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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首先阐述了全球常规能源石油和煤炭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所做的贡献和它们对全球生态环境造
成的危害 ,分析了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应用技术发展的缓慢 ,并对中国 21 世纪能源战略进行了简要介绍 ;
其次在简单介绍了山西省煤炭能源特征和近两年来产销量情况的基础上 ,分析了山西煤炭产业多年来经济
效益低下和环境代价太大的现实情况 ;最后提出了山西煤炭能源实施“优劣分离 ,集中治理 ,减污增效 ,净化
环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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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 ,能源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正反两方面的角色 :它既是人类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

的主力军 ,又是致使地球生态环境趋于恶劣的罪魁祸首之一。人类过去几百年来以不当的方式大量使用矿
产能源 ,是导致今天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近年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研究开发可
再生的和完全清洁的能源系列 ,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海洋能等 ,在这方面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走在了前
面。目前全球的能源结构和开发利用的走向正在朝着清洁的和可持续的方向慢慢倾斜 ———但是 ,太慢了 ,以
目前的局势和发展速度 ,这些完全清洁的和可再生的能源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占据人类发展的主要地位的 ,
而不清洁的石油、煤炭等矿产能源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得继续担任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角。据有关资料显示 ,
地球上石油的存量还可以供人类使用几十年 ,煤炭的存量还可以供人类使用二百多年 ,再加上天然气和其他
能源 ,人类尽可以在很长时期内利用这些化石能源进行经济发展。然而 ,地球的生态环境能否持续支撑得住
人类施加于其上的越来越大的污染载荷 ,它还能支撑多久 ,地球生态环境从恶化到崩溃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
这都是未知数。

二、中国 21 世纪能源战略
随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日渐短缺和洁净煤技术的迅猛发展 ,煤炭能源的地位正在快速升级并已经显示

出再度辉煌的光明。我国能源赋存的基本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 ,这就决定了煤炭能源的重要地位。根据
我国能源赋存状况和煤炭在生产及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以煤炭作为发展经济主力能源的形势在相当长
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改变。对于中国 21 世纪的能源战略 ,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 2002 年上海 APEC
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得十分明确 :“今后一段时期 ,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面对目前石油资源紧缺和大
气污染加重的双重压力 ,我们将在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及其产业 ,重点开发
和推广清洁煤发电技术、原煤液化技术等 ,实现煤发电技术发展的跨越 ,率先发展新型能源产业。”他要求在
21 世纪中国能源资源战略上 ,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煤炭工业 ,促进煤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 ,将高科技含量的洁净煤技术全面注入煤炭深加工领域 ,并加强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引
进和推广应用。可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利用高新技术资源与传统煤炭能源结合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
国 21 世纪的能源核心战略之一。

三、山西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一)山西煤炭资源特征
山西省的煤炭不仅储量大 ,而且具有地质构造简单 ,煤层倾角平缓、埋藏浅的特点 ,很大一部分可以露天

开采 ,投资少 ,见效快 ,建设周期短 ;另一方面 ,山西省境内六大煤田的煤种较为齐全 :有动力煤、炼焦煤、化工
用煤和民用煤等 ;还有一个优势是 ,山西省在中国的地理位置适中 ,交通运输成本较低。

　　2、薪酬的设计和制定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公司的高管人员。但从以上得出的结论 ,经营业绩与高
管薪酬不相关 ,可见上市发电企业的薪酬并没有达到良好的激励效果。也就是说 ,在现有的薪酬水平和薪酬
制度下 ,上市发电企业的高管人员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完成公司的业绩改进。

以上说明 ,我国上市发电企业的薪酬制度设计方面不合理 ,效果方面不显著 ,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因
此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高管人员的激励和约束 ,应该更多地结合公司的经营业绩重新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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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炭的工艺性质 : (1)山西的肥煤在单煤种炼焦时 ,焦炭的粘结性和熔融性良好 ,抗磨性和抗碎性较小 ;
山西的中等粘结性的焦煤在单煤种炼焦时 ,可获得裂纹少、块大的优质冶金焦炭。(2) 山西煤炭含热量高 ,许
多煤种可达 7000～8000 大卡甚至更高。(3)山西煤炭的低温干馏焦油产出率一般在 6 %～18 %。山西煤炭
的这些工艺特征 ,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

