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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体化铁路网络疆煤外运可行性研究

王集鹏
国能包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 要：本文以一体化铁路网络参与疆煤外运为研究对象，对国家能源集团在疆的煤炭资源进行了概述的基础

上，对疆煤外运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对目前疆煤外运采取的南北中及公路运输通道构成通道格局分别进行

了说明和研判，通过比较分析，结合国家能源集团一体化铁路运输网络，分别提出了近期、中期及远期三个可行性实

施方案，针对这三个方案实施难易度及优缺点，最终指出当前一体化铁路参与的关键问题，及未来构建疆煤外运运输

通道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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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

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报告中也指

出，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国家能源集团作为能源供应“压舱石”能源革命“排头

兵”，虽然拥有依托“煤电路港航化”全产业链一体化

运营优势，对于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助力新疆能源

“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

略意义，但是由于当前新疆区内煤炭消费和转化能力有

限，影响煤矿产能释放，亟需加快新的出疆通道建设，

而国家能源集团在晋陕蒙拥有自成体系的一体化铁路网

络，如何建立并高效运用一体化铁路网络优势，进而开

辟疆煤外运新通道，确保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是

本文主要探讨研究的方向。

1��国家能源集团在疆煤炭资源概况

1.1  资源分布及规划
新疆是煤炭及煤层气资源大省，是我国煤炭生产力

西移的重要承接区。全区预测埋深2000米以浅煤炭资源
量2.19万亿吨，占全国资源总量的40%，目前查明煤炭资
源量4500亿吨，主要分为吐哈、准噶尔、伊犁、库拜四
大煤炭基地。

国家能源集团在疆共持有煤炭资源781.3亿吨，主要
分布在准东、吐哈地区。其中在疆生产和建设煤矿共12
处，总产能1.089亿吨/年，生产煤矿9处产能9750万吨/
年、建设煤矿3处产能1140万吨/年。“十四五”期间，主
要是在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三基地一通道”建

设为契机，继续发挥一体化和专业化优势，重点发展优

质煤炭、煤制油化工项目，建设“风光火储”“水光蓄

储”大型新能源基地和有竞争力的大中型水电，提升运

输网络能力，强化煤电运化发展的整体性。

1.2  煤炭价格分析
新疆地区煤炭主要内部消纳，一直以来政府出台指

导价格，近年来，随国内煤炭保供形势变化，国内国际

煤价高企，疆煤价格有所提升，但受制于运输能力，整

体价格且波动区间不大，例如，哈密地区4000大卡煤炭
160元/吨左右、4800大卡煤炭240-260元/吨，三塘湖地
区5000大卡煤炭210-220元/吨，五彩湾、奇台地区4500-
5000大卡煤炭210-220元/吨，石河子玛纳斯5000大卡煤炭
400-450元/吨。

2��疆煤外运必要性分析

2.1  疆煤外运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新疆在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资源这个优势。随着国内能源仅

依靠“三西”地区的煤炭资源，未来将无法满足能源需

求，新疆作为全国煤炭稳价的承接战略区地位正逐步凸

显，要充分发挥地区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2  疆煤外运提升国家能源集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水平。

（1）虽然在新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由于转
化和外运能力有限而困在疆内，因此疆煤未来有望成为

重要的资源接续区和发展储备区。纵观国内能源生产、

保供形势分析，未来下游电厂、焦化厂煤炭需求不断扩

大，晋陕蒙核心矿区煤炭增产保供能力受限，外购煤收

购举步维艰，一体化发展供需不平衡矛盾日益凸显。为

确保一体化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亟需采取有力

措施释放优质产能，拓展疆煤外运入江下海，缓解一体

化运营资源紧张的局面。

（2）在经济效益方面，疆煤经一体化铁路网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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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可实现国家能源自有铁路1171公里全运距运输，500
万吨的疆煤铁路运量可分别为甘泉铁路公司、包神铁路

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带来边际效益为9930万元、33566万
元、62405万元。
3��疆煤外运通道情况分析研究

