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初，受极寒天气时间长且覆
盖广、 水电出力明显下降等因素影响，
煤炭市场变化超出预期，部分地区煤炭
库存急剧下降；二季度，煤价罕见出现
传统淡季非理性上涨，夏季用煤高峰面
临挑战；进入 9 月，用能需求大幅增加，
煤炭供求压力加大，保障入冬发电供热
用煤成为重中之重……一年来，煤炭行
业屡屡经受考验，通过主管部门及产运
销各方的共同努力，“压舱石”的作用充
分发挥。

以迎峰度冬期间为例，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
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放产
能，截至 11 月 10 日，煤炭调度日产量达

到 1205 万吨，创历史新高。 据国家能源
局统计，12 月以来， 全国煤炭日均产量
较 9 月增加 200 万吨， 全国统调电厂存
煤较 9 月末增加 9000 万吨，超去年最高
水平。 生态环境部创新保供相关环评政
策，助力加快形成煤炭产能，仅 10 月以
来， 已批或在批环评的煤矿项目涉及新
增产能超过 1.27 亿吨/年。 晋陕蒙等主
产地加快释放优质产能， 确保将保供任
务执行到位。

与此同时，价格也稳住了。 为防止
煤价大起大落，国家发改委牵头密集调
研、综合施策，组织煤企、电企及经济、
法律专家等相关方，完善煤炭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并出手整治哄抬物价、牟取

暴利等扰乱市场行动。 在市场趋紧时，
多家煤企带头作出稳价承诺、主动下调
现货价格。 例如，1-9 月，国家能源集团
供应长协煤 4.37 亿吨， 累计向社会让
利超 400 亿元；10 月， 国家能源集团和
中煤集团两家央企，向下游企业让利超
过 500 亿元。

目前，煤炭产量延续高位，价格回
归合理区间，保供稳价成效显著。在此
基础上， 各地加紧签订新一轮煤炭中
长期合同。不同于往年，中长期合同首
次实现发电供热用煤全覆盖 ，3 年及
以 上 长 期 合 同 量 提 至 合 同 总 量 的
50%，对稳定市场预期、减少煤价波动
意义重大。

增产保供的关键期， 安全底线必须守
住。 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取得“历史最好”
成绩———煤矿连续 60 个月未发生特别重大
事故、连续 24 个月未发生重大瓦斯事故。为
进一步落实减人提效， 煤矿智能化建设加
速，这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举措、助推低
碳转型的有效手段，也是统筹安全和发展两
件大事的必由之路。

根据八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煤矿智能
化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 年要建成多种类
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示范煤矿，初步形成
煤矿开拓设计、地质保障、生产、安全等主要
环节的信息化传输、自动化运行技术体系。
对照目标，从顶层设计、制度措施到工程应
用、示范建设均取得积极进展。

标准体系持续完善。 在国家层面，煤矿
智能化写入《煤炭法》修订草案，纳入“十四
五”煤炭工业发展规划，全年发布、立项的相
关标准达到上百项，涵盖设计、建设、验收、
保障措施等多方内容。 在地方层面，重点产
煤省市纷纷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建设目

标和主要任务，给予产能置换、产能核增及
资金等多方支持。

示范项目由点及面。 截至 2021 年年
底，全国智能化采掘工作面达到 687 个，其
中采煤工作面 431 个，掘进工作面 256 个，
并有 26 种煤矿机器人在煤矿现场实现不
同程度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智能化由单个
工作面走向全系统、乃至整个煤矿。 例如，
中煤集团建成 220 多个智能化辅助生产系
统，自主研发的智能井筒巡检机器人、智能
喷浆机器人等应用于 8 处煤矿。 陕西煤业
智能化产能占比达到 85%， 生产辅助系统
实现 100%智能化。

作为国家确定的重点应用领域之一，
“5G+智能采矿”在煤矿领域率先成功应用。
山东能源集团发布了全球首套矿用高可靠
5G 专网系统， 国家能源集团携手华为公司
推出矿鸿操作系统，榆北煤业打造的“5G+
智慧矿区”是业内集成系统最多、融合程度
最强、 劳动效率最高的智慧园区……5G 下
井正在从可用走向好用、实用。

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 抓好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 在降碳道路上，煤炭下游
转化利用成果丰硕。

