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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对大唐国际在内蒙锡 (锡林郭勒盟) 多 (多伦) 克 (克什克腾) 三角地区褐煤资源综合开发

利用方案上的实施和评估分析 ,试图探寻一种新时代背景下最高效、最环保的能源开发方式 ,从而使能源

为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在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的同时 ,扩大经营链、延伸产品链和价值链 ,走出

一条煤炭资源开发生态化、生态循环产业化、产业发展持续化的产业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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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石油资源相对贫乏 ,但是是世界第一产煤

大国 ,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37 % ,在能源利用

结构中 ,煤炭是可以支撑起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唯

一能源选择 ,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体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 ,是短期内不可改变的现实。但目前看来 ,我国对

于煤炭资源的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属于粗放式、非

环保的开发方式 ,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的利用加

工 ,不仅造成了能源的浪费 ,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该在充分利用国际石油资源

的同时 ,通过改变煤炭的利用方式来实现我国的能

源革命。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不应以降低煤炭在能

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为目标 ,而是以不断降低

终端能源中直接消费煤炭的比重和直接燃烧原煤的

比重为目标。煤炭利用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并非得不

到解决 ,重要而现实的途径是大力发展和推广洁净

煤技术 ,获得洁净能源 ,通过煤炭行业的绿色开发 ,

不但可以提高有限的煤炭资源的利用率 ,有效改善

我国能源结构 ,提高我国能源安全 ,进而缓解我国能

源的紧张状况 ,而且对于倡导节能环保的绿色能源

开发方式 ,保持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长久健康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绿色开发指的是利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对各种资

源进行环保的、低污染的、高利用率的开发。具体到

煤炭资源上 ,绿色开发的理念就是实现“低开采、高

利用、低排放”的生产模式 ,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 ,对

资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循

环经济所倡导的是努力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资源、

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不向或尽量少向社

会投放有毒或有污染的物质。也就是说 ,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要努力做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或不排

放 ,实现“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 —再生产品”的循

环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

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1 ] 。绿色开发的核心思想是

循环经济 ,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是一个“资源 —产品 —再生

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的经济运行过程 ,符合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减量化”要求在生产

和服务过程中 ,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

产生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再利用”要求产品应多次

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后继续使用 ,尽可能地延

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垃圾 ;“资

源化”要求废弃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 ,变废为

宝 ,化害为利 ,这样既可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又可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2 ] 。

1 　内蒙中部地区褐煤资源概况及开发
可行性分析
　　内蒙地域辽阔 ,本文仅以锡林郭勒盟、多伦的克

什克腾为中部的代表进行分析。锡林郭勒盟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偏东 ,总面积 202580 平方公里 ,

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 1712 %。锡林郭勒盟北

与蒙古国接壤 ,边境线长 1098 公里 ,南邻河北省张

家口、承德地区 ,西连乌兰察布盟 ,东接赤峰市、兴安

盟和通辽市 ,是东北、华北、西北交汇地带 ,其地理位

置具有对外贯通欧亚、区内连接东西、北开南联的重

要作用。锡林郭勒盟盟府驻地距呼和浩特市 620 公

里 ,距首都北京 180 公里 ,在“大北京”经济圈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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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之内 ,是大北京经济圈的天然成员。