(二)山西煤炭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产销情况
据 2002 年召开的山西省煤炭工业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资料 :2002 年 1～6 月 ,全国煤炭总产量达到

5. 2 亿吨 ,同比增长 18. 3 %。其中 ,山西省煤炭产销量大幅度增长 ,原煤产量为 16287 万吨 ,同比增长
27. 67 %。也就是说 ,2002 年上半年山西的煤炭产销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31. 3 % ,山西省煤炭行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 178. 78 亿元 ,煤炭出口累计 2033 万吨 ,增速略高于全国水平。2003 年 1～11 月份 ,全省煤炭上报产
量累计完成 37484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000 万吨 ,增长 20 % ,出省销量同比增长近 2000 万吨。特别是
电煤重点合同兑现率达到了 116 %。产销同步增长 ,煤炭销售市场总体上呈现出这样的态势 :炼焦煤持续趋
紧 ,无烟煤、贫瘦煤供求基本平衡 ,动力煤由供大于求逐步趋于供求平衡。

(三)经济效益低 ,环境负效益高的局面
然而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山西省煤炭产销量的增大未必是好事 ,主要依靠出卖一次二次能源来赚取经

济效益的方式在短期内可能发挥一定的经济效果 ,但从长远利益来看 ,这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 :我
们简简单单地把陈列在地下的原煤挖出来 ,或是直接廉价地卖出去 ,或是用传统效率低下的转换方式将其转
换成电力、焦炭等产品形式卖出去 ,换回了一些经济效益 ,就算是实现了“经济增长”———出卖得越多 ,“经济
增长”得越多 ———这样的“发展经济”之路一方面经济效益低下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负面效益太高 ,代价太
大。这种发展经济之路的过程是以“获取”资源为主 ,以“生产”资源为辅 ,而基本上放弃了将洁净煤技术“创
造性”地施加于煤炭能源之上的途径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能源效率低下 ,浪费了大量的运输能力 ,而
且还造成了省内环境污染负效应大于经济效益的尴尬局面 ,这是山西能源发展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良性循
环道路的现实情况。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对原煤的深加工已经达到 70 %～80 % ,特别是原煤入洗率很高 ;国内其他省份的

图 1

许多大型煤矿也正在努力提高原煤入洗
率 ,并研究和引进煤炭能源高效率低污染
利用的高新技术来整改煤炭采掘和深加
工企业 ,而我们山西对煤炭的洗选深加工
能力到目前为止还只有 20 %～30 % ,更是
将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深加工的经济效
益拱手让了出去。多年来 ,山西省一次能
源煤炭、二次能源电力和其他初级原材料
和产品的输出模式并没有给本省带来较
大的经济效益 ,相反 ,却带来了严重环境
负效益。

三、煤炭能源“优劣分离、
集中治理”的框架

山西煤炭能源的开发利用要走可持
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势在必行 ,经过调
查研究 ,本文给出具体实施框架 :对煤炭
能源的采掘和深加工进行洁净煤技术的
全面武装 ,使煤炭能源转变为高效、洁净、
价格低廉和不污染环境的“准绿色能源”,其整改原则是 :“加大入洗率 ,优劣分离 ,集中治理 ,减污增效”。这
个原则的技术支撑就是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和洁净煤技术。基本实施思路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中 ,开采出来的原煤其绝大部分应该首先进入洗选工序 ,实现第一步的“优劣分离”:被分离为优
质“精煤”(图中左侧)和劣质“洗中煤”(图中右侧) 。优质精煤具有燃烧效率高和大大降低环境污染的品质 ;
劣质洗中煤主要由剔除出来的煤矸石和煤泥组成 ,它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 ,也是治理煤炭污染的主要
对象。在“优劣分离”的基础上 ,再对这两种不同品质的煤分别利用不同的洁净煤转化技术和燃烧技术 (各种
循环硫化床锅炉燃烧)等处理 ,特别是对集中了绝大部分有害污染物质的洗中煤进行污染集中治理 ,可以达
到在提高煤炭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 ,大大降低环境污染的目的。