在 2021 年 11 月 3 日召开的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纳米
限域催化” 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 当今能源高效转化、资源优化利用及生
态环境优化的需求推动， 需要催化过程更
加温和，催化反应更加精准高效，该成果丰
富和完善了催化基础理论， 引领和推动了
催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由国家能源集团
宁夏煤业联合 20 余家单位共同完成的 400
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 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其攻克了大型煤间接液化 “卡脖

子” 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从千吨级中试到
400 万吨级的工程放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
400 万吨/年煤间接液化项目于 12 月 19 日
实现首次达产。

进一步看全行业，煤炭作为化工原料
的综合利用效能提升。 特别是随着全球
经济复苏，油价及化工品景气上行，现代
煤化工产业发展稳中向好， 煤制烯烃盈
利增长明显，煤制乙二醇实现扭亏为盈，
煤制油气大幅减亏。 企业普遍认识到绿
色低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主
动探索新的节能减排技术， 加强企业用
能及排放管理。

在此推动下， 煤化工产品的单位能耗
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例如，正在运

行的百万吨级煤间接液化项目，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煤耗和水耗分别下降到约 2 吨
标煤/吨、3.5 吨标煤/吨和 5.7 吨标煤/吨；
煤制天然气项目单位产品煤耗 1.84 吨标
煤/千标准立方米、 水耗 5.77 吨/千标准立
方米，产品质量、消耗指标均接近或优于国
家控制指标。 与燃烧发电相比，煤化工排放
的二氧化碳浓度高、易回收、成本低，其中
70%可实现回收，用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及其他工业领域。

紧抓科技创新这一最紧迫的任务，全
行业将继续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进
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努力走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碳原料低碳排放
的新路子。

对于煤炭行业而言， 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带来的绝不只有挑战， 更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机遇。 在推进自身降碳的同时，多家
煤炭企业主动求变求新，探索“煤炭+新能
源”优化组合。

除了丰富的煤炭储备， 矿区还有大量
土地及风、光等其他资源。 以此为依托，部
分煤企加速跨界。 由“兖州煤业”更名的“兖
矿能源”，将“成为传统能源企业转型发展
的示范者”列入战略目标。力争 5-10 年，新
能源产业与矿业、高端化工新材料形成“三
足鼎立”之势，布局大基地项目，持续做大
氢能供应，打造“氢油气电醇”和“光氢储

充”产业链。 中国神华披露，将参与呼和浩
特市“零碳”产业园区、“零碳”城市建设中
光伏、风电、地热能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
设；广东分公司、所属神华（福建）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的多个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已完成内部投资决策程序，正在进行开
工准备。 “十四五”期间，中国神华计划每年
新增加新能源装机容量不低于 600 兆瓦。

另有部分传统能源项目主动拥抱绿电、
绿氢，与清洁能源形成多能互补应用。 以煤
制烯烃为主业的宝丰集团，正在打造太阳能
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每年可生产绿氢
2.4 亿标方、绿氧 1.2 亿标方，由此直供化工

装置，可替代以煤炭作为原料、燃料生产高
端化工产品。在我国重要的大型煤炭生产基
地、 煤化工产业基地———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光伏发电、绿电制氢、绿氢耦合煤制油等
项目进入布局。 西北地区第一座加氢站于
2021年 5月投运， 每天可为 50辆氢燃料电
池重卡车加注氢气。到 2025年，基地绿氢年
产能将达到 30 万吨以上， 每年可降低煤炭
消费 36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700万吨。

以前瞻性和变革性技术为引领， 超越
能源行业的领域限制， 以资源综合利用为
纽带，探索多能融合的发展新模式，煤炭行
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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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四四五五””开开局局之之年年，，面面对对机机遇遇和和挑挑战战，，煤煤炭炭行行业业戮戮力力同同心心，，千千方方百百计计增增产产
增增供供，，全全力力以以赴赴保保障障能能源源安安全全，，继继续续发发挥挥““压压舱舱石石””作作用用；；全全行行业业坚坚定定不不移移走走绿绿
色色、、低低碳碳、、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之之路路，，上上游游生生产产更更加加安安全全智智能能，，下下游游利利用用更更加加清清洁洁高高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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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求变开新局，组合优化新能源

提质增效有亮点，清洁利用路更宽

安全生产创佳绩，智能发展加速度

齐心协力渡难关，保供稳价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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