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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川渝地区规模最大的国有煤炭企
业，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川煤集团”）聚焦电煤保供、能源
兜底核心功能，面对四川煤矿赋存条件
差、灾害重、开采难度大的情况，持续攻
克大倾角、急倾斜煤层开采难题，推进煤
炭生产提效增安。同时，利用四川当地
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川煤集团结合自身
优势，推进光伏、储能和煤层气等新能源
开发，探寻新的业务增长点。

●托底四川电煤保供

据川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昌润
介绍，川煤集团拥有四川8%的煤矿、23%的

煤炭产能，成立近20年来，已累计生产煤炭
2.2 亿吨，保供电煤 1.1 亿吨。他表示，四
川虽然是水电大省，但受枯水期和丰水期
交替影响，平稳电力供应仍需煤炭保障。
长期以来，四川煤炭供应整体呈现需求缺
口大、季节波动大、保供难度大的特点。

“四川每年煤炭总需求量约 6000 万
吨，川煤集团年自产煤炭约 1200 万吨，到
2030 年，煤炭产量将达到 1250 万吨/年，供
应总量 3000 万吨/年，达到四川省煤炭需
求量的 50%。”王昌润表示，近年来，川煤集
团整合开发省内外优质煤炭资源，构建煤
炭储、装、运、产、供、销一体化运营体系。
建成高兴、河市两大储配煤基地，静态储
煤能力达 140万吨。

据了解，川煤集团今年上半年共计生
产煤炭 521.4 万吨，迎峰度夏期间，成立电
煤保供专班，优化生产组织，发挥储配煤基
地作用，进一步提升电煤保供能力。7 月
以来，川煤集团共保供电煤 312.56 万吨，
日 均 保 供 省 内 电 厂 电 煤 超 1 万 吨 。 此
外，实施“精煤战略”，实现煤炭产品价值

“最大化”，川煤集团达竹 1/3 焦、“巴关
河”牌 25 号主焦煤成为国内外稀缺优质
冶金煤品种。

●攻克高危低效难题

四川煤层薄、倾角大，开采高危低效。
川煤集团近年持续开展针对复杂难采煤层

的技术攻关，解决了国内 70 度急倾斜中厚
煤层开采技术难题。“全世界现有煤炭储量
中，大倾角、急倾斜煤层占近 35%，开采潜
力巨大。”王昌润透露，川煤集团自主研
发的设备不仅应用于国内，还远销海外。

依托技术创新，目前川煤集团共建成
15 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和 1 个智能化矿
井，智能化煤炭产能突破 750 万吨，占集
团总产能 60%。龙滩煤电公司智能化办
公室主任周奇表示，该公司龙滩煤矿近年
引 入 智 能 化 综 采 设 备 ，实 现 了“ 减 人 增
安”。“以前一个工作面有 24 个人，现在一
个工作面只需 10 到 12 人。设备自动推溜、
自动移架，减少了人工操作风险。”

在华荣能源绿水洞煤矿，采煤设备已

实现“一键启停”、液压支架自动跟机拉架
推溜、采煤机记忆割煤等多种智能化综采
功能。据绿水洞煤矿生产副矿长丁正付
介绍，该矿 3122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每班
均实现三机设备“一键启停”功能，运输
沿线设备司机由以前 6 人减少为只由集
控中心司机 1 人操作运行，2 人对 4 条皮
带运输沿线巡检并清收浮煤矸。“工作面
实现少人化的同时，加强对顺槽运输沿线
的设备维护管理，确保了设备运行可靠性
和生产安全。”

●打造绿色新增长点

    王昌润表示，利用攀枝花、广元等地区
良好的光热、风力条件，以及矿区矸石山、
闲置荒山、工业建筑等空间资源，川煤集团
正有序推进分布式风光开发建设，大力推
进集中式风光发电合作共建，提升新能源
开发规模。
    近日，川煤集团下属鼎新新能源有限
公司浸水湾 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
运行，年发电量 700 万千瓦时。“为深入落
实川煤集团‘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战略，促
进光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我们把光伏项
目开发作为主攻方向，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鼎新新能源有限公司经理江启飞介
绍，先前该公司还在攀枝花西区投产并网
5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截至今年 6
月末，累计发电 649.67 万千瓦时，实现产值
345.17万元。