锡林郭勒盟的煤炭资源分布广、规模大 ,含煤面

积约占全盟面积的 415 % ,截止至 2006 年底 ,探明

及预测储量 188218 亿吨 ,探明可采总储量 722 亿

吨。其中褐煤 718 亿吨 , 占探明可采总储量的

9915 % ,居全国第一位。褐煤变质程度最低 ,水分

高 ,发热量低 ,约为 3200～3500 大卡 ,相当于烟煤发

热量的 60 %～70 % ,着火点、可磨性低 ,热稳定性

差 ,含氧量高 ,化学活性高 ,适合就地发电、生产化工

产品等 ,不适于长距离运输。此外 ,锡林郭勒盟地区

水资源贫乏 ,在地域和时空上分布极不均匀 ,境内河

流多集中在东部和南部旗县。

“十五”以来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迅速 ,与全

国主要经济指标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但锡林郭勒盟

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区相比相对落后。据统计 ,“十

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生产总值达到 389516 亿元 ,

年均增长 1711 % ,高于同期全国 GDP 增长速度 716

个百分点。而同期锡林郭勒盟实现生产总值 16912

亿元 ,年均增长为 1615 %。尽管全盟国民经济的增

长速度提升较快 ,但是经济总量小、财政实力弱的状

况还远未得到改变 ,经济实力处于自治区下游水平。

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投入

不足 ,缺少大型龙头企业资金带动 ,工业经济发展滞

后 ;资源禀赋转化程度低 ,优势特色产业的规模小、

档次低、链条短 ,市场竞争力不强 ,与产业集群化发

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农牧业产业化程度较低 ,农

牧民增收难度较大 ;城镇化水平不高 ,中心城市规模

小、辐射带动能力弱等。整体看来 ,锡林郭勒盟地区

没有真正发挥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 ,资源开发利用

水平较低 ,整体的工业化水平仍然停留在较低层次。

根据《大唐国际内蒙锡多克褐煤资源一体化开

发利用方案》的规划 ,锡林郭勒盟褐煤资源的利用总

体战略是 :以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和五间房煤田开

采为基础 ,以克旗电厂、多伦及克旗煤化工项目为褐

煤消纳龙头 ,以水资源开发和生态修复为前提保障 ,

以铁路、输送管道和港口建设为纽带 ,产业链纵向延

伸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产业横向扩张带动多元化产

业集群 ,打通通疆达海大通道 ,以 BCB 等煤干燥技

术开发来拓展市场。同时 ,延伸开发锡林郭勒盟区

域外的辽西项目 ,使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对接 ,打

造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效益好、节能降耗好、环

境质量高的循环经济多元产业综合开发模式。该战

略能有效的发挥区域内的资源优势 ,并将产品线转

向新型煤化工产品 ,减少原煤资源的墒值 ,同时减少

污染物排放。通过建立区域辐射型的产品覆盖网

络 ,借助锡林郭勒盟的地缘优势 ,体现区域带动效

应 ,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该开发方案的实行不可避免地将使项目占地范

围内的土地利用格局遭到破坏 ,降低植被覆盖率 ,破

坏原有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但是 ,在采取生态恢复

措施的情况下 ,项目建设和运营对评价区自然体系

恢复稳定性和阻抗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区域

自然生态体系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整个项目工程的

建设和运营 ,从宏观生态角度上讲是可行的。此外 ,

一些煤矿开采结束后还可以形成新的人工景观。

为了合理利用及保护现有水资源 ,根据各用水

项目对水质要求的不同 ,露天矿采用分质供水 ,项目

采用疏干水、洗选废水再利用 ,做到水资源的循环利

用。计划在该地区建设的大石门水库每年可提供工

业用水 1 亿方 ,可平衡水资源供需。电厂、煤化工及

水电站等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在保证生活、生产用

水需要的前提下 ,采用有效的节水、减污措施 ,尽量

节约新鲜水用量。生产、生活污废水 ,雨水在采用成

熟、先进、可靠的工艺后梯级利用 ,全部经联合水处

理厂处理后回用 ,不向外环境排放 ,因此不会对外环

境产生影响[3 ] 。

该方案拟在水资源丰富的附近地区建设大型矸

石 - 煤泥电厂 ,充分利用两个煤矿丰富的煤矸石、煤

泥、劣质煤等低热值燃料。这样可使煤矿产生的各

种固体废物得到妥善的处置 ,对外环境的影响会较

小。电厂项目厂内灰渣分除 ,具备良好的综合利用

条件。

该文案对煤矿、电厂、煤化工、铁路各项目中可

能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均设计了水土保持方案。各

项目的主体工程设计均能符合水土保持的要求。在

加入施工中挖方土料的临时防护、供水管线开挖区、

供电及通讯线路、施工区及施工便道的植被恢复措

施以及施工管理后 ,各项目均能够控制水土流失 ,达

到不重不漏、层层防护、综合防治的效果 ,形成一个

完整、严密、科学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2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褐煤资源绿色
开发具体实施的技术路线
211 　总体方案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褐煤资源绿色开发实施方案

