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煤炭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句国冠 

 

（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以转型发展理念为指引，深入分析晋城市煤炭经济转型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从

煤炭资源现状、存在问题、对策与建议入手，指出转型发展不仅仅立足于资源开发利用的转

型，更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生态转型、技术转型、管理转型、文化转型、理念转型的过程，

是一个使煤炭价值最大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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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干部会议召开后，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已成为山西省加快科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坚

持科学发展，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晋城市主导产业未来的发展之路。转型，是向传统工业化

宣告的一场深刻变革。 

如何在转型发展中做强煤炭经济，为市委、市政府建设一个全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

先行区、示范区而添砖加瓦,晋城煤炭经济发展的实践选择是全面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这条主线，落实循环经济理念，围绕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走出一

条内涵式增长的集约发展之路。 

概观经济发展，晋城之长在于煤，晋城的转型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依

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转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系统的全方位工程。晋城的转

型发展，是在煤炭的基础上谈转型，既要依托煤炭，又不能依赖煤炭，除了产业转型、方式

转型、生态转型、技术转型、管理转型、制度转型，还包括文化转型、理念转型等。 

一、依托煤炭资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合理开发     

    煤炭工业是晋城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支柱产业，煤炭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55%，全市 65%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煤炭工业，目前全市有 10 多万人直接从事煤炭产业，并

有相当数量的人员间接服务于煤炭产业。近年来，煤炭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以 5000 个/年的

速度迅速增长。未来 5 年，煤炭行业如何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晋城

工业的未来。 

    （一）晋城市煤炭资源现状 

    晋城市矿产资源丰富，有“煤炭之乡”之美称。特别是无烟煤，储量约占全国无烟煤储

量的 1/4 以上，占山西省的 1/2 多。全市含煤面积 5350 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56.4%，

总储量 808 亿吨，其中已探明储量 271 亿吨。晋城煤炭具有含硫量小，发热量高，可选性好

的特点。所产块炭晶莹光亮，燃烧无烟无味，素有“白煤、香煤、兰花炭”之称，曾被英国

皇室选为壁炉专用煤，销往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英国、日本、韩国、东南亚、

西欧等国家和地区。 

    晋城市主要可采煤层为 3#、9#、15#，目前主采煤层为 3#煤，9#、15#煤尚处于零星和

局部开采。全市煤种为单一无烟煤，煤质优良，具有低中灰、高发热量、固定碳含量高、机

械强度好、挥发分低等特点。 

    除煤炭资源外，晋城市煤层气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沁河、芦苇河两岸高瓦斯含量区，

预测煤层气资源量为 6.85 万亿立方米，3#和 15#煤叠合含气面积 164.2 平方公里，探明地质

储量 402.19 亿立方米，可采储量 234.6 亿立方米，气田分布稳定，储量丰富，含气量高，产

出稳定。 



    近年来，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煤炭行业“关小、改中、建大”的战略部署以及煤炭行业

科技发展的要求，晋城市地方煤矿在全省率先进行了骨干矿井建设和大规模的采煤方法改

革，取得了显著成就。2004 年底，晋城市拥有地方煤矿 30 万吨/年以上骨干矿井达到 63 座；

全市 50%的矿井实现了长壁开采，实现壁式工作面 500 面；采掘机械化程度提高到 12%；

煤炭洗选率提高到 15%；矿井资源回收率提高到 35%；百万吨死亡率降低到 0.48。 

    （二）存在的问题 

    县营煤矿接续勘探落后。晋城市煤炭地质勘查程度相对较高，但高级储量的资源只能满

足县（市）营及以上煤矿的生产和建设需要。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县营以下煤矿的接续（包

括下组煤延深）资源勘探程度较低，无法满足安全生产和矿井建设需求，亟待进行煤炭资源

的补充勘探。 

    采煤方法改革任务艰巨，复采工艺研究与推广落后。目前，全市地方煤矿采掘机械化程

度仅为 12%，实行长壁式开采的矿井仅占 50%。特别是一些小型矿井，仍然是靠巷掘式（也

称以掘代采）、仓房式和高落式等传统采煤方法开采，复采工艺落后，不仅造成了煤炭资源

的严重破坏，而且抗灾能力低，煤矿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较低。长期以来，晋城市的煤炭工业以向外输出初级产品为主，煤

炭产品链较短，对市场依赖程度较高。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立环境友好型、节约型社会的要

求，未来晋城市的煤炭工作必须在做大做强煤炭工业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以煤为基础的煤炭

产品链延伸和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实现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策与建议 

    一是鼓励大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下一步，要以整合关闭 30 万吨/年以下小煤矿为

基础，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等形式。走联合建大、股份建大、兼并建大和引资建大

的路子，组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在煤矿开发建设上，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规模化和资源状况