目前，疆煤外运主要通过铁路和公路外运出区，基

本已形成铁路外运为主、公路外运为辅的竞争格局。

3.1  疆煤外运铁路通道
截止目前，新疆铁路总运营里程7550公里，电化率

47.6%，复线率36.7%，铁路运输能力1.2亿吨（其中煤炭
4500万吨）。铁路外运通道已形成中通道（兰新、陇海
线）、北通道（乌将、将淖、红淖、临哈线）、南通道

（格库、青藏线）的“一主两辅”交通格局，如附图1
所示。

图1��疆煤外运铁路通道示意图

（1）北通道
准东—（将军庙）—（淖毛湖）—镜儿井北—柔

远—临河—宁夏或包头（未全部打通），由乌将、将淖

（在建）、红淖、临哈铁路构成，主要向内蒙、宁夏以

及华北区域外运，此通道可绕过目前运能饱和的兰新铁

路直达银川或包头。现能力1400万吨/年，将淖线建成，
乌将线、红淖线、临哈线扩能后可达3500万吨/年。即便
上述两线建成，由于临哈线的通道能力受限，北通道无

法满足疆煤外运需求。

（2）中通道（主通道）
准东—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兰州（主力通

道），由兰新铁路、陇海铁路构成，向甘肃、宁夏外

运，并辐射川渝及华中地区。现能力7500万吨，客货分
离后，运输能力可提升至1.25亿吨/年。
（3）南通道
（库拜矿区、准东矿区—吐鲁番）—库尔勒—若羌—

格尔木—西宁—兰州—（成都、重庆），由格库铁路、

青藏铁路构成，主要通过格库铁路（格尔木-库尔勒）经
青藏线外运。

（4）通道联络线
将军庙—鄯善—沙尔湖—大南湖—敦煌、罗布泊—

若羌，目前，北、中、南三大通道相互独立，缺乏联络

线，需建设将军庙至鄯善、鄯善至敦煌铁路、罗布泊至

若羌铁路，连接北、中、南通道，为准东煤炭外运和哈

密煤炭供南疆提供更便捷的铁路通道。

（5）通道总能力
目前北、中、南通道煤炭运输能力分别为1400万

吨、3400万吨、1300万吨，合计6100万吨。“十四五”
期间，既有运输通道扩能后，新疆铁路运输能力可达2.3
亿吨，其中煤炭运能1亿吨，煤炭外运需求1.2亿吨，煤炭
运能缺口0.2亿吨；“十五五”末，煤炭外运需求5亿吨，
如果铁路不扩能，运能缺口将达到4亿吨。
（6）疆煤外运铁路通道存在的问题
一是不论现阶段还是“十四五”期间，疆内铁路外

运能力均严重滞后于煤矿产能核增需求，新疆煤炭等大

宗货物铁运占比偏低，疆内铁路网建设亟需进一步优化

完善。

二是现阶段由于国铁集团内部形势错综复杂，各铁

路局之间运输能力不匹配，导致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空

车保有量严重不足，疆煤外运一直面临运力紧张、车皮

紧张等问题（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车皮计划费130元/吨左
右），疆内多数煤炭企业被迫将疆煤汽运至兰州铁路局

集团安北站或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明水站装车发运。

三是北通道将淖、红淖铁路因为运输能力有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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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计划完全受制于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同时临哈线通

道能力饱和，国家能源集团协调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增

加自有煤炭出区运输计划更加困难。

3.2  公路外运通道情况
“十四五”期间，作为疆煤外运的公路主要线路有三

条，占据着新疆煤炭外运运输总量的三分之一，分别为

上海至新疆的312国道、新疆至西藏的219国道、新疆至
青海的315国道。在这三条通道中，青海到上海的国道
315/312是最主要的运输渠道。公路运输作为新疆煤炭运
输的一个分支，和铁路运输通道相比，公路运输存在价