“除光伏外，川煤集团还积极发挥矿
区场景优势，与储能电池企业探索绿电
储能、物流重卡换电等‘新能源+’应用
发展。”王昌润表示，集团还按照煤炭、煤
层气资源联合开发思路，加快川南重点
矿区地面煤层气滚动开发利用。“地面煤
层气开发不仅能减轻瓦斯灾害，也能降
低新井建设、开采成本，同时还能逐步推
动川南矿区煤炭资源整装开发。”他进一
步表示，到 2025 年，川煤集团力争将煤层
气抽采利用率再提升 10%，光伏发电量达
到 2.5 亿—3 亿千瓦时。

煤炭开采增安提效  绿色能源有序开发

川煤集团多措并举创新求变川煤集团多措并举创新求变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中国能源报》记者近日在
2024年煤炭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煤炭
行业涌现出一批履责担当、奉
献价值的优秀企业，为推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其中，国家能源集团以
ESG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
国中煤加快绿色低碳创新实
践，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三队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未来，煤炭
行业需要持续完善具有行业
特色的社会责任体系，企业
需 建 立 健 全 覆 盖 各 层 级 的
ESG 治 理 架 构 ，不 断打造煤
炭行业社会责任开放生态圈。

■责任落实压力加大

“近年来，煤炭行业上市
公 司 高 度 重 视 并 持 续 提 升
ESG 管理水平，健全治理架
构、完善制度建设，提升企业
长期价值创造能力。”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行业协调部主任
铁旭初表示，煤炭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水平逐步提高，43 家
公司披露的报告中，单独披露
ESG 及相关报告的有 25家。

中国社科院教授、责任云
研究院院长钟宏武表示，虽然
已有约 60% 的煤炭上市公司
发布独立的社会责任或 ESG
报告，但整体水平仍有不足，
ESG 评级结果普遍较低。“煤
炭企业环境议题信息披露的
完整性和全面性有待提升；社
会议题方面，履责实践缺乏详
细和准确的描述；治理方面的
数据披露普遍较少，披露标准
有待完善和统一。”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
行 业 社 会 责 任 治 理 蓝 皮 书

（2024）》（以下简称《蓝皮书》）
指出，近年来，全球对环境保
护和气候变化的关注不断增加，越来越大
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压力，促使煤炭行
业 朝 着 清 洁 利 用 和 低 碳 发 展 的 方 向 转
变。同时，煤炭开采也可能导致土地资
源破坏及生态环境恶化，破坏地下水资
源，企业需要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相关
议题做出更多的努力。此外，煤炭行业
也在能源保供、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方
面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践行工作有力推进

“ESG 正 推 动 公 司 新 质 生 产 力 培 育
和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进一
步提升了我们的 ESG 实践水平。”国家能
源集团企管法律部副主任王利政表示，该
公司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方面持续发力，利用碳排放双控、碳

排放权交易，加速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宁电入湘”新能源大
基地配套煤电、煤矿项目全面
开工，煤制油战略保供项目持
续推进。

“ESG 理念指导下，我们
顺应能源行业低碳化、智能化
发展趋势，坚持绿智互融，在
绿色低碳转型和煤矿智能化
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中国中
煤宣传中心主任阮仕俊表示，
公司 13 家煤矿纳入国家绿色
矿山名录，同时，368 个固定
岗位实现人值守及远程控制，
累计减少现场作业人员超过
6000 人，实现了减人、增安、
提效目标。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三队
党委副书记刘茜清介绍，该
公司在促进煤炭绿色低碳开
采的同时，也投身社会公益。