具体可由图 1 和图 2 表示。

该开发方案当中 ,各开发项目之间的产业关联

度很高 ,由此形成了大投资拉动大项目 ,大项目带大

产业 ,大产业促进多元产业融合、产业集聚。堪称世

界火力发电行业第一的大型克旗电厂 ,以其对大量

低质褐煤资源的需求和高功率电力的输出 ,来拉动

褐煤资源的大规模综合利用开采和相关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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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大规模褐煤资源的综合

利用 ,又为多伦煤基烯烃、化工、火电等项目开发提

供低价优质的原料 ,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电力的

开发又为褐煤开采、煤化工产品的深度加工提供了

充足的能源动力 ,煤化工和 BCB 等煤干燥项目作为

煤炭产业价值链纵向延伸生产方面的高附加值产

品 ,实现了褐煤开发的价值增值。以输煤铁路为纽

带的交通建设 ,不仅把煤矿、电力、煤化工基地有机

连接起来 ,构成了锡林郭勒盟区域内外“以线串点、

以点带面、葡萄串式分布”的开发格局 ,而且进一步

把区域内外铁路线与国家骨干铁路网连接起来 ,发

展通疆达海大通道 ,使西部与东北连接 ,促进大流

通 ,以利于形成集成煤炭、电力、化工、铁路运输、港

口码头运输等综合经营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两个

水库项目又为褐煤转化为电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化

工产品以及 BCB 项目提供了水资源保障 ,生态治理

采煤、发电、煤化工等开发项目产生的污水、废水、烟

尘 , 为开发区创造一个生态循环优良化的可持续发

展环境。煤炭、水资源、电力、化工和铁路运输一体

化综合利用开发 ,形成了一条产业关联度高 ,价值增

值链长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产业

链。

图 1 　锡林郭勒盟褐煤资源循环经济综合开发项目分布

图 2 　锡林郭勒盟地区循环经济综合开发示意图

212 　基础煤炭基地项目及电厂项目

锡林郭勒盟地区的煤炭基地核心项目主要包括

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和五间房煤田。胜利东二号露

天煤矿位于整个煤田的中部 ,是胜利煤田的聚煤中

心。矿田西部与胜利东一号露天煤矿相接 ,东部与

胜利东三号露天煤矿毗邻。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蕴

含着巨厚煤层 ,具备世界级最大露天矿的自然条件 ,

建设规模大 ,主采煤层埋藏深度 130～400 米 ,煤层

总厚度平均约 110 米 ,最厚达 320165 米以上。五间

房煤田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松根乌拉苏木

和巴音郭勒苏木境内 ,煤田面积为 586158 平方公

里 ,探明储量 118 亿吨 ,可采储量约在 80 亿吨以上。

煤田内各层煤为低灰 - 中灰、特低硫 - 低硫、中高 -

高挥发分、高热值 - 特高热值的长焰煤 ,多作为电力

用煤、工业炉窑燃料、气化和液化用煤。矿区内原煤

经洗选加工后可用于火力发电、各种工业锅炉、建材

工业水泥回转窑用煤、化学工业用煤和煤气发生炉

用煤、液化等。

该区域的主要电厂项目是克什克腾旗电厂和多

伦电厂。克什克腾旗电厂位于克什克腾旗三义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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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子村的东北侧约 600 米处 ,经棚镇西南直线距离

