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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应急救
援淮南队驰援河南省
新乡市以来 ， 日夜不
歇， 连续转战小区、变
电站等多地进行排水
抢险救援，展现出淮河
能源集团救援铁军的
良好形象和百年国企
的责任担当。 图为 7 月
26 日救援队员正操控
“龙吸水” 对新乡市王
村 110 千伏变电站进
行紧急抢排，为城区居
民 、医院 、铁路等单位
恢复供电提供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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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碳中中和和给给煤煤炭炭行行业业带带来来三三大大机机遇遇
■本报记者 朱妍 贾科华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仍将离不开煤炭”

“能源领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核心所在， 但不意味着要完全退出煤
炭，要完全退出化石能源。 ”谢和平表示，
在这方面，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能源消费、
碳排放强度等的变化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具体来讲，一是页岩气革命支撑了美国经
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现代化进程仍需化石
能源 。 近 10 年页岩气产量年均增长
23.4%，支撑天然气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
提高了 9 个百分点，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
结构中占比稳定保持在 80%以上。 二是节
能带动现代化进程与能源消费脱钩，是支
撑能源达峰、 碳排放下降的最核心因素。
近 10 年美国单位 GDP 能耗年均降速达
3.6% ， 节能相当于增加美国能源供应
41.5%，且不增加碳排放。 三是如光靠新能
源增长，支撑不起美国经济发展。 近 10 年
美国核能基本不增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
消费结构中仅增长 4.4 个百分点。 如果扣
除页岩气推动的天然气消费增长，美国将
增加 4.6 个百分点的能源供应缺口。

“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能
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不能简单复制
美国发展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的能源独
立模式，但可借鉴其成功经验。 ”谢和平指
出，“必须认识到，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
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决定了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
将离不开煤炭。 碳达峰碳中和需要长期努
力才能实现， 在 2030 年前的近 10 年碳达
峰过程中， 在 2060 年前的近 40 年碳中和
过程中， 仍需要煤炭发挥基础能源作用，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兜底保障。 ”

据谢和平介绍，美国、德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即使有可替
代煤炭的能源， 碳达峰后仍然使用煤炭，
只是煤炭的用途发生了变化。 “鉴于我国
能源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所处阶段，煤炭

消费量占比虽下降，但是在能源体系中的
‘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越来越凸显。结
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 ， 预计我国在
2060 年完全实现碳中和后， 仍需要煤炭
作为电力调峰、碳质还原剂以及保障油气
供应安全等。 ”

“为煤炭行业留出了降低发展速度、
提升发展质量的时间和空间”

“近几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催
生了煤炭需求的持续旺盛，也直接导致了
煤炭行业被动式超负荷运行。 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促进煤炭消费减量，带动煤炭生产
强度下降，给煤炭行业带来发展空间受限
的严峻挑战，也为煤炭行业留出了降低发
展速度、提升发展质量的时间和空间，给煤
炭行业带来转型发展的机遇。 ”谢和平指
出，首先便是回归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据介绍， 煤炭行业 70 年负载运行，超
负荷生产， 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 925 亿
吨煤炭产品，在支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煤矿
基本建设欠账较多，加上一些煤矿高负荷
甚至超能力生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
井下工程和采空区规模超出地质承载力，
严重破坏了地下水系，造成大面积地表沉
陷和植被破坏。

钱鸣高院士曾提出：“在地质条件好的
情况下同样产出 10 亿吨煤，中美百万吨死
亡率差不多。 但是油气、可再生能源上不
来， 我国的煤炭产能就必须扩大到 30 亿
吨， 必须开采地质条件不好的 20 亿吨，因
此问题就出现了。 ”具体来讲，为了满足高
产能的要求，煤炭行业做出了巨大努力，1/
3 依靠适应国情的新技术和世界一流的煤
矿，1/3 依靠一般技术的煤矿，而另外的 1/
3 则依靠技术水平低、安全差的煤矿。

事实上，煤炭行业专家学者早在 20 世
纪末就提出推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愿
望，根据地质条件、技术水平建设科学产
能，煤炭产量控制在合理规模。科学产能的

