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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月 8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

和煤炭等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

运行。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

大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

因素导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

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有关方面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能

源供应保障。针对今冬明春电力、煤炭供求压

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会议强调，保障能源安全、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保”的重要内容，

要发挥好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作用，有效运用

市场化手段和改革措施，保证电力和煤炭等供

应。一要坚持民生优先，保障好群众生活和冬

季取暖用能，确保发电供热用煤特别是东北地

区冬季用煤用电。加强民生用气供应，适时组

织“南气北上”增加北方地区取暖用气。二要在

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

煤矿尽快释放产能，加快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

露天煤矿投产达产，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

依规整改、尽早恢复生产。交通运输部门要优

先保障煤炭运输，确保生产的煤炭及时运到需

要的地方。三要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

针对煤电企业困难，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

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保障煤电企业购煤等合

理融资需求。四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

成机制。有序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

市场，在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

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由分别不超过 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

过 20%，并做好分类调节，对高耗能行业可由市

场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 20%的限制。鼓励地

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

优惠政策。五要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应急备用和调峰

电源建设。积极推进煤炭、天然气、原油储备及

储能能力建设。六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完善地方能耗双控机制，推动新增可再

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间内不纳入能源消费总

量。推动重点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在主要

耗煤行业大力推进煤炭节约利用。会议要求，

要压实各方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实

事求是，加强统筹兼顾。各地要严格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做好有序用电管理，纠正有的地方

“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反对不作

为、乱作为。主要产煤省和重点煤企要按要求

落实增产增供任务。中央发电企业要保障所属

火电机组应发尽发。电网企业要强化电力运行

调度和安全管理。对不落实能源保供责任的要

严肃追责。 （中国政府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

10月 13日，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主办，山西焦煤集团承办，西山煤电公司协办

的 2021年“山西焦煤杯”第十届全国煤炭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在山西太原开幕，同时 2021年

全国煤炭行业矿山测量工职业技能竞赛也正

式启动。

本届大赛以“新征程、新技能、新生活”为

主题，共设置综采维修电工、安全仪器监测工、

瓦斯检查工、矿山救护工 4个国赛工种，以及矿

山测量工 1个行业工种，分理论考试和实操竞

赛两个环节进行，赛期为 3天，将于 10月 15日

闭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12个省、市、自治区

的 58家煤炭企业共计 380名选手参赛，共同展

示新时代煤矿工人的技能水平和职业风采。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21年“山西焦煤杯”第十届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山西太原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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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2021 年 1-9月份，中国进口天然气 8985.2 万吨，同比增加

22.2%。9月份，中国进口天然气 1062.4万吨，同比增加 22.6%，环比增加 1.8%。

★ ，2021年 1-9月份，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铁矿石，下同）8.4

亿吨，同比减少 3.0%。9月份，中国进口铁矿石 9561.1万吨，同比减少 11.9%，环比减少 1.9%。

坑口煤价延续高位运行。增产保供政策落实，各煤矿都有一定任务

量，部分煤矿产量增加，各地铁路计划多优先电煤发运。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为推高进口值的重要因素。截至

10月中旬，反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路透 CRB指数相比去年底累计上涨超过 40%，相比去

年的最低点涨幅超过 130%。今年前三季度，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进口价格同比

上涨了 11.3%，其中，铁矿砂、原油、铜等商品进口均价的涨幅均超过 30%。

，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达到 69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两年平均增长 7.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9%；第二产业用

电量 44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第三产业用电量 12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11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 （国家能源局）

国家统计局 10月 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下旬

全国煤炭价格继续呈大幅上涨态势。各煤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无烟煤（洗中块，挥发份≤

8%）价格 1714.4元 /吨，较上期上涨 32.4元 /吨，涨幅 1.9%；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

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1043.7元 /吨，较上期上涨 138.5元 /吨，涨幅 15.3%；山西大混（质量较

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1204.1元 /吨，较上期上涨 149.7元 /吨，涨幅 14.2%；山西优

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1270元 /吨，较上期上涨 154元 /吨，涨幅13.8%；大同混

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1289.1元 /吨，较上期上涨 151.3元 /吨，涨幅13.3%；焦

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4100元 /吨，较上期上涨 120元 /吨，涨幅 3%；

上述数据显示，9月下旬全国炼焦煤、无烟煤、动力煤价格涨幅较之前有所收窄，但仍然较为

明显。 此外，9月下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 4086元 /吨，较上期上涨 136元 /吨，涨幅

3.4%。 （国家统计局）

大秦铁路 10月 8日发布的公告

显示，2021年 9月，公司核心经营资产大秦线完成货物运输量 3462万吨，同比下降 1.45%，而上

月为增长 3.09%。环比来看，较 2021年 8月份减少 110万吨，下降 3.08%。9月份日均运量 115.4万

吨，较 8月份的 115.23万吨增加 0.17万吨。日均开行重车 76列，其中：日均开行 2万吨列车

58.1列。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9月份大秦线运输情况与 8月份相当。目前，大秦铁路正在秋季集

