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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目前煤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大难题，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煤矿

矿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并对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几点建议，其目的在于交流沟通，

更好地实现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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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1.1 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长期以来，煤炭工业的能源基础产业地位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统计

显示，建国以来，中国的“实际 GDP” （1978 年不变价）从 1949 年到 1993 年，增长了

30.8 倍，能源消费（煤所占比例年均 77.55%）增长了 46.1 倍，是实际 GDP 增长的 1.50 倍。

这充分说明，中国在时间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以大量能源投入为代价，换取社会财富的增

加。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国家。我国常规探明可采储量，包括煤炭 、

石油、天然气及水能资源，折合标煤 1918 亿吨。其中煤炭 1186 亿吨，占 62%；石油及天然

气 50 亿吨，只占 2.6%。目前实际消耗煤炭占 75%，石油及天然气占 20%。由此可见，我国

煤炭替代石油的时期将比世界其他国家要早，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格

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煤炭工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仅长期在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而且，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中国 21 世纪议程》实施的效果，

也必将影响着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1.2 煤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终要落脚在以矿区所在具体区域和空间，矿区的可持续发展自然

成为整个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国煤矿矿区在形成发展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大量尖锐复杂的资源、生态

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生态经济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 经济结构单一，产业递进缓慢、经济效益低下 
矿区经济结构单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单一，从而导致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

同时经济发展连续性不够，在矿区资源枯竭时没有及时相成新的支柱产业或替代产业；二是

经济成分单一，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占绝对优势，其他经济成分比例甚微。产

业递进缓慢的表现是产业序次低，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及劳动力分布结构中，第三产业较低，

直接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并且容易造成经济效益下滑，工人失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⑵ 矿区与城市协调发展性差 

由于管理体制束缚，矿区与城市协调发展性差。突出表现为条块分割，城市政府难于参

与矿区的生产要素配置，矿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功能较弱。 
⑶ 区位偏离 

矿区大部分位于内陆或边远的荒漠地区，远离交通干线，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远离国

内、国际市场，矿区经济体系处于一个封闭状态，是矿区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 



⑷ 生态环境恶化 
矿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①环境污染，主要来自 “三废”排放，废水、废渣是主

要污染物；②占用和破坏土地，其中包括矿山生产活动所占用的土地，为矿山服务的交通设

施，矿山生产过程中堆放的大量固体废弃物所占用土地，以及经营矿山开采面生产的地面裂

缝、变形和地面塌陷等导致土地闲置。 ⑸ 生产模式粗放，产业选择机制落后 
矿区传统生产模式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其特征是高开采、

低利用、高排放。线性经济是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破坏生态

环境，其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性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为废物来实现经济增

长。 
⑹ 矿区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矿产资源产出率低；②矿产资源利用效率低；③矿产资源回收

率低；④资源再生率低。 
综上所述，矿区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为的三种危机：①资源危机，资源储量及状况恶

化，生产难以维系；②经济危机，原有单一的矿区产业结构适应不了资源渐渐枯竭的局面，

销售收入锐减，加之后继产业与多元经济脆弱，致使经济增长和效益滑坡；③生态危机。所

以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在矿区的发展中，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

局面。 
 
2 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矿区可持续发展  
 

从理论上讲，循环经济是矿区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行动的 先进的实现形式，是目前世

界上 为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和基础，它的 佳表现形

式是生态产业链（网）。 
构建矿区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生态产业链结构，矿区在资源上具有优势，在产业、技术

上具有可能。①资源上的优势。煤炭矿区以煤炭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为主业，从资源开发和

利用的角度来看，煤炭采掘和洗选加工仅仅是产业链和产品链的起点，对煤炭资源的深度加

工有广阔的空间，为进一步纵向延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价值，提供了资源优势。再者，煤

炭的伴生矿物，煤炭生产加工中排放的煤矸石、煤泥、矿井水等，乃至受开采损害的土地都

是资源，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具有完全的自主资源优势。②产业具有可能。原煤或

洗选煤炭具有两重性，既可投放市场作为 终产品销售，又可作为中间产品输送到下道工艺

环节作为原材料。与煤伴生的资源以及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伴生的次级资源也具有两重性，可

