区域“合理利用小时
数”仍然“难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