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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十年，，我国煤炭机我国煤炭机械工业成就显著械工业成就显著
■本报记者 李玲

图片新闻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制造业的脊
梁，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装备的基
础性产业。煤炭机械工业既是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煤炭安全可
靠高质量供应、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提
供装备保障，被行业誉为“煤炭工业的总
装备部”。

近日，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发布《中
国煤炭机械工业发展研究报告（2023）》（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总结了 2012—
2022 年十年间我国煤炭机械工业发展经
验、推广行业先进技术，并分析行业发展问
题、研判行业发展方向。

《报告》指出，十年来，我国煤炭机械工
业取得一系列成就，产业发展实力不断提
升、产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转型升级出现
新成效、创新发展持续推进、高端装备制造
能力不断提高，同时，“走出去”步伐进一步
加快。

■■ 产业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

根据《报告》，十年来，我国煤炭机械
产业规模、经营实力不断增强。来自中
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2 年，我国煤炭机械企业工业总产值
达 3593.3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193.8%，年
均增长率达 11.1%。其中，煤机产品产值
为 1414.7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38.4%；煤
机企业资产总额、煤机产品销售收入、利
润总额分别达 6720 亿元、1350.4 亿元、

214.7 亿元，分别比 2012 年增长 300.6%、
27.6%、169.4%。

与此同时，我国煤炭机械工业产业布
局持续优化，围绕煤炭产区建设了一批骨
干煤机装备制造企业，产能、效益和利润进
一步向优势区域和头部企业集中，初步形
成了北京、上海高端制造企业集群，山东、
山西、河北、河南、陕西重点制造企业集群
的“2高5重”产业格局。

“煤炭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能源
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国
家能源保供的主力军。2022年中国煤炭产
量达45.6亿吨，煤炭机械工业担负着为我国
煤炭工业提供先进技术装备的重任，煤炭机
械工业的发展对煤炭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主要
煤机装备取得一系列技术突破，有力支撑了
我国煤炭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副会长孙守仁表示。

■■ 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技术驱动和市场
需求加持下，煤炭机械工业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智能制造发展进程，加快基础能力提升
和创新平台建设，形成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研制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
煤机装备，有力支撑了煤炭工业发展。

创新驱动是煤炭机械工业一直以来的
发展战略。《报告》显示，十年间，煤炭机械
工业共有108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级奖励。

其中，“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关键技术
及装备”成果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煤矿快速掘进成套装备”等19项
成果入选工信部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名单。

《报告》指出，十年来，煤炭机械工业坚
持国产化道路，一批“国产+智能”的煤炭
高新技术装备在井下应用，引领行业尖端
技术升级换代。在采煤机方面，通过自主
创新和技术升级改造，采煤机适应采高范
围由7.2米提高至10米，装机功率最大达
3430千瓦，可满足年产2000万吨工作面需
求，将国际采掘装备发展推上新高度。在
掘进机方面，我国开创了掘支运“三位一
体”、分段支护、连续运输快速掘进新模式，
实现了半煤岩巷道和超大断面巷道的安全
高效智能掘进，将煤矿掘进设备的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推向新高度。目前，我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掘进机制造国及应用市场，
结束了掘进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新时代十年以来，中国煤炭机械工业
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主要煤机装备国产
化率显著提升，并逐步向美国、澳大利亚等
煤炭机械制造发达国家实现产品出口，中
国煤机装备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部分领
跑。”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杨树勇
指出。

■■ 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成果可喜，但挑战仍存。《报告》指出，

当前我国煤炭机械工业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虽然煤机企业数量多、产业规模大，
但大型骨干企业偏少，产业集中度偏低。
二是产业基础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一些核心部件、材料等还需依赖进口。三
是智能制造领域刚起步，煤机装备企业占
全国已建成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工
厂比重不到1%。四是市场竞争环境有待
改善。五是智能化关键技术亟需突破，煤
炭开采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的协调融合深
度不够。六是优秀人才紧缺，杰出型企业
家、领军型技术人才、创新型专业人才数
量和储备不足。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能
源消费仍将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煤
炭机械工业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顺
应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发展格局的新变
化，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
向，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加强技术自主创
新、加快优化发展模式，努力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和竞争新优势，实现新的发展。”《报
告》指出。