约 26 公里 ,电厂拟将电力电能直接送入华北电网 ,

南距华北网规划平谷站 290 公里 ,是距离坑口最近

的电网重要支撑点。多伦电厂位于本区的中心地

段 ,项目充分结合了锡林郭勒盟及周边地区的水煤

资源 ,充分利用了处于京津唐地区正北方向的区位

优势 ,将褐煤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电能直接送入京津

唐电网 ,弥补京津唐电网环网正北方缺乏电源点支

撑的不足 ,满足京津唐地区安全稳定的用电需求[4 ] 。

213 　水电及煤化工基地项目

本地区的主要水电项目是多伦水库和大石门水

电站。多伦水库位于多伦县境内 ,包括已经建成运

行的大河口水库和西山湾水库 ,和拟建的燕子窝水

库。其中 ,大河口水库储量 2600 万立方米 ,西山湾

水库储量 1 亿立方米。三个水库建成后 ,总库容约

215 亿立方米 ,每年可供应工业用水 8000 万立方

米。大石门水电站工程位于克什克腾旗西南部 ,距

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 44 公里 ,在西拉沐伦河干流上

游 ,是西拉沐伦河克旗河段规划中梯级电站群的龙

头水电站。大石门水电站的正常蓄水位 1072 米 ,死

水位 1063 米 ,总库容 119 亿立方米 ,装机 10 兆瓦 ,

发电量 2400 千瓦小时。坝型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

石坝。主要建筑物有大坝、竖井式溢洪道、发电引水

系统和电站厂房等。本地区主要的煤化工基地是克

什克腾旗煤化工基地、多伦煤化工基地和锡林浩特

煤干燥基地。克旗煤化工基地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

什克腾旗境内 ,是依托当地丰富的水资源 ,以胜利东

二号煤矿低质褐煤为原料 ,利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天

然气、汽油、柴油 ,将廉价的褐煤高效、洁净利用 ,转

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设计建造的综合性化工基

地。多伦煤化工基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 ,规划 2012 年之前在多伦基地建设 2 个煤化

工项目 , 分别是多伦一期 46 万吨/ 年煤基烯烃
(M TP) 项目以及多伦二期 60 万吨/ 年煤基烯烃
(M TO)项目。锡林浩特附近的胜利东二号矿和五

间房煤矿 56 亿吨的煤炭资源褐煤含量都很高 ,属于

高水分、高挥发性煤种 ,含水量最高可达到 40 %左

右 ,如此高的含水量将大大地增加运输成本以及下

游产业装置建设和运行的成本 ,降低了以褐煤为原

料的发电或煤化工项目的经济性。因此 ,规划在胜

利东二号矿坑口地区建设煤炭干燥装置。区域内核

心项目的分布如图 3 所示。

214 　铁路与电网接入方案

根据以上方案的地理分布及区域内的交通情

况 ,在区域内设计规划增加如下的铁路运输项目 :

两横 : ①锡林浩特 —五间房 —西乌旗 —高力

图 3 　锡林郭勒盟绿色开发方案示意图

罕 —白音华 —霍林河 —乌兰浩特 ; ②集宁 —克旗 —

大板 —通辽 (集通线) 。

两纵 : ①珠恩嘎达布其 —五间房 —锡林浩特 —

多伦 (克旗) —承德 —迁安 (唐山) —京唐港以及葫芦

岛港 ,正蓝旗 —张家口 ; ②珠恩嘎达布其 —五间房 —

西乌旗 —巴彦乌拉 —大板 —阜新 (新邱) —葫芦岛

港。

通过以上铁路的建设 ,不但可以实现区域内产

品的有效流通 ,还可以发挥区域地理优势 ,连接京唐

港、东北南部地区 ,进而将产品的运输范围通过港口

扩展至整个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实现区域产

品“通疆达海”的效应。具体的铁路接入方案如图 4

所示。

图 4 　锡林郭勒盟地区铁路接入方案

本方案项目生产的电力可以采取特高压输电方

案 ,并入京津唐电网和东北电网 ,主要送往京津唐市

场 (含上海方向)和东北市场。京津唐电网是华北电

网的负荷中心 ,用电量和供电负荷增长一直较快。

而京津唐地区受环境、水资源等制约 ,电厂建设空间

小 ,主要依靠区外输电。锡林郭勒盟区域电源基地

的建设使京津唐负荷中心地区获得优质、廉价、洁净

23

技术经济 　　　　　　　　　　　　　　　　　　　　　　　　　　　　　　　　　　　　　　第 28 卷 　第 9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电力能源。图 5 为方案的电网接入方式 :