较好的矿井，对周围小型矿井实行资源整合，减少矿点，同时具备条件的矿井搞好延深开发，

实现 3#、9#和 15#煤的配煤采，提高经济效益，促进规模化矿井的建设。 

    二是领先科技创新，提升矿井产能。转变瓦斯治理理念，变过去的被动预防到主动开发，

努力实现瓦斯抽放钻孔量、瓦斯抽放量和矿井掘进进尺“三量”动态平衡。通过努力，使矿

井资源回收率达到 50%；采掘机械化程度达到 40%；煤炭洗选率达到 50%；煤炭转化率 50%；

百万吨死亡率不超过 0.5 人。 

    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加快中小型煤矿资源整合和技术改造，

30 万吨以上骨干矿井的产量占到总产量的 70%。通过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将全市矿井

数量控制在 129 座，矿井生产规模全部达到 90 万吨/年以上，并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生

产。同时，还规划新建玉溪煤矿 240 万吨，东大 800 万吨，沟底、沁和各 500 万吨，国投一

期 400 万吨等几个现代化的骨干矿井，使煤炭主业规模化。 

    二、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循环经济，走低碳发展道路 

    多年来“一煤独大”的畸形产业结构使煤炭产业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同时，也使晋城承受着资源环境制约的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既不

充分又不科学的压力；二是产业结构单一的压力；三是生态环境的压力；四是社会就业的压

力。过去支撑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渐成科学发展的“短板”。另外多年来形成的“唯煤是图，

以煤为重”的黑色思维；过度依赖煤炭，创新的创造动力不足的问题；对矿产资源比较重视，

对人才、人文等资源重视不够的狭隘观念，也成了眼下和未来发展的思想阻力。 

    在转型发展、争先发展的战略指引下，全市“一煤独大”的格局被打破，初步构筑了煤

炭、电力、化工、煤化工、冶铸、建材、煤层气、高新技术、旅游等“八大产业”为主导的

新型工业体系。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连年实现总量扩张、增速领先、比重增加、

位次前移。增长方式实现了由粗放向集约、数量向质量、传统向科技的改变，2008 年，全



市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8.7%，其中非煤产业增加值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 38%。

晋煤集团非煤产业的经营总额已占到 64.5%，兰花集团非煤产业的产值占到了 50.4%，泽州

县探索出“四产八业引领、一矿一业带动，全民创业助推，抓大扶优加速，构筑平台保障”

的转型经验，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发展局面正在形成。 

    一是围绕“焦、肥、醇、油”四条主线，稳步推进产业延伸和产业转型，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无烟煤粉煤价格低于焦煤和块炭，晋城市年产 3000 万吨粉煤，完全可用于配煤炼焦，

按粉煤、焦炭价格比，全市生产 500 万吨焦炭，可增加销售收入 40 多亿元，经济规模与经

济效益相当可观。实施煤转精细化战略，打造全球最大的以煤为原料的高浓度氮肥基地。为

了推动煤与煤化工一体化发展，将煤化工装置建在矿上或临近矿区，减少消耗，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坚持煤—肥—化联产。大力发展甲醇、二甲醚等绿色新能源，坚持煤—气—化联产。

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人心，新能源汽车市场方兴未艾，大力开发煤层气产业，开发醇醚燃料

及其下游产品，不仅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是提高煤炭综合利用度。重点对煤矸石、煤泥、煤层气、矿井水进行综合利用。在城

区、泽州、沁水、高平新建和改造煤矸石发电厂，在已具备瓦斯抽放条件的 45 座高瓦斯矿

井新装备瓦斯发电机，瓦斯抽放矿井（区）周围 60%的居民实现瓦斯供热和做饭；在矿井

集中的嘉峰、中村、郑村、下村、高都、川底、南村、马村、陈区、原村等重点区域新建

20 座矿井水处理厂，对全市 70%矿井水进行净化利用。 

    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强与科研部门合作，提高科技进步对煤炭增长的贡献率。加

大与煤炭研究总院、中国矿业大学、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太原理工大学等科研单位的联系，

加大对煤炭产业链延伸的研究与开发，通过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引导支持，大力发展煤、

焦等深加工，重点开发焦炉煤气，发展精细化工，着力培育和发展煤化工、煤电一体、煤制

油、煤层气和焦炉煤气开发利用，延伸煤炭产业链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四是提高产业保障能力和管理能力。“十一五”期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信

息体系、技术保障体系、技术培训体系和煤炭销售体系，对市煤研所、市煤炭设计室进行加

强，组建市煤炭技术培训中心、煤炭生产信息调度中心，使其成为煤炭工业的科研、技术、

信息综合服务支撑平台，同时加强市煤炭协会工作，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正常进行。 

    五是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力度。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要坚持“五同步”原则，即煤

炭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同步核准、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步经营。并按照“谁

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加强矿区废水、废渣、废气和

采煤沉陷区“三废一沉”的综合治理和利用。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的发展

道路，才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发展后劲，开创晋城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取得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的新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