格变化、运营安全风险等不可抗拒风险，如何克服公路

运输通用的安全风险因素，及建立有效的运输价格变化

防范风险体系，需要继续努力解决。

4��一体化铁路实施疆煤外运可行性方案研究

4.1  近期方案
（1）汽运至金泉站转一体化铁路运输
从近期来看，疆煤汽运至甘泉铁路金泉站经一体化

铁路网络发运，是目前可操作性最强的方案。

方案优点：一是方便快捷、可操作性强，国家能源

集团一体化单位可利用各自产业优势，短期内迅速开展

此项业务；二是疆煤可与蒙煤配煤后再进行销售，可明

显降低煤炭综合成本，增加疆煤市场竞争力。

方案缺点：由于汽运成本较高，导致煤炭到港后竞

争力不足，同时由于目前港口煤价波动较为剧烈，疆煤

市场竞争优势较小，难以形成规模。

（2）铁路集装箱运输至金泉站倒装集团自备车
将红沙泉的煤炭装箱后，通过国铁集团铁路运输至

甘泉铁路金泉站，卸箱并倒装至国家能源集团自备车，

经一体化铁路运输至港口，国铁车及空箱返空。

方案优点：较方案一运输费用每吨可节约100元左
右，进一步提高疆煤市场竞争力。

方案缺点：一是受临哈线通道能力限制，此方案每

年最多只能运输300万吨疆煤；二是金泉站集装箱倒装设
备配备不完善，且倒装时间较长，影响装车效率。

（3）铁路集装箱直接运输至宁夏地区
将红沙泉的煤炭装箱后，通过国铁集团铁路运输至宁

夏地区，供应国家能源集团在宁夏地区的煤炭需求企业。

该方案和方案二一样，受兰新线通道能力限制，疆

煤外运的总量量有限。

4.2  中期方案
（1）加快既有北通道扩能改造。国家能源集团可通

过收购或入股临哈铁路公司的方式，推动出疆北通道加

快扩能改造进度，以股权换运力，最短时间增加疆煤外

运通道能力，满足国家能源集团及疆内其他煤矿铁路外

运需求。

（2）加快推进分界口煤炭储运基地建设。国家能源
集团投资建设中通道安北站、北通道明水站和马鬃山站

等煤炭储运基地，解决铁路跨局运输瓶颈和实现公铁联

运上站出区。

（3）国家能源集团自备车入疆实行点对点循环运
输。国家能源集团集团自备车过轨进入乌鲁木齐铁路局

集团、兰州铁路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同时以

企业自备车为基础开行煤炭班列运输，扩大煤炭出疆能

力，破解目前国铁车辆紧张的难题。

4.3  远期方案
修建疆蒙重载铁路联通一体化铁路网。从远期来

看，需要规划自建或合建一条疆蒙重载铁路（预留电气

化、复线条件），起点为将黑线黑山站，沿将淖线并行

向东、跨红淖铁路，继续向东并行临哈线，终点接轨甘

泉线金泉站，同时研究联通疆内矿区之间在建或规划铁

路专用线，在苏宏图站附近出支线连接宁夏宁东基地，

通过宁东、三新、东乌、浩吉、甘泉铁路连接国家能源

集团晋陕蒙核心路网，彻底打通国家能源集团自有煤炭

出疆铁路入江下海通道。

5��结语

疆煤外运对于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加强新疆地区的煤炭供应，确保国内能源需求得到

满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也实现

新疆地区煤炭与内地之间的快速、高效运输，降低运输

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十四五”期间，疆煤出区铁路

运力严重滞后于逐年增长的煤炭外运需求的问题将更加

凸显。目前国家能源集团一体化铁路网络参与疆煤外运

的突出问题是疆煤出区前端汽运距离2000km，这是影
响疆煤出区能否形成稳定运量的关键环节，而汽运成本

直接影响煤炭在港口的销售价格。从近期看，就是想方

设法进一步降低前端汽运成本。从远期看，不仅要研究

连通疆内矿区之间在建或规划铁路专用线，还要规划修

建一条疆蒙重载铁路，实现通过宁东、三新、东乌、浩

吉、甘泉铁路连接国家能源集团晋陕蒙核心路网，彻底

构建疆煤出区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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