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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背景下新疆煤炭行业转型升级探讨

徐明明

基于绿色经济，企业未来必然朝着节能减排方向发展，民众在绿色经济方面的呼声持续增加，各个行业

均开始设立绿色经济目标，煤炭行业同样如此。对此，本文分析了新疆煤炭行业升级转型必要性，介绍了新疆煤炭行

业在升级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形势，并提出几点优化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单位与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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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绿色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就是持续、和谐、效

率，基本内容是持续服务产业、循环工业与生态农业的

社会形态、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煤炭行业在日常经营

中，存在高污染、高能耗等问题，在节能减排战略中属

于重点行业。同时，节能减排涉及范围非常宽泛，存在

制度因素与人为因素等方面影响，节能减排效果与民众

生活具有紧密关联。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充分提升，

其对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行为关注度不断增加，因

此绿色发展是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1]。

1 新疆煤炭行业升级转型必要性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新疆煤炭行业积极转型

我国对于煤炭消费量较大，因为“少气、贫油、多

煤”，所以导致我国在煤炭资源方面的依赖性持续增

加，同时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行业中占比超出60%。煤

炭不仅是新疆主要能源消费品，同时也是区域经济支柱

性产业。在2000年2020年期间，新疆煤炭产量0.3万吨增

长至4亿吨，为新疆经济发展提供80%以上的一次能源，

虽然近些年新疆对能源行业持续深入开展调整工作，积

极开发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能源，有效解决弃光、弃

风、新能源的调峰等问题，通过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

源进行替代，充分降低传统能源依赖性，提高清洁能源

使用比重，然而，煤炭消费在新疆仪器能源的消费占比

超出75%，煤炭行业的经济总量在新疆规模以上的企业中

位居前列[2]。

能源安全问题需要新疆煤炭行业积极开展升级转

型工作

我国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对于能源

具有较大需求。虽然我国经济总量为全球第二，然而相

比于发达国家，我国人均GDP仅为其1/4，我国现阶段

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能源需

求也会不断更新，我国到2050年的人口数量达到14亿以

上，GDP总量达到44万亿美元以上。若是根据发达国家

人均能源消耗现状，届时我国能源需求将超出116亿吨标

准煤，即便根据能源经济效率最大的德国与日本能耗水

平极端，标准煤总量也需85亿吨。

技术装备与资源禀赋为产业升级提供良好保障

新疆煤炭预测储量达到2.19万亿吨以上，在我国预

测储量中的占比达到2/5以上，个人保有储量均值位居前

列。新疆煤层主要是侏罗纪煤层，弱粘煤、不粘煤、长

焰煤煤种 在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0.90%，肥煤、焦煤、气

煤少量，具有煤质优良、资源量大以及有害成分少等特

点，新疆煤炭主要优势如下：

煤种齐全，资源丰富。侏罗系下统八道湾组

与中统西山窑组是主要含煤层，痩煤、贫煤、焦煤、肥

煤、气煤、长焰煤、弱粘煤、不粘煤是主要煤种牌号，

高挥发分、低磷、高热值煤、低硫、特低硫是主要煤

质。弱粘煤、不粘煤、长焰煤是主要煤种，煤具有较高

反应活性，在合成二甲醚、甲醇与煤间接液化、气化等

方面具有良好适用性，适用于煤化工、煤变油、煤气

化、动力、电力等行业的优质能源。瘦煤、贫煤、焦

煤、肥煤、气煤在煤化工与煤焦化等方面具有良好适用

性。具备全面对煤炭资源进行转化的基础，通过煤炭资

源的优势，与“西能东输”“资源转换方向”目标确定

相配合，对煤炭资源进行经济优势转换[3]。

建设与生产费用低。新疆煤炭埋藏浅、煤质

好、资源丰富、开采成本低，开采容易，开采技术突出

扩建矿区与新建矿区投资为300元/t。新疆在全国各个能

源区中属于低价位，重点煤矿价格在160元/t左右，价格

优势显著。在此种资源禀赋作用下，新建积极开展能源

化工基地建设工作，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培养大批技术

人才，同时充分掌握核心技术，在煤炭开发、利用以及

其他方面获得长足发展。

2 新疆煤炭行业在升级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形势

碳排放大户，煤炭行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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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煤炭化石能源始终占据着我国