以开发利用也可废弃掉。这说明煤炭矿区的中间产品与 终产品难以界定，这种产业性质为

矿区产业耦合，构建煤炭矿区生态产业链结构提供了工艺上的可能和广阔空间。③技术上具

有可能。技术是构建煤炭矿区生态产业链结构的核心。煤炭行业经过“八五”、“九五”和“十

五”期间资源综合利用的不断实践，在煤矸石、煤泥、矿井水等废物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各种新技术也日趋成熟，为矿区构建生态产业链结构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总之，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发展矿区资源循环利用模式，构建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的矿

区生态产业链（网）是实现矿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 以资源循环利用方式建设生态矿区 
 
3.1 矿区生态“食物链” 

矿区资源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可以用一个“食物链”来反映（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不象自然生态系统那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矿区的“食物链”是一个开环的系统，

因此矿区的这种系统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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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资源开发利用流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矿区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初始投入的资源在经过生产、销售过程后，

自由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在矿区“食物链”中得到补偿并循环进行。而其他资源都产生

了大量的“废物”，未被参与矿区生产过程中的循环，而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并造成了矿

区生态环境恶化。 
3.2 矿区发展循环经济遵循原则 
3.2.1“3R”原则，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 

减量化原则表现为提高资源的回收率和减少各种污染物。再使用原则是要求矿区尽可能

对矿产资源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推行资源的洁净利用、高效使用，并对伴生资源进

行综合开发和利用。再循化原则是要求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再利用，变废为宝。  
3.2.2 全面化原则 

针对废弃物的多样性，进行废弃物的全面利用和主要矿产资源与共伴生矿物全面开发利

用。 
3.2.3 全程化原则 

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广泛性，要使循环经济发展贯穿矿产资源

生产与消耗的全过程，并全程减排废弃物。 
3.3 矿区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研究 

矿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是提高资源回收率、转化率和利用率，减少产品生产消费

过程中废弃物排放，长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共同发展。 
3.3.1 在矿井层面上，推进清洁生产，实现资源利用的小循化 
3.3.1.1 煤矿企业可以从采区布置、工作面布置、回采工艺、方法、设备选型、现场管理、计

量考核、奖惩政策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资源回收率。一是积极开展“三下”采煤技术攻关，

解放“三下”呆滞煤量。二是运用高科技手段，开展防灭火技术研究，探索断层煤柱、边角

煤柱开采技术的试验研究 大限度利用好矿区现有资源。三是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淘汰落后

设备、技术和工艺，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改造。四是大力开展

回收复用、修旧利废。 
3.3.1.2  对原煤进行粗加工、深加工和精加工，大力加快发展选煤、动力配煤、民用型煤、

水煤浆、开发利用煤层气，研究发展煤炭焦化、液化、气化技术，使煤炭得到高效洁净利用。 



3.3.2 在矿区层面上，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实现资源利用的中循环 
在矿区周围，以煤炭为依托，形成一系列的煤炭辐射企业和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也即

以煤矿企业为龙头，联合周边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建成零排放、高就业、高效益的生

态工业园区。比如煤、电、化工产业链；煤、电、养殖、种植一体化产业链；煤、矸石、建

筑材料一体化产业链等，使得产业间的原料、废料尽可能被充分综合利用，寓环保于生产中，

使整日环境容量需求量 小化。 
 

同时，以煤炭企业为核心，联合区域内相关企业及农业部门、居民生活区、信息服务部

门等，形成一个自然、工业和社会的复合体。复合体通 
 

过成员间的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鞥里和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的共享来

实现整体在经济和环境上的良好表现。 
 
3.3.3 在社会层面上，实现资源利用的大循环 

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要在自己产品上下功夫，为实现社会循化经

济打下良好基础，就是要通过使用清洁能源、清洁储运等，从源头上控制资源浪费和污染。 
 
4  结 语 
 

循环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

于煤矿来说，如何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正确的方式和手段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跨矿区的可持

续发展，将是需要我们大家持续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