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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煤炭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及行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张 江 张腾飞 徐 利

新疆呼图壁县石梯子西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 呼图壁 831200

【摘 要】能源矿产是中国矿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石油、天然气在世界和中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费构成

中，分别占 93%和 95%左右。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种类齐全、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已知探明储量的能源矿产有煤、

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石煤、铀、钍、地热 8 种。其中，煤炭资源有 5345 处，保有储量总量 10025 亿吨，居世

界第 3 位。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基本特征，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一段时期不会根本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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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对于煤炭的开采利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

公元前 500 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煤炭已成为一种重要

产品。建国以后，采煤方法不断改进，煤炭产量持续增

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煤炭占我国

一次能源的 70%左右，在能源安全中始终发挥着兜底保

障作用。如何更好的保障能源安全，煤炭行业的今后发

展对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任务具有深远意

义。

1.我国煤炭资源开发现状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呈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特征。根

据《2020 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西部地区煤

炭储量 896.5 亿吨，占全国储量的 55.2%；中部地区煤

炭储量 606.23 亿吨，占全国储量的 37.4%；其他地区东

部地区煤炭储量 74.74 亿吨，占全国储量的 4.6%；东

北地区煤炭储量 45.41 亿吨，占全国储量的 2.8%。从

大型煤炭开发基地建设看，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16-2020 年）》，我国共有 14 个煤炭能源基地，

包含 162 个国家规划煤矿，其中 9 个煤炭基地分布在

晋陕蒙新地区。新疆基地煤炭预测储量高达 2.19 万亿

吨，占全国的 39.3%，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新疆地区

的资源开发不断提速，先后建设了 13 个重点矿区，将

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储备地区。（如图表 1、2）

（图表 1） （图表 2）

2010－2020 年，我国的煤炭产量经历了一轮从低谷

到顶峰再到低谷最后攀升的强趋势周期。2010 年，我国

的煤炭产量为 34.3 亿吨，随后国内煤炭产量逐年走高，

在 2013 年达到顶峰为 39.7 亿吨。之后几年伴随着国内

供给侧改革的趋势渐起，淘汰落后产能的影响，国内的

煤矿逐渐开始兼并重组，小型落后的煤矿关停，对国内

的煤炭产量造成了一定的影。我国的煤炭产量低谷出现

在 2016 年，当前煤炭总产量仅为 34.1 亿吨，随后煤炭

开始逐年增产。2020 年，我国全年共生产煤炭 39 亿吨，

达到了近五年的最高值。（如图表 3、4）

2.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存在问题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剩余探明可采资源

储量少。据统计，截至 2007 年年底，全国煤炭保有探

明资源储量为 11800 亿吨，其中基础储量 3260 亿吨，

资源量 8540 亿吨。煤炭储量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

区，内蒙古、山西、新疆、陕西和贵州五省（区）保有

探明资源储量为 9561 亿吨，占全国总量的 81%。尽管

我国的煤炭探明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人口

众多，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 134 吨。

近几年，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取得较大成绩，但也有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尚未解决，煤炭工业的发展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煤炭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破坏浪费严重。

我国煤矿企业资质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在资源价格走向

市场的过程中，一些不具备办矿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利用

其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参与矿业权竞争，通过炒卖资源牟

利，对行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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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进与落后生产能力并存，整体技术水平低。

我国煤炭行业科技贡献率仅为 24.2%，不但低于全国

29.5%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英国、日本平均 60%
以上的水平，煤炭行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除

部分国有大矿之外，大多数煤矿生产技术水平低、装备

差、效率低。

（3）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我国许

多国有重点煤矿相继进入了衰老报废高峰期，抵御事故

灾害的能力不足。此外，数量众多的乡镇小煤矿为了追

求高额利润，安全方面投入少，煤矿事故时有发生，这

严重影响了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4）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不够，矿区生态环境

亟须改善。“十五”以来，全国煤炭产量大幅增长，高

强度的资源开发加剧矿区生态环境恶化，而治理力度却

落后于开采强度，加重了环境破坏程度。此外，煤炭生

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泥、劣质煤、与煤伴生矿物以

及矿井水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煤炭生产过程中资

源的综合利用潜力巨大。

（5）煤炭资源的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严重，与其它

自然资源相比，矿产资源有其显著的不可再生性特点，

矿产资源在地球几十亿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经过各种

地质作用形成的，一旦被开采利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

则难以再生出来。矿产资源开采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

是及其突出的。

3.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趋势及必由之路

（1）科学规划煤炭生产布局。以大型煤炭基地为

重点，在资源条件好、开发潜力大的区域，按照智能化

煤矿建设标准，有序布局建设先进产能，引导优质产能

向优势资源地区聚集，着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提升供

给弹性。

（2）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可以实现减人、增安、

提效，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是践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具体体现，同时可提高煤矿绿色安全生产素

质，形成部分生产能力储备，增强供给的弹性和韧性，

切实履行兜底保障作用。

（3）提高煤炭转化综合利用效能，推动煤炭由燃

料向原料转变，是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的重要措

施。

（4）加快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我国在煤炭资源方

面有着强而有力的坚实基础。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得我国

能够完全自给自足，满足生活需要，这是发展现代煤化

工的强力驱动因素。

煤化工在产品端跟石油化工有较高的重合度，可替

代石油化工产品，发展煤化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我

国的能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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