能源结构重要地位，根据相关报告数据可以了解到，燃

煤供热、发电排放在能源碳排放中的占比达到44%，煤炭

在终端燃烧的碳排放比重达到35%，说明煤炭行业是碳

排放大户，在碳减排过程中面临着严峻形势。国家能源

集团在我国煤机能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能源在2020

年12月几开始制定2025年碳达峰方案。国家能源集团在

“十四五”阶段，将不断提高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新

能源的新增装机量预计达到8000万千瓦。另外，积极建

设“生态林”，新增造林面积将超出10万亩，碳汇减排

和矿区生态将协同发展。相关煤炭企业和相关企业之间

积极签署“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研究合作协议，主要

目的就是对自身碳排放现状进行全面梳理，积极探讨

“3060”目标的实施渠道。“3060”目标对于煤炭企业

与煤炭工业来讲，在升级转型时期，是机遇、是挑战、

同时也是一场硬仗。煤炭行业采用何种方法打胜硬仗，

以“十四五”纲要角度分析，新疆地区可以促进煤炭生

产集中到资源富集区域，对煤电发展规模进行合理控

制，积极推动以电代煤建设[3]。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需要面对新要求以及新形势

能源结构布局会出现深刻调整。清洁能源开发

利用规模将不断扩大，取代煤炭以及其他化石能源的地

位。基于“3060”目标，非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总消费

占比将由2020年16%，增长至25%以及80%，并采用分布

式和集中式结合的能源开发模式。

复杂多元化的能源利用模式。电能开始应用于

传统不用电行业中，能效服务、数据中心以及电动汽车

等新型服务需求与用能方式将大量涌现，氢、热、冷、

气、电灵活转换以及多能互补，能源利用形式将朝着互

动化、综合化、个性化与多样化方向发展。

3 基于绿色经济背景新疆煤炭行业升级转型路径

积极开展风光火储一体化建设工作

风光火储建设。在存量煤电方面，进行“一

体化”项目发展，积极根据送端新能源特性以及受端消

纳空间、系统条件等，对消纳近区的风光电力，对配套

煤电的调节性能进行强化、提高储能设施可行性以及必

要性展开研究。积极鼓励与引导存量煤电机组借助灵活

的升级改造能够强化调节功能，对新能源电力“就近打

捆”一体化方案进行明确。在增量基地化外送项目方

面，积极根据国家与新疆地区环保政策、水资源利用、

生态红线等政策要求，基于大型煤炭基地，对新能源电

力优先汇集，对储能规模进行优化，对煤电规模进行科

学论证同时严格控制，对一体化建设方案进行明确。在

增量就地消纳项目方面，基于对新疆消纳能力与资源条

件进行全面评估，对新能源电力进行优先利用，将储能

设施与配套煤电调节作用全面发挥出来。

风光水储建设。在存量水电基地方面，根据受

端消纳空间与系统条件、送端新能源特性以及水电出力

情况等，基于提升清洁能源利用率，对消纳近区的风光

电力情况、设置储能设施可行性与必要性就进行分析，

鼓励水电机组借助建设龙头电站对出力特性进行优化，

对“就近打捆”方案进行明确[4]。在增量一体化建设方

面，根据国家与新疆地区环保政策、水资源利用、生态

红线等政策要求，对小型水电站与中型水电站规模进行

严格控制，对新能源电力进行优先汇集，对风光水储方

案进行明确。

风光储建设。在存量新能源的外送基地方面，

根据受端消纳空间与系统条件、送端新能源特性，对

设置储能设施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分析，对一体化建设

方案进行明确。在增量风光储方面，积极探索基于新能

源资源丰富的基地，对储能规模进行优化，将储能设施

调频、调峰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充分减少风光储发展成

本，保障价格竞争优势，对风光储建设方案进行明确。

基于政府主导，积极帮助煤炭企业进行脱困发展

国务院在2016年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促使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进一