“参加某煤矿瓦斯爆炸救援
施工，为打通生产救援通道
争取时间。配合地方做好地
质灾害监测，边坡滑坡治理，
隧道超前探测等防灾减灾工
作 。 还 致 力 于 乡 村 全 面 振
兴，开展耕地质量调查、污水
溯源工作。”

■顶层驱动仍需增强

《蓝 皮 书》指 出 ，ESG 治
理表现优异的企业，通常管
治水平更高、风险控制能力
更强。经过长期实践，煤炭
企 业 公 司 治 理 制 度 不 断 完
善，管理水平持续提高，“三
会”运作体系不断规范，为企
业长青发展打下厚实基础。
但煤炭企业 ESG 有效落地仍
需要来自顶层的驱动力，搭建
适 宜 的 ESG 理 架 构 ，将 ESG
事项提升至公司治理的重要
位置，建立覆盖决策层、监督

层、执行层各个层级，且分工负责、权责清
晰的 ESG 治理架构，保障 ESG 事项融入
不同层级的履责过程，从而提升行业整体
ESG 治理水平。

钟宏武建议，煤炭上市公司应将社
会责任工作纳入部门年度的工作业绩考
核，强化监督和激励。同时，对下属公司
社会责任业实际工作进行监督考核，确
保各项措施有效执行。”此外，部分非能
源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做法也值得煤炭企
业借鉴，例如将社会责任业绩考核与管
理层薪酬结合，利用奖金、优秀案例评选
促进工作落实。

铁旭初指出，煤炭行业还应持续打造
开放生态圈，通过创新实践，实现商业模式
创新和社会创新有机结合，注重协调运营，
积极引导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区域
的上下游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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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川煤集团龙滩煤电公司电煤
保供运输现场。 龙滩煤电公司/供图

▲图为川煤集团龙滩煤矿智能化
工作面。 龙滩煤电公司/供图

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加快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破
解能源电力从高碳向低碳、从以化石
能源为主向以清洁能源为主转变的
制约因素，正影响着我国能源低碳转
型的进程。

“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占碳排放
总量的 88%，电力行业占能源活动碳
排放的 43%，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型
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在
近日召开的 2024 电力低碳转型年会
暨 电 力 圆 桌 年 中 会 议 上 ，业 内 专 家
指 出 ，两 端 发 力 推 进“两 个 替 代 ”是
能 源转型的根本路径——在能源生
产侧，实施清洁替代，打造深度低碳

（零碳）电力系统。预计到 2060 年，
全 国 累 计 发 电 总 装 机 达 83.4 亿 千
瓦，其中清洁能源发电装机 70 亿千
瓦 、占 比 84%。 煤 电 将 保 留 4 亿 —8
亿千瓦，发挥应急备用、调峰调频作
用 ，产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通 过 碳 汇
和碳捕捉等技术实现碳中和；在能源
消费侧，实施电能替代，建设高度电
气化社会。提升工业、建筑、交通电
气化水平，实现清洁电力对化石能源
的深度替代。

■电力低碳转型成绩显著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指
出，电力 行 业 作 为 碳 排 放 的 主 要 领
域 之 一 ，低 碳 转 型 的 紧 迫 性 和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 近 年 来 ，我 国 电 力 低
碳 转 型 取 得 显 著 成 绩 ：一 是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快 速 增 长 ，“风 光 ”等 新
能 源 在 能 源 结 构 中 的 占 比 不 断 提
升；二是电网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为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和高效利用提
供了有力支撑；三是技术创新，特别
是 储 能 技 术 取 得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新能源的接
入 问 题 ；四 是 绿 电 、绿 证 、碳 排 放 权
交易市场逐步建立，为低碳转型提供
了强有力的市场激励。

中电联常务副理事长杨昆列出一
组电力含“绿”量数据——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0.7 亿千瓦，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合
计装机容量达到 11.8 亿千瓦，已超过
煤电。“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3 亿千瓦，
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约 1/5 的用电需求。
今年 1—6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7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1%。十年来，全

