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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有 1500 多万亩，占全国的近 50%，其中，废弃煤矿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必须进行

综合性治理和系统性修复。 但目前废弃煤矿家底不清、界线不明，相关治理缺乏有力支撑。 “旧账未还又添新账”已
成为突出问题。

关注

在日前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
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
司长周远波表示，按照《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重大工程总体规划》安排，自然资源部
正在牵头编制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区生态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专项建设规划，其中
“加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 是重点解
决的问题之一。“根据卫星遥感监测，黄河
流域各省区有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 1500
多万亩， 占全国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近
50%， 必须进行综合性治理和系统性修
复。 ”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黄河流域是我国
矿产资源富集区， 其中煤炭资源尤为丰
富，开发规模全国最大。 在历史遗留问题
中，废弃煤矿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治理
修复值得高度关注。

对生态环境造成持续影响

黄河流域煤田分布广泛、资源禀赋各
异，沿途废弃煤矿的情况各有不同。

以位于中游的山西省为例，据山西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党晋华介绍，
当地曾于 2015 年做过一次详细调查，列
为重点治理区域的面积约 1405 平方公
里，其中很大部分属于无主及历史遗留问
题。除了直接的生态破坏，废弃煤矿“老窑
水”问题日渐突出。

据介绍，煤矿关闭后，被破坏的地下
水系统无法恢复，即使不排水，仍有大量
地下水涌入矿井，并积存在地下采空区，
形成老窑水。 “2015 年，历史遗留的采空
区面积已有 3362.02 平方公里 ， 随着关
闭矿井数量增加， 老窑水外溢情况越来
越严重。其化学成分复杂、总体水质较差，

很有可能继续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党晋
华坦言，但目前，老窑水对土壤、水环境的
影响程度、范围、成因及污染机理依然底
数不清。

除了老窑水问题， 在中上游干旱半
干旱地区，煤炭开采还加剧了水土流失、
耕地损失、植被退化。 “有一种普遍认识，
采矿停止后，采动影响、地表沉陷也停止
了；矿井已经关闭，与非矿山区域没什么
区别，对废弃矿井的修复，只需关注受损
土地及生态系统。 但实际上， 地下开采
‘后效应’依然存在。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张绍良指出，即便在矿井关闭后，矿井水
位上升、 地表沉陷及裂缝等影响仍在，易
生成地表次生形变、地下水次生污染等新
的环境风险。

此外，废弃矿井的数量仍在增加。 如
中游豫西区域， 按照现有生产能力计算，
大部分大型矿井剩余服务年限不足 30
年，有的甚至不到 15 年，“快还旧账”迫在
眉睫。

家底不清，治理缺乏支撑

尽管数量巨大，黄河流域废弃煤矿的
修复治理仍缺乏有力支撑。

“黄河流域是煤炭开发的主要基地，
废弃矿山大量存在是业内的直观感受和
共识。 但究竟有多少历史遗留的废弃矿
山，空间分布情况怎么样，各自损毁程度
及影响如何，目前仍缺乏精准统计，对具
体情况的掌握也不够清晰。 ”中国矿业大
学能源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
振琪表示，家底不清、界限不明是亟待解
决的首要问题，也是难点所在。“因缺乏科
学统计渠道，光靠现有的遥感监测等技术

手段，得出的结果与实际存在不小误差。”
一位熟悉情况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废弃矿井的修复治理，涉及自然、社会、生
态等全要素，需要政府、企业及相关利益
方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但从现状看，很多
地区仍以局部治理为主， 对全局关注不
够，缺少整体、系统思维。

“废弃矿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复
杂，包括土地塌陷、房屋倒塌、固废堆放、
环境污染及废弃的工业用地再利用等各
方面问题。总体来看，不少地区多将矿山
作为‘破坏地’来治理 ，修复技术相对单
一。在修复过程中，既没有从山水林田湖
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总体规划和分析 ，
也没有与矿山所在城市的规划有效衔
接，未考虑其在整个区域中的作用。 ”该
人士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还称， 过去，
黄河流域煤矿的土地复垦多借鉴华北矿
区。但不同开采方式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的影响有所不同，生态损毁的特征和机理
与华北矿区也有很大差异，修复策略大不
相同。 为此，急需研究和掌握与之相符合
的开采损伤特征及修复机理。

“快还旧账”，更要“不欠新账”

按照“谁破坏、谁修复”“谁污染、谁治
理”原则，对于已关闭矿井，由主体企业修
复治理；对于主体企业缺失的，由当地政
府组织治理。 “这是一项受到多方因素制
约的复杂环境系统，加上黄河流域从西到
东横跨多个不同地貌单元，废弃煤矿分布
广泛、类型多样，不同区域存在的环境问
题各异，治理重点也应有所不同。”上述专
家进一步表示， 单一类型的矿山治理技

术， 很难完全解决所有历史遗留问题，需
采取多元复合式治理模式，将工程治理技
术、生物修复技术和生态恢复技术有机结
合，以找到长效治本之策。

胡振琪认为，“摸清家底”既需要相应
的技术、统计手段，也离不开政策机制支
持。在此基础上，根据损毁特征和程度，因
地制宜进行诊断， 制定治理目标及策略。
“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 数量和位置相对
固定，先摸清家底，再逐年分担，治理可有
序推进。但目前，旧账尚未清理完毕，新账
又继续出现，日积月累再变成旧账。 相比
之下，后者才是更大难题。 ”

对此，胡振琪指出，急需改变传统的
末端治理模式，由“先破坏、后治理”转为
“边开采、边修复”，真正做到“快还旧账、
不欠新账”。

“黄河流域环境与生态修复要坚持科
技创新为基础，分别依据不同区域的环境
与生态现状，进行总体规划与工程实施。”
彭苏萍提出，应将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相
结合，实现从源头监测到生态环境治理的
全周期、全产业链立体重构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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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 ，生态环境部印发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
分配实施方案 （发电行业）》（下称 《方
案 》）， 并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 《纳入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
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下称 《名
单》），标志着全国碳市场建设迈出关键
一步。

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碳排放配额
是指重点排放单位拥有的发电机组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限额，包括化石燃料
消费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和净购
入电力所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根
据《方案》，发电行业及其他行业自备电
厂 ，2013-2019 年任一年排放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的企业，即纳
入 2019-2020 年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折
合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 据
此，《名单》 首批纳入 2225 家重点排放
单位， 要求 1 月 29 日前完成配额预分
配工作。

《方案 》提出 ，先由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核定省级行政区域配额总
量 ，再进行总量加总 ，最终确定全国
配额总量 。 目前 ，对 2019-2020 年配
额实行全部免费分配 ，采用基准法核
算重点排放单位所拥有机组的配额
量 ，配额量为其所拥有各类机组配额
量的总和 。

记者了解到， 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行动方
案， 其中加快建设碳交易市场是重点内
容。 全国碳市场以试点为基础，自 2013
年 7 个试点碳市场启动以来， 现已成长
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
场。 截至 2020 年 8 月末，试点碳市场配
额累计成交量为 4.06 亿吨，累计成交额
约 92.8 亿元， 共有 2837 家重点排放单
位、1082 家非履约机构和 11169 个自然
人参与交易。

据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
李高表示，“十二五 ” 是试点先行 ，“十
三五 ” 是为全国碳市场打基础 ，“十四
五 ” 是我国碳市场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时期。 “我们将实现从试点先行到
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 从单一行业突破
到多行业纳入 、 从启动交易到持续平
稳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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