展望未来，《报告》建议，要以煤炭机械
工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加大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突破，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推进产业链
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同时，要制定煤炭机
械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持续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推动行业协调发展、加快标准
体系建设、培育高层次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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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5日，全国最大露天矿排土场光伏项目——国家电投白音华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300
兆瓦光伏项目一期并网发电。该项目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华露天矿排土场区域，占地面积约8331.3亩，全
容量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绿电4.5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13.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2万吨，有助于进一步
优化能源产业结构。 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供图

本报讯 记者仝晓波报道 2023年12月28日
9点45分，内蒙古雅海能源在天津国际油气交易
中心（以下简称“天津交易中心”）成功完成920吨
LNG资源的预售，验证了智能交易平台的安全可
靠，也标志着天津交易中心进入试运营阶段。

试运营首日，该交易中心实现交易量超过
8400吨，交易额近5000万元，交易模式涉及挂牌
交易、竞价交易、仓单交易、产能预售等。

根据国际经验，建立天然气交易中心至少需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一是靠近产地；二是本身就是
管网枢纽地；三是临近消费地。天津作为京津冀
乃至北方区域的能源枢纽城市，近年来在国家有
关部门指导下，大力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目前已经形成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共同保
障，多气源的供应格局，建有国家管网天津、中石
化南港、北京燃气南港三座LNG接收站。同时，
天津还拥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优势、产业的
基础优势、科技教育的人才优势、港口的贸易优
势，以及城乡空间的资源优势等，具备建立油气交
易中心的必要条件。

“经过多年谋划筹备，天津交易中心终于步
入商业运营阶段，这不仅在交易中心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我市在优化能源资源配置、
及时发现和传递价格方面开展的一次有益探
索，是我市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助推油气行业
市场机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我们坚信，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业内同仁和各界
朋友的支持帮助下，天津国际油气交易中心一
定能建成具有广泛影响力、行业引领力的能源
商品交易平台，逐步形成天津价格、中国价格。”
天津市发改委能源处处长刘奎建说。

值得注意的是，试运营首日，内蒙古西部天
然气在天津交易中心挂牌276吨LNG仓单，最终
由内蒙古高速天然气摘牌成交，并于当日完成线
上交收。经与业内人士沟通了解，这是国内天然
气交易中心完成的LNG仓单交易交收第一单。

在市场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LNG价格的波
动明显加剧，仓单交易的便利性可以大大降低买
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和参与门槛，提升商品的流通
效率。这是天津交易中心以客户需求为牵引，开
展市场化创新的有益尝试，也是助力产业客户提
升设施利用率，降低运营成本，实现自主、灵活、
高效配置资源的重要实践。

《中国能源报》记者在试运营仪式现场了解
到，天津交易中心的发展目标是“以需求为牵引，
用数智技术，建设有影响力的油气商品要素市
场，打造油气‘天津价格’，成为贯通国际国内双
循环的交易枢纽，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
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为此，该交易中心兼顾买卖双边交易需求，
统筹批发和零售市场，设计完成了“产能预售+
LNG订单通+仓单交易+现货挂牌/单向竞价”的

集成创新交易模式，建立了中长期交易和现货
交易相结合、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竞争有序的油
气商品交易体系，有利于打造形成天津基准价
格，填补了北方地区交易市场的空白；同时，该
交易中心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智
技术，打造了LNG期现通、智象区块链等智能产
品来服务实体企业，能有效满足客户智能交易、
智能交收、智能风控需求，助力油气产业高质量
发展。

此外，为打造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交易
平台，实现与客户“共建、共治、共享”商品要素交
易市场的目标，天津交易中心邀约典型客户代表
和三方合作机构，组建了全国首个面向交易中
心、独立的“公开、公平、公正”市场监督委员会
（以下简称“三公委员会”），致力于对交易中心三
公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督促整改。首届三
公委员会由59名委员组成，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
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担任主任委员。

