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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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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山西是全国最大的产煤、输煤大省。山西煤炭工业在我国能源结构和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 ,山西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只有通过转变观念、完善法律、科学规划、创建生态工业

园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等综合措施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才能实现山西煤炭工业向新型化、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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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煤炭工业的地位

(一)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煤炭是我国最丰富的能源矿产 ,资源储量约占

全国矿产资源储备的 90 % ,化石能源的 95 %。目前

我国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占 67 %。受我国

“缺油、少气、富煤”的资源状况制约 ,煤炭在未来几

十年内仍将是中国主要的可利用能源 ,煤炭在未来

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主体地位不可替代。

(二)山西煤炭在我国煤炭工业中的地位

山西是全国最大的产煤、输煤大省 ,煤炭资源储

量大、分布广、品种全、质量优。山西目前已探明煤

炭储量 2600 多亿吨 ,占全国的近 1/ 3。全省 119 个

行政县 (市、区)中赋存煤炭资源的有 94 个 ,其中 68

个县 (市)煤炭年产量在百万吨以上。煤种包含了全

国的 10 大煤炭品种。2005 年山西煤炭产量已达

5154 亿吨 ,除供应国内 28 个省 (市、自治区) 外 ,还

远销亚洲、欧洲和拉美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山西煤炭工业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

煤炭经济占山西经济的份额很大 ,2005 年全省

煤炭销售收入占全省工业新增销售收入的 51 % ,利

润总和与利税总额分别占全省工业的 57 %和 46 %。

煤炭经济的发展 ,同时带动了电力、冶金、化工、交通

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 ,山西煤炭工业的兴

衰直接关系到山西经济的兴衰。

二、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挑战

　　在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下 ,山西煤炭工业

发展走的是粗放型经营道路 ,其特征是高开采、高消

耗、低利用、高排放和高污染 ,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带来了严峻挑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表 1 　山西主要煤炭产区煤炭可采年限表

城市
煤炭探明储量

(亿吨)

2000 年产量

(亿吨)

可采年限

(年)

大同 376 0. 5435 71

阳泉 100 0. 2569 37

长治 142 0. 2074 104

晋城 271 0. 3807 70

朔州 403 0. 2883 112

霍州 62 0. 0600 63

孝义 45 0. 0600 50

　　(一)煤炭资源日益减少 ,可采年限日益缩短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煤炭开采强度日益加强 ,

导致煤炭资源可采储量锐减 ,可采年限迅速缩短 ,按

2000 年生产能力估算 ,山西省一些主要产煤地区的

煤炭储量只能开采 30 多年 ,见表 1。“吃资源饭”的

日子面临着严重危机。

(二)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低 ,浪费严重

长期以来 ,山西煤炭总体资源回收率偏低 ,资源

损耗严重。2005 年山西省煤炭总产量 5. 54 亿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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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估计在 6 亿吨左右 ,平均资源回收率仅

40 % ,挖 6 亿吨煤意味着要浪费 9 亿吨煤炭资源。

山西煤系地层中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分布广泛 ,种类

繁多 ,如铝土矿、硫铁矿、高岭土、耐火粘土、甲烷及

稀有元素镓、锗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矿产资

源尚没有得到综合开发利用。

(三)煤炭开采利用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长期以来 ,煤炭开发和加工转化造成的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等严重问题已成为山西经济进一步发

