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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发布：8月上旬，煤炭企业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增加煤炭产量，重点

监测煤炭企业煤炭产、销、运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的增长。下游需求分行业看，8月上旬高温

天气与降雨交替，火电环比继续增长，但由于来水转好，结束了水电自 1月中旬以来的负增长态

势，也明显挤占了火电增长空间，火电同比增速由正转负；钢厂高炉开工率增加，生铁产量、重点

监测焦钢企业煤炭消费量同步增长。煤炭产地、中转港口、钢焦企业用户煤炭库存量下降。国内

外煤炭价格波动调整。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 1-7月，全国生产原煤 26.7

亿吨 同比增长 3.6%。排名前 10家的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13.7亿吨，同比增加 3978万吨，占规

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的 51.3%。其中，国家能源集团 35143万吨，增长 0.4%。

★8月 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京组织召开 2023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

会议公布了 2022年度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名单，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焦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69家企业发布了

社会责任报告。

★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 7月份，我国煤炭进口量在 3926.0万吨。其中，自印尼进口煤炭

1583.0万吨，占比 40.3%。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899.4万吨，占比 22.9%。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631.1

万吨，占比 16.1%。

7月份，中国进口动力煤（包含褐煤、烟煤和次烟煤，下同）3091.3万吨，同比增长 96.17%，较

前一月增幅 137.24%有所收窄，环比增长 2.98%，再创至少 2012年以来同期新高。1-7月，中国累

计进口动力煤 1.97亿吨，同比增加 9765.7 万吨，增长 97.85%；7 月份，中国进口褐煤 1131.3万

吨，同比增加 7.94%，环比下降 7.27%；1-7月，中国累计进口褐煤 9472.7万吨，同比增加 3382.65

万吨，增长 55.54%。

★8月 22日，全球矿商必和必拓（BHP）公布财年运营报告显示，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

2022-23财年（截止 2023年 6月），公司基本应占利润同比下降 37%至 134.2亿美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39.8亿元，同

比下降 15.5%，降幅比 1—6月份收窄 1.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805.9

亿元，同比下降 20.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8835.6亿元，下降 16.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9355.7亿元，下降 12.4%；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226.6亿元，下降 10.7%。

★国家能源局披露，今年前 7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超 1.7亿千瓦，其中风电太阳能发

电新增装机超 1.2亿千瓦，占全部新增发电装机超七成。在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叠加能源结构加快

转型的背景下，绿色电力发展趋势长期向好，布局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领域的中证绿色电力指

数有望受益。

★财政部发布 2023年 7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9334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税收收入 117531亿元，同比增长 14.5%；非税收入 21803亿

元，同比下降 2.3%。印花税 2679亿元，同比下降 8.3%。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 1280亿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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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30.7%。

★8月 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888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6.5%。1-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519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

★山西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 7月份，山西省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248.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3%，较上月回升 8.4个百分点。1-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16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6%，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3.6%。

★山西省能源局：预计 2023年全省煤炭产量达到 13.65亿吨。2025年根据保供需要全年煤

炭产量稳定在 10亿吨以上，并具备 3000万吨应急保障能力。2027年具备 5000万吨应急保障

能力。

★近日，山西省能源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山西省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3 版)》。提出的目标是：2025 年，发布一批煤矿智能化建设地方标准，初步建立起煤矿智能

化标准体系；2027 年，形成我省较为完整的煤矿智能化建设标准体系，力争推荐一批地方标准

成为行业或国家标准。加快制定信息基础设施、智能掘进 /开采系统、智能安全监控系统、智能

洗选系统、智慧园区与经营管理系统等方面标准，支撑煤矿智能化建设迈向规范化、标准化发

展新台阶。

★1-7月份山西省规上原煤产量 78709.4万吨 增长 4.7％。 山西省统计局消息，1-7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8％。从煤与非煤看，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 2.4％，非煤工业

增长 6.1％。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2.1％，制造业增长 7.6％，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增长

4.4％。

从行业看，工业新动能不断壮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6％，其中废

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长 62.4%，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增长 58.7%，食品工业增长 13.1%，均快于全省

规上工业增速。

从产品看，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增长。全省主要规上工业产品中，原煤、生铁、钢材、原铝、发电

量、光伏电池、非常规天然气 7种产品产量延续增长势头。能源保供扎实推进。全省持续加大生

产力度，实现了煤、气、电持续安全稳定供应。全省规上原煤产量 78709.4万吨，增长 4.7％；规上

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 6.5％；发电量增长 6.6％，其中外送电量增长 17.8％。

从支撑因素看，用电量、货运量较快增长。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4.6％，其中工业用电量

增长 3.6%；公路货运量增长 14.2%。

★近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专场发布会透露，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月底，山西已建成 46座智能化煤矿、1161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 80%，

2027年山西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近日，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山西省加快推进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6 月份抽采

煤层气 8.8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 81.5%；上半年累计抽采煤层气 52.4 亿立

方米，创历史同期煤层气产量新高。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同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煤层气资源，

