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金乌金””变绿变绿    持续向持续向““新新””
■本报记者 杨梓 实习记者 杨沐岩

    75 年栉风沐雨，75 年砥砺前行。煤炭
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在能源保供中发挥
着“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煤炭行业基础薄弱、供给短缺的问题十分
突出。

1949 年，全国只有 20 多家煤炭企业、
200 多处煤矿，产能 4300 万吨，原煤产量仅
为 3243 万吨，国民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生产
生活基本用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75 年 来 ，我 国 煤 炭 产 量 逐 步 提 升 。
1985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产煤大国。到
2023 年 ，全 国 原 煤 产 量 达 47.1 亿 吨 ，比
1949 年增长 146.2 倍，年均增长 7.0%，原煤
自给率达 90% 以上；就世界范围看，中国煤
炭产量占世界比重由 1991 年的 15.88% 增
加到 2023 年的 51.8%。煤炭供应保障能力
实现跨越式提升。

1949 年，全国铁路运载能力有限。我
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而消费
重点集中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生产和消
费的逆向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
运”的总体运输格局。为高效输送煤炭，我
国先后建成了大秦、朔黄、蒙冀、瓦日、集通
等主要煤炭铁路运输通道，全国煤炭铁路
运输网络基本形成，煤炭铁路发运量由
1978 年的 4 亿吨增加到 2023 年的 27.8 亿
吨。公路、水路等运煤能力也得到极大提
升，先后建成了秦皇岛、京唐港、曹妃甸、黄
骅和南京、武汉等一批沿海、沿江煤炭中转
港口。全国主要港口煤炭吞吐量由 1979
年的 5212 万吨增长到 2023 年的 25.2 亿吨。
煤炭运输体系日益完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煤炭基础产运环

节逐步夯实，资源配置能力显著增强。煤
炭作为能源保供“压舱石”，行业实现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75 年来，我
国逐步建立起集资源勘查、科研教育、煤矿
设计、建设生产、加工转化和煤机制造、综
合利用为一体的煤炭行业体系，为我国经
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安全高效矿井产量大增

技术指标达世界先进水平

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煤炭行业、满足国
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中国
成立之初，国家对煤炭行业实施了计划管
理和单一投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深刻变革，煤炭
管理体制也随之开始转轨。

1978 年—1992 年，我国煤炭行业迈入
改革阶段。这一时期，为了鼓励煤炭行业
发展,1983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
发展乡镇煤矿的八项措施》，提出要“积极
发展地方国营煤矿和小煤矿”，实施“大中
小煤矿并举”的政策。随后，我国煤矿数量
迅速增长，截至 1997 年底，我国共有大小
矿井 6.4 万处，有效缓解了国内煤炭供应不
足的问题，但煤炭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抗
风险能力差、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逐渐显
现。基于此，1994 年国务院召开全国乡镇
煤矿工作会议, 对乡镇煤矿发展提出“扶

持、改造、整顿、联合、提高”方针，要求利用
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乡镇煤矿的治理整
顿。随后，又通过“关井压产”“去产能”“兼
并重组”等举措，持续淘汰落后产能，发展
先进生产力。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效
化解，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
李延江表示：“近十年来，我国煤炭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供需动态平衡；煤炭生产结构
持续升级，供应的弹性和韧性增强。大型
现代化煤矿成为全国煤炭生产的主体，截
至 2023 年底，全国建成千万吨级煤矿 81
处，核定产能 13.3 亿吨，建成安全高效矿井
1146 处，比 2014 年增加了一倍多。安全高
效矿井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比重由 38%
提高到了 70% 以上，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1985 年起，国家上划主要产煤省（区）
一批骨干煤炭企业，全行业实施六

年投入产出总承包和两年
延续承包。在此阶段，国家

赋予煤炭企业部分自主
经营权。20 世纪 90 年
代，煤炭价格市场化改
革拉开序幕。1992 年，
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有力推
动煤炭企业实现市场化
改革，形成了一批现代
化煤炭企业。1992 年 7
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
煤价限制，放开指导性
计划煤炭及定向煤、超
产煤的价格限制，出口
煤、协作煤、集资煤全部
实行市场调节，市场煤
所 占 比 重 接 近 一 半 。
1994 年 1 月，国家取消
了 统 一 的 煤 炭 计 划 价
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
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
放开，由企业根据市场
需要自主定价。市场价
格调节作用得以显现，

煤炭企业生产热情被极大激发，为运销工
作奠定基础。

从国家统一定价、统购统销，到国有煤
炭企业“总承包”“转换经营机制”，再到推
动多种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煤炭企业在
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产学研用”融合技术创新

实现“提效增产、提质增盈”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矿开采主要
依赖高落式、残柱式等传统的采煤方式，劳
动强度大、效率低、安全隐患多。改革开放
前后，我国煤炭开采技术不断革新，从最初
的炮采技术，到后来的普通机械化采煤，再
到综合机械化采煤，煤炭行业的机械化程
度不断提高，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煤矿机械
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广先进
适用技术装备，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煤矿开
采先进科学技术取得积极进展。

“一五”期间，我国重点推进了 15 个老
矿区和 10 个新矿区的建设，逐步组建了地
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专业化队伍
和领导机构，为煤矿机械化开采打下坚实
基础。1970 年 11 月，全国第一个国产综合
机械化工作面在煤峪口矿进行行业试验，
开启了全国煤炭行业进入综合机械化开采
的先河。到如今，我国大型煤炭企业采煤