图 5 　锡林郭勒盟地区电网建设方案

从电网稳定和供电安全考虑 ,锡林郭勒盟区域

电源基地处于京津唐的正北方 ,该输电线路的建设

开辟了从北向南往京津唐送电的新走廊 ,将成为华

北电网的重要支撑点 ,符合分散接入的要求。待克

旗电源基地装机容量逐步增大后 ,再协调电网建设

送往东北的特高压输电走廊 ,支持振兴东北的经济

建设。

215 　管道接入与区域外延伸项目方案

锡林郭勒盟三角区煤化工输送管道设计两条 ,

一条是液体管道 ,一条是气体管道。克旗煤制气通

过气体管道送往北京 ,多伦的煤化工基地液体管道

送往京津唐地区及两个出海口 ,多伦煤化工生产的

煤制气并入克旗 - 北京的输送管道中 (图 6) 。

图 6 　锡林郭勒盟地区煤化工产品管道输送方案

根据方案的实施特点 ,可以在锡林郭勒盟外部

地区实施如下的项目 : ①葫芦岛煤炭码头。通过建

设几个十万吨级的煤炭泊位 ,提供煤炭产品运往辽

西地区的中转站。②京唐港煤炭码头。通过建设京

唐港区 5000 万吨煤炭泊位项目以完善京唐港区的

各种泊位功能 ,满足锡林郭勒盟地区煤炭资源在京

唐港区下水的实际需求。③辽西项目。主要包括锦

州热电厂、葫芦岛热电厂和阜新煤化工基地。其主

要作用是将锡林郭勒盟地区的煤产品延伸至辽西地

区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能源帮助。

3 　内蒙中部地区褐煤资源绿色开发的
区域发展意义
　　1)内蒙中部地区褐煤资源的绿色开发有利于

贯彻国家“十一五”煤炭计划的实施。

国家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的产业导向 ,即“建

设大型煤炭基地 ,鼓励煤炭企业联合重组 ,引导形成

若干产能亿吨级和 5000 万吨级的大型骨干企业 ,鼓

励有优势的煤炭企业实行煤电联营或煤电运一体化

经营。”这一开发有利于整合优化煤炭资源布局 ,建

设大型煤炭基地 ,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加快煤炭

科技创新 ,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新型煤炭工业体系做出贡献。同时也有利于地区

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 ,方案按照“十一五”规划纲

要提出的“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 ,按照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 ,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

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 ,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

利用体系”的要求 ,围绕煤炭这一龙头产业 ,根据产

业价值链的延伸和增值过程 ,通过延伸产业链来进

行综合开发利用 ,进而形成以煤炭为基础的若干产

业链。同时 ,形成了一整套循环经济的流通方式 ,还

通过对于褐煤衍生产品的加速开发 ,有效的满足了

当前我国化工行业的需求 ,也符合当前我国能源行

业的发展方向[5 ] 。

2)内蒙中部地区褐煤资源的绿色开发有利于地

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仅大唐国际锡林郭勒盟地区褐煤资源综合开发

方案的实施 ,预计项目总投资就可达到 1398 亿元 ,

预计项目全部达产后总销售收入可达 47112 亿元 ,

税收总额可达 94124 亿元。仅就总投资而言 ,根据

经验数据 ,将通过乘数效应在当地拉动至少 3 倍的

投资量 ,即带动当地总投资将超过 4000 亿元。全部

项目达产后将吸纳 9000 多人就业 ,无论这些就业人

口来自于盟内还是盟外 ,仅就安排这些人口所需建

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设施来说 ,将为地方经济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机会和发展平台。锡林郭勒盟地区