展的首要制约因素。由于过度开采 ,山西省 16 个城

市主要污染物浓度均高于国家二级标准 ;有 13 个城

市居于“全国 30 个空气污染严重城市”之列。目前

山西省地下采空区已达 2 万多平方公里 ,占全省面

积的 1/ 7 ,已经发生地质灾害的分布面积达 6000 平

方公里 ;每年 10 亿吨的水资源横遭破坏 ;全省大小

煤矸石山堆积近万座 ,既占用土地又污染环境。有

数据显示 ,近 20 年间 ,山西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造

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112 亿元 , 占同期 GDP 的

18 %。如果计算环境污染损失 ,山西省每年新增

GDP 基本上都被抵消了。

三、循环经济是山西煤炭工业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以资源的

高效、清洁、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利用、再

循环”(3R) 为原则 ,通过“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

的转化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 ,促进资源的永

续利用 ,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

尖锐冲突。它是目前国际上最能代表可持续发展的

一种战略模式选择 ,正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和综合

利用的有效途径

发展循环经济 ,可以沿着煤炭产业生产多种相

关产品 ,如洗选精煤炼焦 ,煤焦油生产煤化工产品 ,

中煤、煤泥和矸石综合利用发电 ,煤矸石、粉煤灰及

煤渣生产建筑材料、修路、复垦土地、美化生态环境

等 ,把资源“吃干榨尽”,实现综合利用。因此 ,要发

挥煤炭资源的更大效用 ,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

树立大能源观 ,对产业链上下游生产要素进行合理

的优化配置 ,使煤炭和电力、炼焦、建材等产业协调

发展 ,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价值含量。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煤炭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的重要措施

发展循环经济 ,将改变煤炭工业以往所走的粗

放开发、简易加工、低效利用的扩张型粗放增长道

路 ,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逐步升

级 ,提高科技贡献率 ,做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

少排放、可持续 ,提高经济效益。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煤炭工业经济与社

会、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发展循环经济 ,一方面通过推行清洁生产 ,将经

济社会活动对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

小程度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

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 ,不再以牺牲资源

为代价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需要构成

危害。同时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提供更多的物质产

品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提供优美的人居环境 ,可

以充分体现“人是最宝贵资源”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

质要求 ,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

四、基于循环经济的山西煤炭
工业发展思路

　　依据山西省建立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发展战

略 ,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山西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

展 ,重点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转变观念是先导

发展循环经济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

实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就必须摒弃传统的发展

思维和发展模式 ,彻底改变片面追求 GDP 增长而忽

视人文、资源、环境指标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真正确

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结合

山西实际 ,就是把循环经济理念贯穿于建设新型能

源和工业基地的全过程。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

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循环经济和集约型生产的优点和

粗放经营的缺点 ,要使广大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

员工充分认识到 ,只有走一条集约、内含、绿色、综合

高效和文明和谐的发展道路 ,才能把山西从煤炭资

源大省和生产大省转变为煤炭经济强省。否则 ,就

会出现“煤竭而衰”,社会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出现停

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可怕后果。

(二)完善法律是保障

要制定和完善符合环境承载能力的资源开发法

律体系。首先 ,要制定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涵盖整个

国民经济的能源法。这方面 ,已有于 2006 年起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其次 ,要健全

煤炭法律法规体系 ,包括 :抓紧修订完善现行煤炭法

及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煤炭经营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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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配套法规 ,着手制订煤炭资源勘察、开发、特殊

稀缺和重要煤种保护、矿区保护等法规 ,制订节约煤

炭资源管理办法 ,使矿区发展结合区域环境承载能

力 ,确定开发强度 ,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 ,合理进行

布局 ;制订山西煤矿工人安全保障条例 ,依法保障煤

矿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制定煤炭交易规则 ,

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山西煤炭市场的现状 ,在

山西煤炭工业发展中认真贯彻“保护环境”这一基本

精神 ,为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

促进山西煤炭工业健康发展。

(三)科学规划是基础

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 ,用循环经济理念

指导煤炭工业发展。在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

战略指导下 ,山西煤炭工业在“十一五”期间要实现

八大规划目标 : (1)加快晋北、晋中、晋东三大煤炭基

地建设 ; (2)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水平明显提高 ; (3)产

品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到 2010 年 ,全省煤炭选洗比

重要达到 70 %以上 ; (4) 经济效益明显增长 ; (5) 资

源回收率明显提高 ,全省煤炭企业矿井采区回采率 ,

薄煤层达到 85 %以上、中厚煤层达到 80 %以上、厚

煤层达到 75 %以上 ; (6) 安全状况明显好转 ,到“十

一五”结束 ,全省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稳定控制在 1 人

以下 ,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 (7) 矿区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 ,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和大型煤矿主要工业污