机械化程度已超 99%。
随着近年来煤炭资源的深度开采，其

面临挑战也趋于多样。资源接续日趋紧
张、多重灾害耦合叠加、地质构造异常复
杂，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难采问题日益
凸显。“特别是一些老矿区，既要克服重重
困难，加班加点多出煤、出好煤，又要面临
资源枯竭、系统复杂、采掘失调、灾害加剧
等愈加严重的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
会长孙守仁指出。

煤炭行业需要更加科学、安全、可持续
的开采方式，以确保高效开采、人员安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技术引
领煤炭智能化建设势在必行。“十四五”以
来，我国建成了一批多种类型、不同模式的
智能化煤矿，煤矿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由
400多个增加到 1600 个左右。

“斌郎煤矿投产至今已有 30 多个年
头，我们先后经历了传统炮采时代、缓倾斜
综采时代和急倾斜综采时代。经过多年来
不断攻坚克难，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复
杂煤层综采技术经验。2022 年，斌郎煤矿
建成急倾斜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突破了复
杂煤层最大倾角 70°的智能化开采极限。”
川煤华荣公司斌郎煤矿矿长李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产学研用”单位联合攻关，从
“装备形式”到“配套方式”再到“工艺模式”
逐步升级，建成一批复杂难采智能化煤矿，
实现了“提效增产、提质增盈”。除川煤集
团外，国家能源神东榆家梁矿在较薄煤层
综采工作面实践了“采煤工艺编辑+截割
模板”远程操控模式。中煤大海则矿实现
了“大埋深、大涌水、大采高、大产量”的
2000 万吨级矿井常态化智能开采模式。
淮河能源朱集东矿在“大采深、高瓦斯、高
地压、高地温”地质条件下实现了薄煤层智
能化开采。

李延江指出，近十年来煤炭科技创新
的支撑引领能力显著提升，塑造并发展了
新动能、新优势。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煤炭
资源和安全开采等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重
组。国家级的工程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
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研发平台
以提质增量，为重点项目攻关、产出标志性
成果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谱写向“绿”向“新”交响曲

新中国成立初期，煤炭行业主要注重
产量规模，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
求。随着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日益突出，煤炭行业开始
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
发展道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
平不断提高，产业整体“向绿”“向
新”发展。

近年来，煤炭资源开发更加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矿山建
设逐渐成为重点。保水开采、充
填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得到广泛
推广，有力地减少了煤炭开采对
环境的破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矿区生态文明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持续推进。

煤矿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
效，2023 年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原
煤生产综合能耗 9 千克标准煤/
吨，同比 2012 年降低 8.1%。煤电
清洁高效改造也同步推进。近十

年来，我国累计淘汰煤电落后产能超过 1
亿千瓦，煤电平均供电煤耗降至 303 克标
准煤/千瓦时，先进机组的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水平与天然气发电机组限值相
当。据了解，国家能源集团全面推进安全
高效绿色矿山建设，深入推动煤炭与煤电、
煤电与可再生能源“两个联营”，加快推动

“三改联动”，常规煤电机组 100% 实现超低
排放。

长期以来，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保
障，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始终保持绝对的
首位，但随着新能源的崛起，煤炭总体呈现
下降趋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原煤作为我
国能源供应最主要品种，占一次能源生产
总量的比重高达 96.3%。近年来，我国能
源结构由以煤为主加速向多元化、清洁化
转变。2023 年，原煤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的比重下降到 66.6%；清洁能源占比大幅
提高到 27.2%。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我国煤炭行业
转型升级脚步加快，传统产业积极探索发
展新路径，“乌金”已变“绿金”。近年来，
100 万吨级煤炭直接液化示范、400 万吨级
煤炭间接液化投产运营，全国煤制油、煤制
气、煤（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产能大幅
增长，碳化硅、硅烷、石墨烯等高端精细煤
基新材料取得重大进展。

“煤炭加快向原料和燃料并重转变，现
代煤化工向高端、多元、低碳化方向迈进，产
业的集聚园区化、基地化、规模化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建材、冶金两大行业相关领域也
不断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和环保水平。”李
延江表示。高效粉煤锅炉、低阶煤分级分质
利用等示范成功，以及碳基新材料研发取得
突破，一大批循环经济园区相继建成，形成
了资源环境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同时，煤炭开采企业拥有大量土地可
以进行风、光资源开发，多家煤炭企业积极
作为，基于自身煤炭产业基础优势，大步向
新能源领域挺进，寻求绿色新增长点。例
如，中国中煤集团落实了一批清洁高效煤
电项目，煤矿沉陷区渔光互补项目并网发
电、建设露天矿复垦区光伏发电项目，实现
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耦合发展。

回首 75 年岁月，煤炭产业发展成就卓
著，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
展望未来，我国煤炭行业定将勇立潮头，紧
扣时代脉搏，保供转型两不误，将绿色低
碳、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入推进，积极谱
写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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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煤矿在积极治理生态环境一些煤矿在积极治理生态环境，，发展工业旅游发展工业旅游，，建起了国家建起了国家 AAAAAAAA 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国家矿山公国家矿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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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平宝号”TBM 盾构机，2023 
年 5 月，“平宝号”盾构机月进尺突破
623 米，刷新了河南省乃至国内同等条
件下最高进尺记录。

图为浩吉铁路一段。该铁路是世界上
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
路，也是国家“北煤南运”重要的运输通道。

图 为 白 音 华 自 备 电 厂 可 再 生 能 源 替 代 工 程
300MW 光伏项目。该项目为全国最大露天矿排土场
光伏项目，位于国家电投白音华露天矿排土场区域。

图为作业中的国能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无人驾驶矿用卡车。包文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