在图中右侧所画出的虚线棱形框内 ,给出了对低效率高污染劣质煤充分利用的思路和框架 ,依照这个路
线付诸实施 ,将会把多年来滞留在山西境内并正在污染环境的煤矸石和洗中煤以及目前正在生成的煤矸石
和洗中煤陆续“洁净”地“吃干榨尽”,这样 ,既能大幅度提高能源转化和使用效率 ,同时又能大幅度降低山西
省境内的环境污染 ,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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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实现
中南大学商学院 　王 　璨　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刘江艳

[摘要 ]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再分配注重公平 ,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应发挥哪些职能 ,以实现社会公平 ?
[关键词 ] 收入差距 ,再分配 ,公平

所谓收入再分配 ,是指由政府主导的、能引起不同群体间收入转移的分配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 ,收入
再分配是实现公平的基本途径。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 ,在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 ,效果是显著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实现社会公平的任务还很
艰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坚持五个必须 ,以实现社
会公平。

一、必须通过政府转移支付 ,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 ,实现社会公平
政府转移支付在西方国家是一项主要的公共开支 ,是一个国家内部各级政府之间分担税收和公共开支

责任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政府在运
用这一手段时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

第一、政府转移支付应充分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我国地区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有很大差别 ,一些
贫穷落后地区人均收入低 ,学生入学率低 ,就业率也低。要解决这些问题 ,旨在保证各地区达到统一财政收
入水平的转移支付很难达到目标。只有明确设计针对低收入人口、少数民族、缺少受教育机会者的专项拨款
制度 ,政府转移支付的政策意图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扩大转移支付的规模。发达国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
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支配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的三分之二 ,其中一半用于转移支付。美国联邦政府转
移支付占州与地方政府支出的比重 ,1993 年为 22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转移支付的规模明显偏小。

第三、转移支付的测算要规范、透明度要高。政府应通过事先确定的公式计算和确定对地方政府的转移
支付 ,所有接受转移支付的辖区都在同样的公式下得到中央的拨款 ,测算公式应该是公开的 ,应有较高的透
明度、公正性和可预见性 ,保证实施过程中有章可循 ,从而减少转移支付的盲目性、随意性。

第四、转移支付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政府转移支付一般应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约束 ,实行法制化
管理。因为政府转移支付不能随心所欲、朝令夕改 ,必须有可靠而完善的立法依据 ,否则转移支付政策不仅
会失去稳定性、连贯性和严肃性 ,而且还会因法律、法规的混乱而造成政府转移支付难以集中统一的局面。

第五、转移支付应由专门机构负责并实行多级转移的方式。从发达国家政府转移支付的管理和实施机构
来看 ,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政府机构型 ,如德国三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均由联邦政府的财政部负责管理 ;二是政
府机构加咨询委员会型 ,如澳大利亚管理转移支付的机构就有两个 ,一个是联邦国库部 ,另一个是联邦拨款委
员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具体情况复杂 ,转移支付更有必要由专门机构负责并实行多级转移的方式。

二、必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实施反贫困战略 ,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权力的措施 ,也是一项社会公平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形

成社会安全网 ,有助于实施反贫困战略 ,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发挥了再分配的作用 ,
但还存在许多问题 ,如覆盖面小、水平低等等。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社
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二、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要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支
出 ,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第三、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和农民
共同负担 ,国家给予补助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结语
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资源低效利用和污染环境是一对黑色

的孪生兄弟 ,利用高新技术将其改变成为资源高效利用和净化环境这样一对绿色的孪生兄弟 ,是山西省实施
煤炭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山西的可持续发展系统中 ,能源可持续发展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把山
西在能源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大大减少生态环境代价 ,是山西实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
展状态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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