染源治理和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法规标准 ;

(8)构建和谐矿区 ,坚持以人为本思想 ,围绕发展先

进企业文化及和谐矿区目标 ,促进矿区社会、文化、

生产、生活等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四)创建园区是载体

生态工业园区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

把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

投入或材料 ,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条的

工业生态系统 ,达到区域范围内物质能量利用最大

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的目的。山西能源工业有两条

主要的产业链条 :一是煤炭 —电力及下游产业链 ,二

是煤炭 —焦炭及下游产业链。通过建设煤炭 —电力

工业园区和焦炭工业园区 ,有利于大量工业废物在

园区中实现资源化利用 ,可大大降低污染排放 ,从根

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

突 ,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煤炭工业通

过发展循环经济园区 ,有利于促进下游产业、各类副

产品及废物利用产业的发展 ,客观上起到延长产业

链、替代产业快速发展的效果 ,对于区域经济结构的
优化和升级 ,走上“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环境损失最

低”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清洁生产是基点

实现煤炭工业的清洁生产 ,主要技术措施有 :大

力发展煤炭的洗选加工 ,提高煤炭产品质量 ,增加煤

炭入洗比重 ;发展型煤 ,改进煤炭燃烧方式 ;提高煤

炭工业转换电力比重 ;推广水煤浆的应用范围 ;积极

开发煤的气化技术 ;尽快发展煤炭液化技术。其它

措施 :依靠科技进步 ,尽快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设

备、技术、工艺 ;在煤炭生产、加工、转化、消费领域建

立起全面科学的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管理机制 ;制

定能源开发利用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办法 ,加强

对各环节的环境监测 ,实施从开发、加工、转换、利

用、传输的全过程环境管理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收费

制度 ,减少环境代价。

(六)技术创新是支撑

山西煤炭工业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循

环经济之路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解决煤炭“资源 →

产品 →再生资源”循环过程中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应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重点对煤矿

安全、煤炭洁净利用与环境保护等仍存在很多技术

难关的领域组织科技攻关 ,培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 ,努力使山西煤炭工业发展

成为高技术含量的新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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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单位工资 ,所以年工资偏高。福鼎经济不够

发达 ,从总体上看 ,当地茶叶工人的工资本应与建瓯

茶园工人相近 ,但福鼎绿雪芽茶园生产有机茶 ,由于

产品处于高端位置 ,对工人的生产与加工技术要求

比较高 ,加上产品市场行情看好 ,所以工人年工资比

建瓯茶园工人更高。这一分析结果有重要的政策含

义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 ,缩小城乡、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 ,是提高农民收入有效途径。提高产品

的技术含量 ,使产品升级换代 ,加强在职培训 ,提升

职业综合素质是使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中国贫困问题的重点在农村 ,农村的贫困问题

以女性为重 ,为此 ,从性别角度研究农业中的工资收

入问题对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条件限

制 ,本研究样本数量不够丰富 ,无法涵盖福建所有茶

区 ,研究结论会有一定的偏差。本文旨在抛砖引玉 ,

为未来的从性别角度分析茶叶产业的工资收入问题

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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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age Income in Fujian Tea Industry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ZHUAN G Pei2f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Institute of Tea Technology and Economy ,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 Fuzhou 350002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 the paper , by us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methods , explores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issue of

wage income in Fujian tea industry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wage income are insignifi2

cant , the impacts of gender are indirect , and the factor of area has direct impacts on the wage income of the said industry in Fujian. The results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 gender ;tea industry ;wag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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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anxi Coal Industry under the

Guide of Circular Economy Theory

ZHAN G Su2jiao
( Faculty of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 The coal industry in Shanx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nergy structure and national economy. But under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model , it has difficulti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The only way out is to turn to circular economy.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2

velop Shanxi coal industry under the guide of circular economy theory.

Key words : coal industry ; circular economy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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