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煤电
改造升级启动

本报讯 记者贾科华报道：11 月
3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对外
发布 《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
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的主要目标为：全面梳
理煤电机组供电煤耗水平， 结合不
同煤耗水平煤电机组实际情况，探
索多种技术改造方式，分类提出改
造实施方案。 统筹考虑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外送和就近消纳调峰
需要， 以区域电网为基本单元，在
相关地区妥善安排配套煤电调峰
电源改造升级，提升煤电机组运行
水平和调峰能力。 按特定要求新建
的煤电机组，除特定需求外，原则
上采用超超临界、 且供电煤耗低于
27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机组。 设计
工况下供电煤耗高于 285 克标准
煤/千瓦时的湿冷煤电机组和高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空冷煤电
机组不允许新建。 到 2025 年，全国
火电平均供电煤耗降至 300 克标准
煤/千瓦时以下。

其中，在节煤降耗改造方面，对
供电煤耗在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
上的煤电机组， 应加快创造条件实
施节能改造， 对无法改造的机组逐
步淘汰关停， 并视情况将具备条件
的转为应急备用电源。 “十四五”期
间改造规模不低于 3.5 亿千瓦。

在供热改造方面， 鼓励现有燃
煤发电机组替代供热，积极关停采暖
和工业供汽小锅炉，对具备供热条件
的纯凝机组开展供热改造，在落实热
负荷需求的前提下，“十四五”期间改
造规模力争达到 5000万千瓦。

在灵活性改造制造方面， 存量
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应改尽改，“十
四五”期间完成 2 亿千瓦，增加系统
调节能力 3000—4000 万千瓦， 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 “十四五”期间，实现
煤电机组灵活制造规模 1.5 亿千瓦。

《方案》指出，电力行业是煤炭
消耗的主要行业之一， 是国家节能
减排工作重点管控行业。 “十一五”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电力行业
按照国家的要求和部署， 深入实施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 火电供电
煤耗持续下降。 2020 年全国 6000 千
瓦及以上火电厂供电煤耗为 305.5
克标准煤/千瓦时， 比 2015 年下降
9.9 克/千瓦时， 比 2010 年下降 27.5
克/千瓦时，比 2005 年下降 64.5 克/
千瓦时。以 2005 年为基准年，2006—
2020 年， 供电煤耗降低累计减少电
力二氧化碳排放 66.7 亿吨， 对电力
二氧化碳减排贡献率为 36%，有效
减缓了电力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增长。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我
国发电和供热行业二氧化碳排放
量占全国排放量的比重超过 40%，
是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行业。
因此，进一步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
耗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
段， 对实现电力行业碳排放达峰，
乃至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相关报道见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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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生态环境治理明显滞后
■■本报记者 朱妍

“我省制定了《江西省化解煤炭过剩
产能验收工作规范》， 明确关闭退出煤矿
要做好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经抽查东村煤
矿、建新煤矿等 10 座关闭煤矿，发现遗留
的大量煤矸石裸露堆放， 未妥善处置，也
未按照要求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排水沟及
沉淀池未建设或不完善，淋溶水直排外环
境。 ”这是江西省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日
前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经查，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多家煤炭企业，“十三五”期间共关闭退出
27 对矿井。 该集团在产及关闭煤矿产生
的煤矸石堆积成山，历史遗留问题未及时
有效解决，生态治理修复严重滞后；另有
群众投诉的多个矿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
到有效解决。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矿山绿色发
展。 按照“谁破坏、谁修复”“谁污染、谁治
理”原则，采矿权人应对开采造成的环境
问题负责到底。 但据记者了解，上述案例
还只是矿山治理修复不力的冰山一角。

“呈现零星分散、小规模、
低水平的状态”

“大规模煤炭开采具有强度大、 持续
时间长、影响面积广等特点，这是我们不
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土地复垦与生
态修复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以煤炭资源富集的黄河流域为例，彭
苏萍坦言，煤炭开采已成为流域生态环境
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 “井工开采引起
地表沉陷、地面塌陷及裂隙，进而导致地
下水位下降，生态环境恶化。 比如鄂尔多
斯 121 个泉眼， 受开采影响减少了 104
个。 如何把影响降到最低？ 如何实现开采
与生态协调？对生态修复工作必须有足够
重视。 ”

然而， 部分矿区的主体责任严重缺

失。 督察组发现，坪湖煤矿矸石开挖导致
大面积山体裸露，作业场地、进出道路扬
尘污染严重，排水沟不完善，淋溶水直排
山塘。 该矿存在违法占用林地行为，早在
去年 5 月，当地林业部门就要求其在 6 个
月内恢复林地原貌，但直至今年 9 月督察
组进驻，企业仍未按要求落实。 再如，尚庄
煤矿矸石山挖掘、分选过程中未采取抑尘
措施，截水沟、沉淀池不完善，现场可见大
量未经收集的泥浆在低洼处沉积，已经干
化皲裂。 尽管早已被群众投诉，多个问题
依然整改不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教授
张博表示：“我国煤炭矿区生态修复现已
得到极大发展，但因起步较晚，总体上呈
现零星分散、小规模、低水平的状态，矿区
生态环境治理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仍是突
出的重点任务。 ”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介绍， 为支
持和鼓励治理修复，国家从 2011 年起推
行绿色矿山建设及评选工作，针对勘探、