中修，为下一步冬煤运输准备安全稳定的线路条件。毕竟进入四季度后，增产保供将逐渐呈现更

加实质性的效果，同时，大秦线发运煤炭以长协合同煤为主，市场煤占比很少，在国家三令五申

强调长协合同补签的情况下，这些合同量大多都与铁路绑定，后期的发运任务只会增加而不会

减少。在这一情况下，预计四季度大秦线运量或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增加。 （雪球）

八月份以来,随着政策和监管持续发力,煤炭行业保供稳价工



作紧张有序开展。一方面,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通过在建煤矿投产、在产煤矿产能核增、煤矿

智能化改造扩产等多种方式,主产地合计新增优质先进产能 1.4亿吨 /年。截至七月中句,已完成

产能置换、正在办理核增批复的煤矿产能 4000万吨 /年。八月份,又有 16座鄂尔多斯露天煤矿

取得接续用地批复,涉及产能 2500万吨 /年左右,此外,还有产能近 5000万吨 /年露天煤矿将于

本月中旬陆续取得接续用地批复。此外,国家努力推进约六亿吨的煤炭储备能力建设,能够发挥

蓄水池作用,稳定煤炭价格。另一方面,加强煤炭价格监测,对恶意炒作、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进行查处。为积极响应保供稳价相关致策,陕西榆林、内蒙古自治区多地多家主力煤矿

已经陆续进行不同幅度的降价。

进入秋季,随着电厂日耗缓慢回落,加之水电出力增加。而主产地煤炭产能的加快释放,核增

和新批煤矿投产,后期煤炭供应有望保持增长态势,预计供热期到来之前的十月中下旬,煤炭价格

将出现小幅回落。但是,尽管煤炭需求进入传统淡季,但是距供暖季节也并不遥远,煤炭供需仍然

偏紧,港口运输依然繁忙。

今年以来,煤炭市场活跃程度保持上升势头,甚至出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现象。虽然九月

份属于民用电的传统淡季,但考虑到九十月份是建材、化工、钢铁等行业的需求旺季,加之今年冬

储提前采购,产地安全、环保检查趋严,预计九月中下旬会提前迎来煤炭采购和拉运高峰。随着全

运会举办,榆林地区火工品受到严格管制,神木等地区部分露天煤矿停产，用户将转向内蒙地区

拉煤,促使产地市场更加活跃。十月份,天气转凉，电煤消费旺季特征减弱;叠加受七天长假影响,

工业用电减弱，预计煤炭市场供需形势明显缓解,价格将出现下行。但是,10月 15日,东北地区将

点火供暖,在此之前,必须把库存打起来。11月初,华北地区进入供暖期,煤炭需求或将逐步进入峰

值。与此同时,国内煤炭增产保供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煤炭生产情况继续改善,优质产能加快释放,

将出现煤炭市场供需两旺走势。需求端,虽有政策调控支持,但各环节库存低位,需求刚性大,预计

煤炭需求强劲,市场趋紧,价格将出现波动上扬。 （煤炭交易中心）

近日，第一家“碳中和”合成煤油生产工厂在

德国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地区维尔特县揭幕。据悉，汉莎航空将是该工厂的首批客户之一。

工厂运营商阿特摩斯菲尔公司表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工业规模生产合成煤油，在正常

运营之后，该工厂 2022年的产能将为每天一吨原料煤油。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为了实现到 2030年年产 20万吨绿色

煤油的目标，我们需要大幅提高产能。”

新工厂将利用周边地区的风力涡轮机提供的水和电生产合成煤油，此外还将使用沼气厂食

物残渣和环境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阿特摩斯菲尔公司计划从 2022年第一季度开始正常运营。从 2026年起，德国至少 0.5%的

航空燃料必须包含新型的电力合成煤油，这相当于每年约 50000吨的合成煤油需求量，是该工

厂生产能力的数倍。到 2030年，新型燃料的占比需要上升到 2%。

据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的计算，航空在人为气候变化中的占比为 3.5%。因此，该行业正在寻找

气候中和型燃料。 (央视新闻)

近日，河南省义马市“一带一路”区域

性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国家级豫西煤炭储备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义马市北露天矿区举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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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义马市“一带一路”区域性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国家级豫西煤炭储备基地项目已纳入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河南省“十四五”发展规划、省重点项目。

项目由铁路专用线工程和煤炭储备工程两大部分组成，投资约 37亿元，整体规划建设分两

期实施。近期 2000万吨 /年规模，总投资估算约 17亿元，其中常村储备区已建成规模 500万吨 /

年，静态储备能力 30万吨；新建北露天矿坑北侧储备区规模 1500万吨 /年，静态储备能力 90万

吨。远期规划项目规模为 2000万吨 /年，静态储备能力 180万吨。

项目建成后，义马也将实现“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运输格局，完成单一“煤炭生产基地”向

“能源物流枢纽”的转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浪财经）

山西省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领导小

组综合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将部分煤矿列入保供煤矿并按要求组织生产。通知提出，为贯彻落

实 9月 24日国家能源保供会议精神，确保经济稳定运行，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增产保供”有关

要求，将 2021年 1-8月已完成全年产量的煤矿列入保供煤矿，四季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