理念也被广泛接受。
钱鸣高研究认为， 按照目前煤炭行业

的技术水平，我国煤炭产量在 25—30 亿吨
比较合适。“但是科学产能建设步伐不及预
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煤炭行业可放下
产量增长的包袱，回归到合理规模，走科学
产能之路，走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煤
炭行业回归高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煤
炭行业需要尽快从扩大产能产量追求粗放
性效益为第一目标的增量时代， 迈向更加
重视生产、加工、储运、消费全过程安全性、
绿色性、低碳性、经济性的存量时代，快速
提升发展质量。 ”谢和平指出。

“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将是煤炭行业
转型升级乃至颠覆式发展的过程”

“其次是要抓住煤炭行业升级高技术
产业的机遇。 ”谢和平表示，“2015 年以来，
积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 煤炭行业
主动提出煤炭革命、自我革命。目前煤炭革
命的理念已获广泛认可，大量高校、科研院
所已开始研究， 一些研究团队取得了一定
进展，但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

在此背景下，据谢和平介绍，深圳大学
提出了一种可适用于现场施工的固体资源
流态化开采新方法-迴行开采结构及方
法， 进行深部煤炭资源流态化开采时只需
布置一个水平大巷和一个流态化资源井下
中转站，不需要建设用于煤炭提升、运输的
井巷。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倒逼煤炭行业改

变过去几十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
路径延续式创新模式， 煤炭行业将迎来实
现颠覆性创新的机遇， 可以集聚优势创新
资源，轻装上阵主攻技术装备，早日成为高
精尖技术产业。 ”谢和平说。

“另外，煤炭与可再生能源具有良好的
互补性， 煤矿区也具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
先天优势， 这都为煤炭行业提供了抢占新
能源主阵地的发展机遇。 ”谢和平指出，煤
矿区除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外， 还有大量的
土地、风、光等其它资源。 我国目前已有及
未来预计新增的采煤沉陷区面积超过 6 万
平方千米， 可为燃煤发电和风光发电深度
耦合提供土地资源。煤矿井巷落差大，可用
于抽水蓄能，为可再生能源调峰；我国煤矿
井巷和采空区形成的地下空间大， 体积超
过 156 亿立方米，且有不少的残煤，残余煤
炭二氧化碳吸附能力强， 有利于井下碳吸
附、碳储存；此外，井下温度较高且稳定，可
发展地热开发利用技术。

“过去很多年， 煤炭企业发展新能源
基础弱，也没有动力、决心，碳中和目标倒
逼煤炭企业主动发展新能源，进入新能源
主阵地。 可以充分发挥煤矿区优势，以煤
电为核心，与太阳能发电、风电协同发展，
构建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系统，将煤矿区
建设成为地面-井下一体化的风、光、电、
热、气多元协同的清洁能源基地。 ”谢和平
说，“总体来讲，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将是
煤炭行业转型升级乃至颠覆式发展的过
程。 因此，碳达峰、碳中和对煤炭行业而
言，绝非只是艰巨的挑战，更是难得的历
史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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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生产消费的碳排放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 70%—80%， 是名副其实的碳排
放大户。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业内外不少人士纷纷唱衰煤炭。 但中国工程院
院士、深圳大学深地科学与绿色能源研究院院长谢和平明确指出，我国的资源禀
赋和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 决定了短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离不开煤
炭。 并且，既使全面实现了碳中和，我国仍需要煤炭作为电力调峰、碳质还原剂和
保障能源安全的兜底能源，届时的消费量仍将维持在 12—15 亿吨/年左右。 同时，
我国煤炭行业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未实现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也为行业
提质增效提供倒逼机制，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因此，碳达峰、碳中和对煤炭行业而言，绝非只是艰巨的挑战，更是难得的历
史机遇，即实现煤炭高质量发展的机遇、煤炭升级高技术产业的机遇、煤炭抢占新
能源主阵地的机遇。

国家
煤炭来源（亿 t） 煤炭去向（亿 t）

出口
开采量 进口量

消费
总计 电力 冶金 化工

美国 6.4 0.06 5.32 4.89
（91.8%）

0.16
(3.1%)