全省埋深 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8.31万亿立方米。截至 2020 年底，山西累计探

明煤层气地质储量 6601.28 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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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重点打造 10 条煤化工重点产业链。近日，山西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和省能源局

联合印发的《推进煤炭和煤化工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山西省将打造 10条煤化工重点

产业链，包括两条高端碳材料产业链、两种碳基合成材料产业链、两条煤焦化苯系材料产业链、

两条煤基储能材料产业链、一条低阶煤分质清洁利用联产产业链和一条高端化学品及化工新材

料产业链。

★山西省统计局：今年前 7月山西规上原煤总产量 78709.4万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

29.5%。据了解，今年国家下达山西省 6.2亿吨电煤中长期合同任务，目前全省已签订电煤中长期

合同 63123万吨，签约率 101.81%。为了确保电煤供应平稳有序，山西省每天约有 23万名煤炭产

业工人奋战在生产一线，约 200万吨煤炭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地，为保障全国能源供应作出

了重要贡献。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山西规范洗(选)煤加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每半年省、市

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全省洗(选)煤加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情况进行抽查，对抽查

不达标的企业全省通报，并对考核定级时负责现场验收的专家按规定严肃处理，撤销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等级。

★8月 22日，全球首台套最大功率、超大采高智能化高端采煤机 MG1250/3430-WD系列采

煤机在中国煤科上海研究院问世，这是继 2019年中国煤科上海研究院推出全球首台超大采高、

超大功率智能化 3050系列采煤机后，再次登顶全球采煤机装机功率和开采高度最高峰，再次将

世界采掘机械发展推上了新高度。

★近日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获悉，由中国煤科上海研究院研制的适应最小采高 1.3 米薄

煤层采煤机，近日在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石圪台煤矿成功应用，创造了最低 1.3 米煤层

年产 260 万吨的世界纪录。该系列采煤机在同等工作面条件下产能可达国际上类似采煤机的 3

倍。其成功研制，奠定了国产薄煤层采煤机的世界领先地位。

★全国最大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落地。 近日，由陕煤集团甘肃投资有限公司申报的玉门

新能源可降解材料碳中和产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获批，标志着全国最大、陕煤集团“十四

五”发展规划首批、甘肃投资公司首个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落地。玉门新能源可降解材料碳中

和产业园项目是陕煤集团在陕西省外投资落地的第一个百亿级多业态能源化工类项目。该项

目是 2023年甘肃省重大项目，总投资 263 亿元，其中 60 万吨 /年可降解材料项目投资 161 亿

元，1.56 吉瓦新能源项目投资 102 亿元。该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年均利税总额达 45 亿元，可

提供就业岗位约 1400个。

★近日，工信部对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新型煤基纳米碳氢炸药及制备工艺技术”项目进

行了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新型煤基纳米碳氢炸药及制备工艺技术”项目属国

内外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意该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8月 18日，山西焦煤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成功发行，债券规模 20亿元，债券期限 5

年，票面利率 3.28%。本支债券为 2023年省内首单 5年期中期票据，是今年以来全国煤炭行业同

期限、同类债券产品的最低发行利率。

企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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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决

定了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

中，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稳妥有序的原则，一手

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一手促进新能源与清

洁能源发展，持续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

合、融合发展，确保安全降碳。

一、主要形式

煤炭生产企业应重点推进煤炭、煤电、新

能源产业一体化协同，加快实施煤炭用能结构

优化调整，大力发展循环式生产、循环式组合，

不断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确保

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一）依托煤炭矿区发展新能源

2022 年全国煤炭产量 45.6 亿吨，西部地

区占比 60.7%。煤炭生产重心进一步向沙漠、荒

漠、戈壁地貌较广的西部地区集中，煤矿布局

与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布局趋于一致，煤炭、煤

电、新能源协同互补优势更为明显，一体化实

施的条件更为齐备。一是推动煤矿、煤电、新能

源联营。国家针对煤电联营、煤电新能源联营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开展实质性联

营。发展联营以增量新能源项目为抓手，以煤

矿项目为支撑，优先实施煤矿、煤电、新能源由

一个独立法人运营的联营模式，从公司治理结

构上解决利益诉求不一致的问题，化解煤炭供

需和电网调峰矛盾，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二是

发展井工煤矿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发电。结合煤

矿所在区域光照资源条件，利用采煤沉陷区闲

置土地资源，统筹推进光伏发电与生态修复，

是煤炭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关文

件多次强调，支持在采煤沉陷区开展具有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效益的新能源项目。各地也积