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 26.4%，超额完成
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
标。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能占终
端能源消费比重超过 28%，已处于国
际前列。今年 1—6 月，全国市场化交
易电量 2.85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
电的 61.1%。

业内专家指出，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全社
会用电量年均增速 8.4%，电力弹性系
数基本达到 1:1，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
电需求。“而我国电价保持相对较低水
平，2020 年的平均销售电价为 38 个
OECD 国平均水平的 56%，处于倒数
第四。电价长期保持相对较低水平，
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提供
了重要保障。”

■面临系统新挑战

“双碳”目标下，电力低碳转型面
临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业内人
士指出，电力系统是能源转型的枢纽
平台，不仅要实现自身的低碳，还要
承接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用能领
域转移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服务全
社会低碳发展，大量的转型成本也将
在电力行业产生。随着电力市场主
体更加多元，电动汽车、储能、分布式
微电网等行业都在快速发展，这需要
建立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市场机制
来达到均衡。

电力结构深刻调整带来电力供应
保障新风险，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多
数 区 域 电 力 系 统“ 双 高 ”占 比 超 过
50%，由此引发系统安全稳定风险加
剧。电源一体化运营、沙戈荒基地集
中开发等新业态和分布式、构网型等
技术快速发展，提供新技术的同时也
带来新挑战。

对电力企业而言，也面临着转型
投资不确定性增加、支撑新能源消纳
和促进源荷互动压力并存等挑战。会
议发布的《中国电力企业低碳转型实
践 2023》报告指出，近年来，发电企业
加大力度布局风电、光伏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叠加新能源
加速参与电力市场，项目投资收益模
式发生深刻变化，部分项目经营绩效
不及预期。新能源对产业经济拉动效
应明显，多地出台形式不一的新能源
配套产业政策，部分低关联产业投资
规模大，导致新能源项目利润空间受

到进一步挤压。随着煤电功能定位发
生深刻变化，加大容量补偿力度、确保
合理电量收益的政策导向有待进一步
强化，部分发电企业对清洁高效低碳
化利用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积极
性不足。

■技术创新为驱动

史玉波指出，实现电力全面低碳
转型，要以技术创新为牵引，推动传统
电力系统向新型电力系统形态转变。
要以新兴产业为导向，因地制宜地谋
划和发展先进电网技术研发应用，建
设数字产业集群、储能产业集群、综
合能源产业集群、电动汽车充换电集
群以及电力工业软件系统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市场
结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要 推 进 电 力 供 应 支 撑 体 系 的 建 设 ，
实现安全充裕前提下的电力低碳转
型 。 同 时 ，要 建 立健全稳定技术标
准体系，推进新型电力系统技术标准
的研制与完善，强化标准在引领技术
发展，规范技术要求等方面的作用。

《中国电 力 企 业 低 碳 转 型 实 践
2023》指出，电力企业围绕低碳转型
新兴技术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积极探索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路径。
同时，电力企业内外兼顾、完善产融
结合管理机制，开发多元新能源项目
金融产品，加速回笼资金，助力规模
化增长，实现企业“轻资产”转型。探
索企业间、能源种类间协同运营，积
极开展“发电+”和煤电、新能源联合
运营探索，打造清洁低碳电力供应新
范式。

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如何在电力
市场中体现？业内专家建议，要建立
促进新能源发展的市场机制，统筹新
能源政策激励与市场竞争，推动新能
源全面参与市场竞争，加强与新能源
补贴、保障性收购、消纳责任权重等
政策的衔接。有效激发各类电源的
调节能力，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调度
整个市场，做好区域间发展能源资源
与经济发展的统筹平衡，坚持市场化
方向，推动构建有效的市场竞争体系
和价格形成机制。同时，要充分调动
需求侧资源参与系统调整，相比投资
建设大量的调节电源，发掘用户的需
求侧资源潜力，是更加经济高效的一
个途径。

电力低碳转型开启加速模式电力低碳转型开启加速模式
■本报记者 卢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