天津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试运营期间，
该交易中心将聚焦LNG商品的交易交收场景，计
划在2024年陆续上线管道气，以及管容、罐容、库
容等油气辅助服务交易和天津其它优势能源化
工品种，持续做大市场化交易规模，实现客户主
权，服务实体经济，为推动油气资源高效配置、助
力国家油气体制市场化改革，以及保供稳价作出
积极贡献。

天津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开启试运营天津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开启试运营

据悉，国家能源局高度关注电力供需情况，强化供需预警与研
判，推动化解局部地区供应紧张风险。

运输畅行供应无阻

作为新疆铁路煤炭运输的“压舱石”，乌将铁路西起乌
北站，东到将军庙东站，横贯全国最大整装煤田——准东煤
田，日均发送煤炭列车 77 列。源源不断的煤炭经过乌将铁
路、兰新铁路，到达甘肃、四川和青海等地电厂，成为百姓温
暖的保障。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服务中心营销室
主任张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集团及时跟踪新疆22家煤
炭生产企业产供储运销变化情况，按流向制定煤炭装车方案，
提高保供精准性。截至目前，累计运输“暖心煤”125.3万吨，
为能源安全可靠供应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提供保证。

另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25日，新疆铁路2023年
共发运煤炭1.29亿吨，同比增长5.5%。其中疆煤外运5904.8
万吨，同比增长9.2%。

浩吉铁路全长 1813.5 公里，是国家“北煤南运”最长的
煤炭运输战略大通道。这条铁路一跨长江、两越黄河，途经
内蒙古、陕西、山西等七省区，为电煤保供运输提供坚实保
障。靖边东站是浩吉铁路唯一的枢纽站，每天，大量来自陕
北、内蒙古等地的煤都会汇集到这里，靖边东站日接发车量
达280列。

国家管网集团扛稳扛牢冬季天然气保供调度协调主体责
任，充分发挥天然气“全国一张网”集中统一调度运行优势，释
放储气设施最大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北气南下、南气北
上、西气东输的输送能力。

目前，与管网连接的18座LNG接收站日均外输量近3亿
立方米，13座储气库同时采气，日采气入网量超1.6亿立方米，
全力保障极寒天气用气需求。近日，天津LNG接收站迎来投
产以来的第400艘LNG船，成为国家管网集团首个接卸量达
400艘次的LNG接收站，进一步提升应急储备能力。

满仓满库手有余粮

在资源储备方面，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
前天然气储备能力较去年大幅提升，地下储气库、LNG储罐
可动用气量均处于较高水平，成品油库存保持高位；全国煤
炭库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 2 亿吨，
可用33天。

作为京津冀天然气供应主要气源的中国石油大港油田
储气库群，第一时间启动储气库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截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该储气库群今冬累计供气 8.11 亿立方
米，供气量同比增长 49%，调峰量达 3061 万立方米/日，突破
历史极值。近日，辽河油田储气库群也开启极限保供模式
应对极寒天气，成为国内首座日采气量突破 4000 万立方米
的储气库。

采暖季来临前，中国海油全力以赴稳定长协资源供应，积
极筹措LNG现货资源，为保障采暖季天然气供应打下良好基
础。今冬明春采暖季计划供应天然气255亿立方米，比去年计
划供应量同比增长约6%。同时，积极统筹海气、煤层气、LNG
资源联合调度，进一步增强资源供应能力。

煤炭“库存”同样让人放心。各煤炭企业提前做好电煤
补库提库和资金保障落实，确保库存满足冬季运行要求，特
别是京津冀、黑吉辽和云南等地区，千方百计拓宽煤源，确保
燃料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煤炭进口量大幅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补
充了国内煤炭需求。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11月，我国煤炭
进口量达4350万吨，同比增长34.7%。2023年1—11月，我国
进口煤炭4.27亿吨，同比增长62.7%。

此外，水电蓄能情况也好于上年同期。能源供应企业密
集部署稳产保供，确保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业内
人士指出，综合用电需求和电力供应能力分析，预计迎峰度冬
期间，虽然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形势偏紧，但全国电力供需形势
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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