极开展应用实践，产煤省区采煤沉陷区光伏示

范项目已有并网发电案例。三是发展露天煤矿

新能源发电配套换电重卡。近年来，国家和地

方先后出台政策，鼓励支持发展电动重卡。露

天煤矿车辆运输具有路途较短、线路固定、货

源单一等特点，非常适合电动重卡。在排土场、

边坡等闲置土地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配套换电

站实现电池储能，可做到全额自发自用不上

网，并实现压降运营成本和降低碳排放。

（二）利用清洁能源发展低碳供热目前，煤

矿供热以燃煤锅炉为主，用途中生活热水约占

10%、采暖约占 45%、井筒防冻约占 45%。太阳

能、风能、空气能、地热能和其他余热资源，为

煤矿清洁供热提供了更多选择。一是发展可再

生能源供热。主要包括太阳能、地热能和风能。

太阳能利用技术成熟、应用广泛，光照条件具

备时优先使用太阳能集热系统，当温度无法满

足时启动热泵、电锅炉等辅助热源。地热能和

风能主要结合资源条件，地热能需施工钻井取

热，风能可直接转化为机械能驱动热泵系统压

缩机做功，实现供热。二是推广余热能源回收。

煤矿生产中伴生的低品位热能包括矿井水余

热、乏风余热以及设备余热和洗浴废水余热

等。其中，矿井通风温度约 17 至 22 摄氏度，

矿井水约 18 摄氏度，空压机余热约 80摄氏

度，洗浴废水余热约 35 摄氏度，均蕴含丰富

热能。三是攻关低浓度瓦斯高效利用。矿井瓦

斯即甲烷，属非常规天然气，高浓度瓦斯目前

已基本实现利用，但低浓度瓦斯利用仍处于起

步阶段，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增加碳排放。低浓

度瓦斯通过加热、氧化，可以实现热量回收，目

前已在部分煤矿企业开展示范试验。

（三）结合用能替代开展零碳（低碳）示范

煤矿作为工矿企业，在生产环节要开展清洁能

煤炭与新能源如何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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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替代，发展低碳、零碳能源消费模式。一是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技

术，提高煤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强化煤矿

用电需求侧管理，加强煤矿智能综合管控，增

强煤矿生产工序和用电负荷灵活优化能力。

近年来，煤矿智能化加速推进，全国已累计建

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1043 个、掘进工作面

1277 个，智能化建设总投资规模近 2000 亿

元，煤炭生产方式根本性变革进一步加快。二

是建设分布式光伏、风电项目。充分利用煤矿

工业场地建（构）筑物屋顶、闲置空地和护坡

等，建设分布式光伏、风电，适当配套储能系

统，按照自发自用的模式，以绿电替代生产生

活所需网购电。三是构建煤矿场区分布式智

能微电网系统。统筹煤矿分布式电源与用电

需求，配合储能装置和智能控制系统，采用先

进的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在煤矿用电侧建设

矿用智能微网，实现电力供应和消费的优质

匹配，提升绿电使用比例。

二、对策建议

由于存在思想认识不完全一致、政策配

套还有待加强、标准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

段等问题，推动煤炭与新能源融合仍需多措

并举，实现各项工作向纵深推进。一是研究系

统性的指导意见。煤炭企业作为生产能源的

工业企业，同时也是耗能企业。“双碳”目标

下，煤炭与新能源的深入结合不应缺席，也不

能缺席。建议有关方面从加强行业指导着手，

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研究涵盖煤矿生

产、伴生资源利用、塌陷区新能源发展、土地

复垦绿化等各环节的煤炭新能源融合发展思

路，指引煤炭企业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调动各煤矿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利用各

自条件、发挥各自优势，推进煤炭企业更加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二是细化针对性的支持

措施。煤矿企业在治理生产造成的土地塌陷

中，需要给予当地居民补偿，并对塌陷区进行

平整和生态修复，具备同步规划建设光伏项

目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在新能源指标获取方

面尚无差异化的支持政策，目前生态修复和

新能源发展有机结合的程度还有待提高。建

议针对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发展，研究更为具

体的措施，支持煤矿企业新能源项目取得建

设用地、配置新能源指标、纳入项目建设库、

列入年度开发方案等，为煤矿企业发展新能

源创造条件。三是开展引领性的技术创新。煤

炭企业利用新能源和伴生能源的总体水平偏

低，相关领域技术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议

结合煤矿生产特点，针对性地研究煤炭与新

能源融合发展技术，通过研发计划、揭榜挂

帅、产学研融合等多种方式，重点突破煤矿智

能化关键技术以及各类余热高效利用、低浓

度瓦斯氧化利用、新能源发电与煤矿供电系

统智能微网等技术，为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提供支撑。四是健全约束性的标准体系。要

结合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进展，不断健全与

煤矿企业发展新能源相适应的标准体系，通

过建立认证机制、发布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以

及强制约束等手段，引导支持企业采用先进

技术和工艺，开展新能源、伴生能源高效利用

和用能用电系统智能化改造，持续加强标准

约束和引导。五是创建导向性的示范项目。结

合煤炭企业特点，重点要在生产环节与新能

源融合，引导开展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单位产

品碳排放，对于无法避免的排放可采用碳汇、

碳交易等方式实现抵消，逐步通过建设低碳、

零碳矿山示范项目，引领形成新的能源消费

模式。具体可根据煤矿条件，优先选取大型现

代化煤矿开展工程示范，以点带面、循序渐进，

倡导和培育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煤炭与新能源

融合发展新业态，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煤炭交易中心）