附带客运的整体铁路建设 ,在解决企业自身产品外

运问题的同时 ,将会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该方案本着精干主业、辅业社会化的原则 ,其生活设

施、辅助生产设施尽可能依托城市。胜利东二号煤

矿的配套设施建设与锡林浩特市“十一五”工业园区

建设总体规划吻合 ,在项目建设中 ,逐渐形成包括锡

林浩特市、多伦、克什克腾旗、别里古台镇 ,上都镇 ,

多伦淖尔镇等锡林浩特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推进

当地城市化建设步伐。方案随之带来的一些无形资

产 ,如技术、管理、文化等 ,这些无形资产通过示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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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当地企业和人们形成新的知识积累和观念的更

新 ,有效促进当地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

展 ,使后发达地区可以从先发达地区先进文化技术

的“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 ,成为后发达地区知

识、技术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3)内蒙中部地区褐煤资源的绿色开发还有利于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的实

施 ,通过大通道带动大发展 ,也为今后利用境外资源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内蒙古作为西部省区 ,不仅是我国煤炭资源主

产区 ,也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

锡林郭勒盟东邻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在距离上

与东北地区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 ,国家已将锡

林郭勒盟确定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资源接续地和能源

后备区。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 ,能源资

源的总体优势在逐渐减弱 ,其中石油、煤炭、有色金

属等资源的丰度已经明显下降。锡林郭勒盟能源资

源储量非常丰富 ,且开采程度低 ,无论是煤炭成矿条

件、开发前景还是技术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 ,都可以

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资源接续地。本开发方案中 ,

通过锦州热电厂、葫芦岛热电厂、阜新煤化工基地等

辽西煤电项目的建设以及葫芦岛国际港口的修建 ,

可以将锡林郭勒盟地区的煤矿资源用于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相关建设当中 ,提供稳定而经济的能源保障。

通过建设下海通道使蒙东地区的煤炭产品及煤化工

产品直接进入京津唐市场 ,并通过两大出海口进入

东南沿海 ,进而覆盖全国。通过建设巴珠线、集通线

等地方铁路 ,并连接固有铁路 ,初步构建了通向俄蒙

的铁路大通道 ,为进一步与俄蒙进行经贸互惠交流 ,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打下良好基础。

对于我国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 ,是在当前能源

短缺情况下的首要任务 ,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能

源基地 ,发展潜力巨大 ,但需要科学的引导。因此 ,

通过实施和评估锡林郭勒盟褐煤资源的绿色开发方

案 ,可以探寻出一条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于能源资源

的开发利用途径 ,并以最高效、最环保的方式 ,让能

源为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发展循环经济

产业 ,扩大经营链、延伸产品链和价值链 ,不仅能够

培育出煤炭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且能够提高煤

炭资源回采率和综合回收率 ,降低采矿贫化率 ,延长

矿山寿命 ,走出一条煤炭资源开发生态化、生态循环

产业化、产业发展持续化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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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roduc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n Lignite

Resource in Middle Inner Mongolia in China

Sun Qiming1 ,Liu Lizhi2 ,Zhang Baiyu1 ,Zheng Xin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onmental Sciences ,Nort 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Abstract : By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t 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rogram of lignite resources in‘Xilin Gol League —

Doron —Koskteng’delta region in Inner Mongolia by Data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t his paper t ries to explore t he most efficient and most envi2
ronmental way to develop energy resources in t he new era ,which aims to make energy resources promote t 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gions

and count ries. While circular economy indust ries are developed ,t he relative business should be expanded ,and production chain and value chain

should be extended to find out a new t rail wit h t he indust rial and regional co2develop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 he ecologicallization of re2
source development ,t he indust rialization of eco2cycle and t he sustainable of indust rial development .

Key words :lignite resource ;green production ;recycling economy ;middle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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