以正常组织生产。通知还明确，对 2021年山西省拟核增产能的 98座煤矿列入保供煤矿，四季度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按照核增后的产能予以组织生产，同时启动核增手续办理相关工作。根

据通知，前 8月已经完成全年产量并列入保供的煤矿有 51座，四季度预测增加产量 2065万吨；

拟核增产能的 98座煤矿，四季度预测增加产量 802.5万吨。两者中的煤矿有重复，但增产数据

只取其一，因而四季度二者预测共增加产量 2867.5万吨。 （煤炭资源网）

近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王启瑞在山西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省此前受降雨影响停产的 60座煤矿，目前已有 56座

恢复生产，不会对山西煤炭保供造成影响。

仍停产的 4座煤矿，3座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合计产能 360万吨，因井下涌水较大停产，待

隐患消除后可恢复生产；1座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产能为 120万吨，因山体滑坡阻断运煤公路而

停产。

9月 29日，山西与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天津等 14个省(区、市)签订四季度煤炭中长期保

供合同。王启瑞表示，此次强降雨导致部分煤矿临时紧急停产，但停产时间短，不会对山西煤炭

保供造成明显影响。 （中新网）

为应对持续紧张的煤炭供应形势，山西最大的煤

炭企业———晋能控股集团正在全力以赴完成保供任务。

在我国重要的动力煤生产基地山西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煤矿，井下智能化综放工作面正在开

足马力加紧生产。针对多个工作面同时开采对主运输系统造成的压力，塔山煤矿采用了智能化

管理模式，引入超时空预警系统，提高矿井各系统的运行效率。除塔山矿之外，晋能控股集团多

座矿井都在落实增产保供工作，积极组织先进产能释放。

井下要保证安全高效生产，地面的煤炭外运装车、港口装船接卸等各环节也要保障顺利运

转。当前大秦线正在进行秋季检修，为了将大秦线检修对保供外运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晋能控

股煤业集团运销系统派专人驻守太原路局，结合煤矿库存和保供需求，积极优化装车管理，合理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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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车辆流向。同时，减少非电煤、非供热煤发运，集中力量保供电煤。

从 10月 4日到 10月 9日，晋能控股集团已经向吉林长春第二热电公司、锦州电厂等多个

电厂增发煤炭 6.44万吨。 （央视财经）

近日，潞安化工集团召

开“双碳背景下现代煤化工的发展”专题报告会，特别邀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化工行业规划设计大师顾宗勤作题为《谈新形势

下煤化工发展》的专题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榆林视察时指出，煤化工产业大有作为。为了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国家出台

了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政策，提出了“双控”要求。潞安化工集团的主业是煤化工，煤

化工已被列入“两高”目录，因此，探索煤化工企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方向，实现科学有序发展是当

务之急，也是大家普遍思考的问题。顾宗勤会长站在全国全行业的高度，立足当前国家产业政策

背景，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煤化工产业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报告高屋

建瓴，深入浅出，信息量大，为大家进一步开拓了思路、理清了脉络，对于企业如何在“双碳”背景

下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集团副总经理王大力主持会议。他指出，集团各单位、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学习，提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领悟力；要结合企业现状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确保国家政策在企业有效落地

落实；要进一步强化学习，努力担当作为，为集团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潞安化工集团）

10月 8日，晋能控股集团接到我省应

急管理厅调遣指令，快速响应，迅速调度，集结力量，先后派出煤业集团矿山救护大队和晋城煤

炭事业部矿山救护大队共 60名专业抢险人员奔赴抗洪抢险一线。

10月 8日 17时，煤业集团矿山救护大队迅速组织救援人员，出动指挥车、大流量排水车、救

援装备车、宿营车、工程抢险车等车辆共 8辆，携带排水泵 14台、皮划艇 2艘、排水软管 4000

米、发电机 4台，以及救生衣、帐篷等救援物资，从大同出发星夜兼程、冒雨前行，火速赶赴运城

市新绛县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工作。

10月 9日 7时 20分，大同队指战员到达排水救援点———新绛县新绛汾河大桥桥北广场。据

了解，新绛汾河大桥北侧为新绛老县城，该处积水严重，积水面积大，最深处达 2米。到达任务地

点后，指战员们来不及做任何休整，在确定排水泵安置位置后，立即开始安装排水泵、软管、发电

机等救援装备抽排积水，投入到紧张的抢险工作中。至记者截稿时，大同队共计投入 13台排水

泵进行排水，形成了 3250立方米 /小时的排水能力，共排水约 17000立方米。期间，指战员们还

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进行搜寻，帮助转运被困人员 6人。

晋城煤炭事业部矿山救护大队 10月 8日 19时出发，于 22时 10分到达救援地点，出动救援

车辆 5辆，携带排水装备 11套：搜救皮划艇、救生衣、帐篷等应急救援物资，对新绛县汾河大坝

站里村开展 24小时排水救援行动，至记者截稿时，合计排水约 10500立方米。

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晋能控股集团全体救援队员在灾难面前，用无私的奉献抵抗洪水灾

害，用执着的努力诠释着国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使命与担当。

(晋能控股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