0.27
(5.1%) 0.85

德国 1.31 0.42 1.74 1.47
（84.5%）

0.11
（6.4%）

0.16
（9.1%） 0

日本 0 1.87 2.36 1.41
（59.9%）

0.90
（39.8%）

0.05
(0.3%) 0

发展周期 2021~2030年 2031~2050年 2051~2060年

煤炭

定位 基础能源 保障能源 支撑能源

消费量（亿 t） 45~35 35~25
15~12

（调峰、还原剂、
安全支撑）

新能源
定位 补充能源 替代能源 主体能源

在能源消费结构
中占比 15%~29% 30%~49% 50%~80%

表 1发达国家煤炭生产和消费情况（2019年）

表 2 碳中和目标下煤炭与新能源的地位变化

阳煤集团年产 500
万吨矿井停产整顿

本报讯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晋
中监察分局日前发布公告称， 因矿
井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尚未建立
防突机构，根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
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第十
条第一款， 晋中市应急管理局对阳
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泊里煤
矿及其主要负责人分别进行了罚
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四条，对于当事人的同一
个违法行为， 不得给与两次以上罚
款的行政处罚规定， 责令矿井停产
整顿。

资料显示，泊里煤矿是国家核准
的 500 万吨现代化建设矿井，位于山
西省沁水煤田东部边缘， 服务年限
约 68.4 年，是华阳新材料集团（原阳
煤集团） 转型关键期布局建设的重
点项目。 （林轩 ）

上半年宁夏原煤产
量同比增长 6%

本报讯 宁夏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1-6 月份， 宁夏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原煤产量 4158.4 万吨， 同比增长
6.0%，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
点，比 2019 年 1-6 月份增长 10.0%，两
年平均增长 4.9%。

其中，一般烟煤 3872.9 万吨，增长
6.2% ； 炼焦烟煤 219.2 万吨 ， 增长
29.3%；无烟煤 66.3 万吨，下降 38.8%。

1-6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原煤
销售量 3791.1 万吨， 同比增长 12.2%。
截止到 6 月末，全区原煤库存 196.8 万
吨，库存周转天数为 9 天。

此外，1-6 月份，宁夏规模以上工业
焦炭产量 495.1万吨，同比增长 10.7%。

1-6 月份， 全区工业发电量 107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3%，比 1-5 月份
回落 0.9个百分点， 比 2019年 1-6月份
增长 31.1%，两年平均增长 14.5%。 （宁远）

国内首个煤炭高效
直装工艺上线

本 报 讯 日前 ， 国家能源集团
天津港务基于自主研发 “流程智能
化” 控制技术的煤炭高效直接装船
工艺安全高效完成重载作业超 4 .3
万吨， 标志着我国专业化煤炭港口
码头首个煤炭高效直装工艺正式上
线成功。

据悉，煤炭港口“流程智能化”控
制系统主要功能涵盖皮带速度精确检
测、煤炭料流精确追踪、皮带秤自动校
正、流程路径智能启停、工作任务在线
切换等功能， 料流追踪位置误差小于
10 米，重量误差小于 5‰，是国内首个
可以在线实时智能切换的散料皮带流
程控制系统。 据测算， 每直装一列火
车， 可以节约作业能耗 1500 千瓦时，
煤炭在港中转时间平均减少 97.9%，增
加堆存能力 4300 吨，释放设备维修时
间 1.5 小时。 （李宁）

青海全面启动省级
矿产资源督察工作

本报讯 青海省近日召开 2021 年
矿产资源督察动员部署会。督察主要围
绕矿业权审批登记和全面推进竞争性
出让情况、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监管
工作情况和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完成情况三个方面展开。

据悉，此次督察是对青海省贯彻落
实国家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履行矿产资
源审批监管职责的集中检验。督察将采
取内外业、 点和面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以督察青海省各级政府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为主。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座谈调
研、问询谈话等方式，驻省开展内业审
核，掌握全省总体情况。 根据内业掌握
情况，选择海东、海西、玉树作为重点市
州开展外业核查调研。 （张霞）

国内首套等高式采煤
装备开始生产制造

本报讯 日前， 神东煤炭集团自
主研发的国内首套国产化等高式采
煤装备完成了技术方案论证、 配套
联络、设计图纸审核工作，正式进入
生产制造阶段。 该套采煤装备实现
了对国外同类型设备技术的消化吸
收、创新升级，填补了国产薄煤层采
煤装备全自动化生产领域的空白 。
该套国产化等高式采煤装备主要由
滚筒式采煤机、链条牵引驱动装置、
自适应拖缆装置、刮板输送机、顺槽
转载机（含破碎机）和自移机尾等六
部分组成。 采用端头垂直进刀、无三
角煤开采工艺， 节约了端头割煤时
间，提高了割煤效率。 转载机和自移
机尾长搭接，推移稳定可靠，自动化
水平显著提升。 （刘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