步化解，促进煤炭企业进行脱困发展。所以，需要将新

疆煤炭钢铁行业在脱困发展、过剩产能化解等方面积极

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人民银行、财政部与发改委应该积

极根据环保、国土、职工安置以及财税金融等专项政策

文件，进行有效落实。相关单位需要利用环保、法律以

及其他手段，积极开展监管工作，对超能生产、违法生

产与违规生产等应该积极重新审定，并严格检查，对新

增煤炭的产能进行严格控制。应该将金融引导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根据“有扶有控，区别对待”原则，保证煤

炭企业资金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对违规产能信贷投入进

行严格控制。优化直接融资市场机制，为煤炭企业进行

各层次资本融资提供保障。扩大绿色资产证券化与金融

债券等新型金融工具发行范围，让煤炭企业不断朝着绿

色方向发展。另外，对于新入驻企业严格开展资质审核

工作，引进技术水平高、经验丰富以及综合实力突出的

煤炭企业，对采矿权处置制度与转让制度进行规范，对

于指定期限内未开展开发建设的企业探矿权及时回收，

对于煤炭资源采用跨区域配置方式。

积极开展企业重组工作，提高行业集中度

通过借鉴鲁尔矿升级转型检验能够发现，开展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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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改造过程中，转让、并购、关停生产效率差、

成本高以及机械化水平低的煤矿，向机械化水平突出、

盈利多的企业集中采煤业，能够充分提升煤炭企业的

生产效率。对于煤炭企业生产效率低以及集中度低等问

题，建立集团化经营手段，充分促进煤炭企业的升级转

型发展。第一，借助市场化方法，选择纵向与横向重组

措施，鼓励企业在上下游行业与行业内开展形象与横向

重组工作，充分提升煤炭企业的安全管理能力与经营效

率，强化行业集中水平。借助政策扶持，在税收、资金

补助与项目核准等方面提供支持，将煤炭企业重组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在跨区域重组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将

地方保护主义摒弃掉，允许大型企业整合小型煤矿，有

效优化煤炭产业。另外，还应该积极研究煤炭行业中关

键性技术与关键基础理论，促进煤矿的信息化、自动

化、现代化、大型化方向发展，朝着清洁高效利用、安

全生产的绿色方向发展。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提高法律保障效能。应该积极开展煤炭法修订

工作，对煤炭清洁利用内容进行优化，对煤炭清洁利用

地位、政策支持、关键举措等事项进行明确，另外对程

序性规定进行强化，为开展煤炭清洁利用提供保障。

支持相关技术研发以及利用。应该积极开展煤

炭清洁利用关键装备与技术研发工作，提高基础研究力

度，积极开展先进技术布局工作，支持进行先导性、前

瞻性等设备、技术的攻关工作。对于可以促进国家战略

需求的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科学制定专项政策，为其工

业示范运行提供支撑。对于生产原料是煤炭的产业、企

业提供良好支持，推动煤化工产业低碳化、多元化、高

端化发展，进而充分实现“3060”发展目标。

推动煤化工转化和新能源之间耦合发展。参考

行业基准水平、效能标杆，淘汰落后产能，对相关项目

进行节能降碳改造，若是效能低于基准水平，则应该进

行清零处理，对于在建与拟建项目应该参考效能标杆展

开建造。鼓励发展“风光能源互补—电解水制氢/电网—

煤化工”碳中和创新模式，同时予以良好政策支持。对

于积极进行新能源、新技术开发的煤炭企业予以良好政

策支持，对其能源消费量进行核减，鼓励、引导煤炭企

业积极参与新能源开发工作。

提升开采企业升级转型的步伐，采用绿色开采

技术

首先，积极进行环境立法，基于环境容量对开发资

源进行确定。对矿区生态环境的容量进行科学论证，采

用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发展模式，对开发节奏进行充分

把握。构建矿山环境修复保证金与复垦基金制度，建立

环境治理、恢复机制，保证煤炭开采能够朝着安全、高

效、绿色精细化模式方向转变。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绿色经济背景，煤炭行业要想持续

占据市场份额，保证自身可以稳定发展，应该积极开展

节能减排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保证民众能源需

求与环保需求均可以得到满足。然而煤炭行业开展节能

减排工作并非朝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企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任务非常艰难，对于煤炭企业需要积极面对现阶

段行业发展问题，以实际角度为切入点将社会监管职能

充分发挥出，为煤炭行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保障，

为民众创造绿色、健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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