开发到闭坑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制定
标准，涵盖土地复垦、环境保护、节能减
排等多项条件。 “在前 4 批、607 家国家级
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中， 煤炭行业累计入
选 227 家，占据大头。 但矿山数量多、建
设水平总体不高的格局， 短期内难以改
变。 目前，已建成的绿色矿山仅占全国矿
山总数的 1%。 ”

不少企业依然“处于
‘要我建’的阶段”

谈及修复工作不到位的原因，江西省
生态环境厅归结为“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
重视不够，生态治理修复和污染防治投入
不足，煤矸石综合利用缺乏有效管理”“生
态修复治理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 在多位
专家看来，矿区治理修复还有更多短板。

“不少企业依然认为， 发展绿色矿
山是花钱的事，处于‘要我建’的阶段，

这是极其错误的思想。 高消耗、高污染
的粗放发展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一系
列灾难性后果，找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
护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建立良性循环。 ”
武强表示。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胡振琪告
诉记者， 传统生态修复多为末端治理，待
采煤沉陷区稳定后再综合治理。 “等待复
垦的时间越长，矿山企业越容易逃避主体
责任， 新账不断成为旧账。 理论上说，
200—400 年积累沉淀才能形成 1 厘米土
壤。 损毁土地长期荒废，土壤资源损失量
大，垦复难度加大。 ”

除了企业因素，张博认为，理论方法
也要完善。 “以往的土地治理、生态恢复，
多是在采矿出现环境问题之后，才会采取
后处理措施，矿区缺乏超前决策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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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堆放成山、矿区废水直排山
塘、矿区山体大面积裸露———督察组发
现的一系列问题，再次揭露了煤矿开发
“重开采、轻修复”的顽疾，值得引起相
关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客观来讲，近年来煤炭行业的发展
质量实现了大幅提升：产能结构持续优
化,其中，自 2016 年以来，全行业退出落
后煤炭产能 10 亿吨以上， 力度之大前
所未有；同期，我国持续释放了一大批
先进产能， 目前 120 万吨/年及以上绿
色化、智能化、安全有保障的大型煤矿
已成为煤炭生产的主体，产量占比八成
以上。 这“一降一升”，为煤炭行业未来
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智能化煤矿建设大步提
速， 从 2015 年全国仅有 3 个智能化采
掘工作面，到 2020 年增至 494 个，智能
化装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矿井的标配。
随之而来的是安全生产的质变。 数据最

有说服力———2020 年全国煤矿百万吨
死 亡 率 降 至 0.059， 比 2015 年 下 降
63.6%， 煤炭行业正在撕掉高危行业的
标签。

且不论拉动投资、促进就业、带动
致富等巨大贡献，单从每年为经济社会
发展保供近 40 亿吨煤炭能源来看，煤
炭行业就是难以替代的，其功劳之大再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继续做好煤炭这篇
大文章，才能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里。

虽然进步显著、成就巨大，但必须
指出的是，煤炭行业距离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轻修
复”就是行业未来提质发展绕不过去的
必答题。 作为煤矿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
的关键一环，修复工作一直是煤矿开发
的薄弱环节。 在这方面，行业、企业落下
了很多课，亟需补上。

客观来讲，有的煤矿确实存在技术

条件方面的限制， 无法按要求实现治
理修复，但这种案例数量很少，属于极
个别现象。 对于绝大多数现役煤矿而
言，修复工作根本不存在技术、方法上
的问题。

简单梳理不难发现，“重开采、轻修
复”现象之所以长期、普遍存在，核心原
因就在于“开采是挣钱、修复是花钱”。
这“一入一出”，让煤矿矿区治理修复工
作始终得不到有效落实。 因此，让相关
投入落到实处，才是破解“轻修复”难题
的关键。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很重视矿区生
态环境修复治理，并已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力促矿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 例如，为支持和鼓励治理修复，国
家层面从 2011 年起就开始推行绿色矿
山建设及评选工作，针对从勘探、开发
到闭坑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制定标
准，为矿区修复工作树立了新标杆。 另

外，即使在当前煤炭供应形势紧张的情
况下，对于新投产、复产煤矿，内蒙古等
主产地仍然提出了严格的治理修复要
求———“决不允许打着保供的旗号破坏
生态环境、回头走老路”。 可以说，对于
煤矿矿区治理修复问题，主管部门的态
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严厉的。

但 10 年来 “已建成绿色矿山仅占
全国矿山总数的 1%”的数据，说明治理
修复工作的成果仍然有限，这种被动局
面必须尽快扭转。

形势逼人，实干为要。 矿区治理修
复虽是花钱的差事， 但相关要求已经
写入规章制度，这些钱省不得，该花的
钱一分也不能少。 当前，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 人民群众对于美丽生态环
境抱有极高的期望， 主管部门和企业
不能等闲视之。 于法、于情、于理，煤矿
矿区治理修复都势在必行 ，“重开发 、
轻修复”的老路行不通了。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刻不容缓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